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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贫困县PPP项目地区分布情况



图表 贫困县PPP项目行业分布情况

图表 2021年11月末与12月末累计污染防治与绿色低碳项目数对比

图表 2021年11月末与12月末累计污染防治与绿色低碳项目投资额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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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21年11月末与12月末管理库累计项目数地域分布对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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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14-2021年累计签约落地项目投资额地域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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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累计签约落地项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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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京津冀项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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