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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临空经济区相关概述

1.1 临空经济的基本介绍

1.1.1 临空经济的概念解析

1.1.2 临空经济的内涵分析

1.1.3 临空经济的基本特征

1.1.4 临空经济的空间结构

1.1.5 临空经济的产业结构

1.1.6 临空经济的阶段划分

1.2 临空经济区的概念界定

1.2.1 临空经济区的内涵

1.2.2 临空经济区的特征

1.2.3 临空经济区的历程

1.3 临空经济区内产业分类及特征

1.3.1 临空产业分类

1.3.2 机场服务业



1.3.3 航空物流业

1.3.4 高新技术产业

1.3.5 高附加值制造业

1.3.6 会展业

1.3.7 休闲产业

1.4 临空经济区的发展效应分析

1.4.1 临空经济区的直接效应

1.4.2 临空经济区的间接效应

第二章 临空经济区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

2.1 临空经济区的形成机理

2.1.1 临空经济区产生机理

2.1.2 临空经济区发展机理

2.1.3 临空经济区自组织机理

2.1.4 机场形成的推动作用

2.2 临空经济区不同发展阶段与区域经济的关系

2.2.1 临空经济区的导入期阶段

2.2.2 临空经济区的成长期阶段

2.2.3 临空经济区的成熟期阶段

2.3 临空经济区与区域经济相互作用的理论基础

2.3.1 点轴开发理论

2.3.2 增长极理论

2.3.3 输出基础理论

2.4 区域经济对临空经济区的影响分析

2.4.1 宏观作用机制

2.4.2 微观作用机制

2.5 临空经济区的发展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机理



2.5.1 临空经济区的扩散效应

2.5.2 临空经济区的集聚效应

2.5.3 临空经济区的网络效应

2.5.4 促进区域结构优化机理

2.6 临空经济区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分析

2.6.1 加快城市经济增长

2.6.2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2.6.3 区际生产要素流动

2.6.4 优化城市资源配置

2.6.5 改善临空投资环境

2.6.6 塑造空港城市品牌

第三章 2021-2023年国际临空经济区发展现状及经验借鉴

3.1 国际临空经济区发展概况

3.1.1 发展进程

3.1.2 主要类型

3.1.3 开发模式

3.1.4 管理体制

3.1.5 布局模式

3.1.6 发展趋势

3.2 区域典型临空经济区的发展分析

3.2.1 德国法兰克福

3.2.2 韩国仁川机场

3.2.3 爱尔兰香农机场

3.2.4 荷兰史基浦机场

3.2.5 美国孟菲斯机场

3.2.6 新加坡樟宜机场



3.3 国外临空经济区发展的成功要素

3.3.1 机场的自身条件

3.3.2 便利的交通条件

3.3.3 地区经济的发展

3.3.4 卓越的教育环境

3.3.5 怡人的自然环境

3.4 国际临空经济区发展的经验借鉴

3.4.1 政府规划经验

3.4.2 开发建设经验

3.4.3 产业发展经验

3.4.4 空港经济发展启示

第四章 2021-2023年中国临空经济区的发展环境分析

4.1 经济环境

4.1.1 宏观经济概况

4.1.2 对外经济分析

4.1.3 工业运行情况

4.1.4 固定资产投资

4.1.5 宏观经济展望

4.2 政策环境

4.2.1 行业相关政策支持

4.2.2 首都机场发展规划

4.2.3 北京政策措施清单

4.2.4 重庆建设实施方案

4.3 用地环境

4.3.1 全球在建机场项目

4.3.2 中国航站楼建设面积



4.3.3 土地管理实施条例

4.3.4 建设用地供应情况

4.3.5 全国土地出让收入

4.3.6 商业用地建筑面积

4.4 机场建设与布局

4.4.1 总体运行情况

4.4.2 固定资产投资

4.4.3 民航机场业务量

4.4.4 机场布局方案

4.4.5 机场规划环评

4.4.6 规划主要举措

第五章 2021-2023年中国临空经济区运行情况分析

5.1 中国临空经济区发展概况

5.1.1 产业发展阶段

5.1.2 发展阶段特征

5.1.3 产业发展价值

5.1.4 产业发展原则

5.1.5 产业发展驱动

5.1.6 产业发展定位

5.1.7 发展模式分析

5.2 2021-2023年中国临空经济区产业发展分析

5.2.1 临空经济产业链

5.2.2 产业运行情况

5.2.3 枢纽建设情况

5.2.4 产业发展指数

5.2.5 区域分布情况



5.2.6 区域发展影响

5.2.7 重点产业布局

5.3 国内外临空经济区的比较分析

5.3.1 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比较

5.3.2 在企业遴选方面的比较

5.3.3 周边交通枢纽网络比较

5.3.4 综合评价及建议

5.4 中国临空经济区发展的问题分析

5.4.1 规划布局问题

5.4.2 开发建设问题

5.4.3 产业结构不合理

5.4.4 创新资源配置不足

5.4.5 同质化竞争问题

5.4.6 主要制约因素

5.5 中国临空经济区发展的策略研究

5.5.1 临空经济区基本发展原则

5.5.2 特色临空经济区发展战略

5.5.3 临空经济区创新发展战略

5.5.4 制定临空经济区发展模式

5.5.5 临空经济区竞争提升建议

5.5.6 临空经济区总体发展建议

5.6 中国临空经济区的发展趋势分析

5.6.1 市场机遇分析

5.6.2 产业发展前景

5.6.3 产业发展方向

5.6.4 未来发展趋势



第六章 2021-2023年临空经济区重点布局产业分析

6.1 机场服务业

6.1.1 机场与临空经济区

6.1.2 空港服务业发展意义

6.1.3 批复机场建设项目

6.1.4 机场商业经营现状

6.1.5 机场商业业态分析

6.1.6 机场零售业分析

6.1.7 机场多元化经营

6.1.8 机场商业发展问题

6.1.9 机场商业发展建议

6.2 航空物流业

6.2.1 行业发展阶段

6.2.2 政策扶持力度

6.2.3 行业发展意义

6.2.4 市场运行分析

6.2.5 市场竞争格局

6.2.6 发展模式分析

6.2.7 行业面临问题

6.2.8 发展建议措施

6.2.9 未来发展对策

6.3 高附加值产业

6.3.1 飞机制造业分析

6.3.2 品市场分析

6.3.3 机场免税业分析

6.4 会展业



6.4.1 会展业产业链

6.4.2 双线融合发展

6.4.3 会展业发展成就

6.4.4 展览馆建设规模

6.4.5 展览区域分布

6.4.6 展览规模分布

6.4.7 展览行业结构

6.4.8 会展业临空化

6.4.9 产业发展问题

6.4.10 发展对策建议

6.4.11 会展业发展趋势

6.5 休闲旅游产业

6.5.1 行业发展特点

6.5.2 市场发展规模

6.5.3 发展制约因素

6.5.4 发展对策建议

第七章 2021-2023年重点区域临空经济区发展分析

7.1 北京市

7.1.1 产业空间布局

7.1.2 核心区发展现状

7.1.3 区域建设进展

7.1.4 重点机场发展

7.1.5 地区协同发展

7.1.6 项目签约状况

7.1.7 发展成果公布

7.1.8 发展联盟成立



7.1.9 发展建议措施

7.1.10 未来发展产业

7.2 郑州市

7.2.1 产业发展政策

7.2.2 产业发展优势

7.2.3 发展成就分析

7.2.4 高新技术企业

7.2.5 产业集聚情况

7.2.6 行业发展挑战

7.2.7 行业发展建议

7.2.8 市场发展潜力

7.3 乌鲁木齐市

7.3.1 产业发展现状

7.3.2 产业发展优势

7.3.3 产业布局方向

7.3.4 重点项目建设

7.3.5 空间布局战略

7.3.6 发展注意事项

7.3.7 经济区发展机遇

7.3.8 经济区详细规划

7.4 章丘市

7.4.1 行业发展优势

7.4.2 临空经济定位

7.4.3 产业空间布局

7.4.4 亟需突破问题

7.4.5 临空经济战略



7.5 青岛市

7.5.1 SWOT分析

7.5.2 发展特点分析

7.5.3 行业发展现状

7.5.4 产业功能定位

7.5.5 产业发展思路

7.5.6 空间布局战略

7.5.7 产业发展规划

7.6 广州市

7.6.1 行业政策扶持

7.6.2 基础设施建设

7.6.3 物流枢纽建设

7.6.4 产业发展进展

7.6.5 发展战略意义

7.6.6 发展制约因素

7.6.7 行业发展机遇

7.6.8 发展建议措施

7.6.9 产业战略构想

7.7 陕西省

7.7.1 经济区主要功能

7.7.2 产业发展现状

7.7.3 空港新城发展

7.7.4 经济区建设问题

7.7.5 经济区建设思路

7.7.6 发展建议措施

7.7.7 产业发展潜力



7.8 河南省

7.8.1 基础条件分析

7.8.2 发展驱动因素

7.8.3 经济区建设现状

7.8.4 发展劣势分析

7.8.5 发展困境分析

7.8.6 产业发展策略

7.9 湖南省

7.9.1 发展现状分析

7.9.2 产业发展优势

7.9.3 发展战略定位

7.9.4 产业发展重点

7.10 其他地区

7.10.1 南京市

7.10.2 南昌市

7.10.3 成都市

7.10.4 宁夏自治区

第八章 临空经济区的规划建设分析

8.1 临空经济区规划框架案例分析

8.1.1 厦门临空产业区规划分析

8.1.2 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规划

8.1.3 郑州机场空港区规划框架

8.1.4 西安临空经济区发展规划

8.2 中国临空经济区的规划框架构成

8.2.1 规划目的

8.2.2 规划研究内容



8.2.3 配套政策情况

8.3 临空经济区功能定位影响因素分析

8.3.1 空港腹地辐射范围

8.3.2 空港腹地经济基础

8.3.3 对特殊性的考量

8.4 临空经济区的功能定位框架

8.4.1 机场服务区

8.4.2 物流园区

8.4.3 工业园区

8.4.4 商务区

8.4.5 居住区

8.4.6 观光旅游区

8.5 中国临空经济区规划要点分析

8.5.1 临空经济区规划历程

8.5.2 临空经济区关键要素

8.5.3 临空经济区规划阶段

8.5.4 临空经济区规划圈层

8.5.5 临空经济区产业规划

8.5.6 临空经济区产业构建

8.6 临空经济区交通体系规划分析

8.6.1 交通区位研究价值

8.6.2 临空区域交通构成

8.6.3 交通设施布局特点

8.6.4 交通体系规划要点

8.7 临空经济区基建工程的融资分析

8.7.1 融资项目规划



8.7.2 融资主体分析

8.7.3 融资工具选择

8.7.4 项目现金流

8.7.5 担保机制情况

第九章 临空经济区的空间布局分析

9.1 临空经济区的空间区位选择

9.1.1 形成的主要因素

9.1.2 宏观区位选择

9.1.3 微观区位选择

9.1.4 对地区发展的影响

9.2 临空经济区的空间布局规律分析

9.2.1 临空经济区布局的一般规律

9.2.2 结合机场客货运用地组织

9.2.3 与周边乡镇用地及规划协调

9.2.4 机场特殊要求

9.3 临空经济区的功能分区战略

9.3.1 机场核心区

9.3.2 机场控制区

9.3.3 不可建设区

9.3.4 紧邻空港区

9.3.5 外围辐射带动区

9.4 临空经济区的空间布局战略

9.4.1 总体结构和布局模式

9.4.2 机场核心区布局策略

9.4.3 机场周边控制区布局策略

9.4.4 机场周边不可建设区布局策略



9.4.5 紧邻空港区布局策略

9.4.6 外围辐射带动区布局策略

9.5 临空经济区产业空间布局模式分析

9.5.1 空间布局特征

9.5.2 产业布局规律

9.5.3 产业布局模型

9.5.4 布局影响因素

9.5.5 主要产业布局模式

9.5.6 组团式圈层布局

9.5.7 组团式偏心布局

9.5.8 点轴线形拓展模式

9.5.9 混合型模式

9.5.10 综合分析

第十章 临空经济区的开发运营分析

10.1 临空经济区开发模式的选择

10.1.1 土地发展模式

10.1.2 发展途径模式

10.1.3 从机场主导角度的影响模式

10.2 临空经济区六大创新开发路径

10.2.1 创新定位逻辑

10.2.2 创新空间格局

10.2.3 创新产业体系

10.2.4 创新临空产品

10.2.5 创新开发策路

10.2.6 创新体制机制

10.3 临空经济区的产业选择思路



10.3.1 基于国际化与地方化结合视野

10.3.2 基于临空经济区发展的影响因素

10.4 临空经济区内产业规模预测方法

10.4.1 案例类比法

10.4.2 人均用地规模指标推算法

10.4.3 供给导向法

10.4.4 三类方法比较

10.5 入区企业的遴选条件分析

10.5.1 遴选关键条件

10.5.2 所属产业情况

10.5.3 社会影响情况

第十一章 2021-2023年国内外临空经济区典型案例分析

11.1 美国孟菲斯空港经济区

11.1.1 美国孟菲斯机场介绍

11.1.2 空港经济区产业发展

11.1.3 空港经济区特征与优势

11.2 韩国仁川空港经济区

11.2.1 韩国仁川机场发展概况

11.2.2 仁川空港经济区产业发展

11.2.3 仁川空港经济区特征与优势

11.2.4 韩国仁川机场自由经济区

11.3 国外其他临空经济区成功案例分析

11.3.1 爱尔兰香农机场自由贸易区

11.3.2 荷兰史基浦空港经济区

11.3.3 法兰克福国际航空城

11.4 粤港澳大湾区临空经济区



11.4.1 行业发展规划

11.4.2 行业发展现状

11.4.3 香港空港经济区

11.4.4 澳门航空城

11.4.5 广州临空经济区

11.4.6 深圳空港新城

11.4.7 珠海横琴航空产业

11.4.8 临空经济发展问题

11.4.9 临空经济发展建议

11.5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11.5.1 实验区简介

11.5.2 发展历程

11.5.3 功能定位

11.5.4 发展成就

11.5.5 发展意义

11.5.6 发展经验

11.5.7 发展优势

11.5.8 面临挑战

11.5.9 经济作用

11.5.10 战略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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