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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与中国行业2024年度城市更新投资战略规划及发展前景预测报告

章 城市更新基本概述

1.1 城市更新相关界定

1.1.1 城市更新的含义

1.1.2 城市更新的特点

1.1.3 城市更新的范围

1.1.4 城市更新的方式

1.1.5 城市更新的意义

1.1.6 城市更新的关键

1.2 城市更新与棚改、旧城改造的对比

1.2.1 棚改的内涵

1.2.2 旧城改造的内涵

1.2.3 三者概念对比

1.3 城市更新的分类



1.3.1 基于改造力度强弱分类

1.3.2 基于合作模式的主导方分类

1.3.3 基于改造的对象不同进行分类

1.4 城市更新的模式

1.4.1 政府主导模式-上海

1.4.2 市场主导模式-深圳

1.4.3 多元合作模式-广州

第二章 国外城市更新概况及经验借鉴

2.1 全球城市更新发展现状分析

2.1.1 全球城市更新发展历程

2.1.2 全球城市更新发展特点

2.1.3 全球城市更新发展现状

2.1.4 全球城市更新路径分析

2.1.5 全球城市更新投融资模式

2.1.6 发达国家城市更新着眼点

2.1.7 全球城市更新发展趋势

2.2 重点国家城市更新具体实践分析

2.2.1 美国城市更新实践

2.2.2 英国城市更新发展

2.2.3 法国城市更新实践

2.2.4 荷兰城市更新实践

2.2.5 日本城市更新实践

2.2.6 新加坡城市更新实践

2.3 国外城市更新经验借鉴分析

2.3.1 发挥立法的引领作用

2.3.2 应重视城市更新规划



2.3.3 构建城市更新融资机制

2.3.4 建立城市公众参与模式

第三章 中国城市更新政策实施状况分析

3.1 中国城市更新政策成果

3.1.1 政策发展历程

3.1.2 政策发展特点

3.1.3 国家层面政策

3.1.4 地方层面政策

3.1.5 政策发展展望

3.2 中国城市更新政策解读

3.2.1 《关于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的指导意见》

3.2.2 《广州市城中村改造条例（草案修改稿征求意见稿）》

3.2.3 深圳《〈关于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

3.2.4 《支持城市更新的规划与土地政策指引（2023版）》

3.2.5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第二批）》

3.2.6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的指导意见》

3.3 中国城市更新政策比较

3.3.1 基本导向比较

3.3.2 供地政策比较

3.3.3 资金保障政策

3.3.4 规划支持政策

第四章 2022-2024年中国城市更新总体分析

4.1 2022-2024年中国城市更新发展状况分析

4.1.1 城市更新治理体系

4.1.2 城市更新发展背景

4.1.3 城市更新发展历程



4.1.4 城市更新发展阶段

4.1.5 城市更新发展特点

4.1.6 城市更新发展成果

4.1.7 城市更新市场需求

4.2 2022-2024年中国城中村改造进展分析

4.2.1 城中村改造基本概述

4.2.2 城中村改造势在必行

4.2.3 城中村改造模式分析

4.2.4 城中村改造推进难点

4.2.5 城中村改造对策建议

4.2.6 城中村改造区域规划

4.3 2022-2024年中国城市更新竞争态势

4.3.1 房企城市更新业务布局

4.3.2 国企城市更新布局动态

4.3.3 建筑央企城市更新布局动态

4.3.4 企业加大城市更新支持力度

4.4 2022-2024年试点城市更新改造进展

4.4.1 试点城市更新政策汇总

4.4.2 试点城市更新改造范围

4.4.3 试点城市更新改造方式

4.4.4 试点城市更新资金支持

4.4.5 试点城市更新经验总结

4.4.6 试点城市更新建议启示

4.5 中国城市更新面临的问题

4.5.1 城市更新政策困境

4.5.2 城市更新发展问题



4.5.3 双碳目标下面临的挑战

4.5.4 城市更新资金问题

4.5.5 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

4.5.6 城市更新市场主体共建共治问题

4.5.7 城市更新空间资源和要素导入问题

4.6 中国城市更新发展对策

4.6.1 破解城市更新困局的关键点

4.6.2 加快推进城市更新政策建议

4.6.3 城市更新高质量发展的策略

4.6.4 城市更新法治保障路径探索

4.6.5 以系统思维推进城市更新发展

4.6.6 规范城市更新市场主体竞争策略

4.6.7 双碳目标下开展城市更新的建议

第五章 2022-2024年中国旧城改造进程分析

5.1 中国旧城改造的发展综述

5.1.1 旧城改造主要特征

5.1.2 旧城改造主要内容

5.1.3 旧城改造运作模式

5.1.4 旧城改造利益相关者

5.2 2022-2024年旧城改造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5.2.1 旧城改造市场规模

5.2.2 旧城改造具体举措

5.2.3 旧城改造资金来源

5.2.4 融资支持力度加大

5.3 2022-2024年主流房企布局旧改动态分析

5.3.1 富力地产旧改项目动态



5.3.2 奥园集团旧改项目动态

5.3.3 中交四航局旧改项目动态

5.4 中国旧城改造的模式对比分析

5.4.1 破旧立新

5.4.2 协调规划

5.4.3 复兴旧城

5.4.4 对比分析

5.5 中国旧城改造的问题及对策

5.5.1 旧改可持续发展问题

5.5.2 旧改可持续发展对策

5.5.3 小城镇旧改应对措施

5.5.4 老旧小区的改造建议

5.5.5 旧改建筑规划的策略

5.6 旧城改造的前景展望

5.6.1 旧改市场需求

5.6.2 旧改发展前景

5.6.3 旧改发展重点

5.6.4 区域旧改规划

第六章 2022-2024年中国棚户区改造建设分析

6.1 中国棚户区改造基本概述

6.1.1 棚户区改造项目分类

6.1.2 棚户区改造建设历程

6.1.3 棚户区改造项目特点

6.1.4 棚户区改造发展意义

6.2 中国棚户区改造政策环境

6.2.1 棚户区改造政策演变



6.2.2 棚户区改造政策解读

6.2.3 棚户区改造政策特点

6.2.4 棚户区改造政策影响

6.3 2022-2024年棚户区改造建设状况分析

6.3.1 棚户区改造建设成果

6.3.2 棚户区改造开工情况

6.3.3 棚户区基本建成情况

6.3.4 棚户区改造激励城市

6.4 建筑企业投资参与棚户区改造的途径

6.4.1 企业参与棚户区改造的路径

6.4.2 企业参与路径的优劣势比较

6.4.3 企业参与棚户区改造的建议

6.5 棚户区改造项目融资模式及案例

6.5.1 政府主导模式

6.5.2 市场化运营、政府支持模式

6.5.3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6.5.4 融资模式对比

6.5.5 未来新型融资模式

6.6 我国棚户区改造建设存在的问题

6.6.1 棚户区改造存在的问题

6.6.2 棚户区改造发展的挑战

6.6.3 棚改专项债偿面临的问题

6.6.4 棚户改造融资困境分析

6.7 我国棚户区改造建设对策及建议

6.7.1 我国棚户区改造建设的发展策略

6.7.2 我国棚户区改造建设的政策建议



6.7.3 提高棚户区改造融资水平的对策

6.7.4 完善棚改专项债偿还的对策建议

6.7.5 新时期我国棚户区改造对策分析

6.8 我国棚户区改造建设趋势分析

6.8.1 棚户区改造发展前景展望

6.8.2 棚户区改造投融资优化方向

6.8.3 棚户区改造投融资发展趋势

第七章 2022-2024年中国工业遗存更新发展分析

7.1 工业遗存相关概述

7.1.1 工业遗存的定义

7.1.2 工业遗存发展背景

7.1.3 工业遗存更新主要模式

7.1.4 工业遗存建筑改造原则

7.2 2022-2024年中国工业遗存发展状况分析

7.2.1 工业遗存发展历程

7.2.2 工业遗存发展特点

7.2.3 工业遗存发展现状

7.2.4 工业遗存改造问题

7.2.5 工业遗存改造对策

7.3 中国工业遗存的活化策略

7.3.1 规划及设计策略-焕活城市历史文化名片

7.3.2 商业策略-推动产业复兴创新模式

7.3.3 运营策略-实现可持续发展生态更新

7.4 中国工业遗存改造发展趋势

7.4.1 规划及设计趋势

7.4.2 商业趋势



7.4.3 运营趋势

第八章 2022-2024年华东地区城市更新发展分析

8.1 上海市

8.1.1 上海市城市更新政策体系

8.1.2 上海市城市更新发展特点

8.1.3 上海市城市更新发展历程

8.1.4 上海市城市更新改造进展

8.1.5 上海市城市更新发展现状

8.1.6 上海市城市更新引导基金

8.1.7 上海市城市更新方式转变

8.1.8 上海城市更新开展创新试点

8.1.9 上海市城市更新项目案例

8.1.10 上海市城市更新发展方向

8.2 浙江省

8.2.1 浙江省城市更新政策环境

8.2.2 浙江省城市更新发展现状

8.2.3 浙江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考评

8.2.4 浙江省城市更新实践案例

8.2.5 金华市城市更新发展分析

8.2.6 杭州市城市更新发展分析

8.2.7 宁波市城市更新发展分析

8.2.8 温州市城市更新项目投资

8.2.9 乐清市城市更新实施意见

8.3 江苏省

8.3.1 江苏省城市更新发展意义

8.3.2 江苏省城市更新政策环境



8.3.3 江苏城市更新的主要进展

8.3.4 江苏城市更新面临的问题

8.3.5 无锡市城市更新发展现状

8.3.6 南京市城市更新管理办法

8.3.7 苏州市城市更新发展举措

8.4 山东省

8.4.1 山东省城市更新政策环境

8.4.2 山东省城市更新发展现状

8.4.3 山东省城市更新示范项目

8.4.4 山东省城市更新发展规划

8.4.5 青岛市城市更新发展分析

8.4.6 烟台市城市更新发展举措

8.4.7 邹城市城市更新发展分析

8.4.8 济南市城市更新发展经验

8.5 江西省

8.5.1 江西省城市更新政策环境

8.5.2 江西省城市更新发展现状

8.5.3 江西省城市更新具体举措

8.5.4 江西省城市更新案例

8.5.5 江西省城市更新发展规划

8.5.6 南昌市城市更新发展现状

8.5.7 吉安市城市更新发展分析

8.5.8 宜春市城市更新发展分析

8.6 福建省

8.6.1 福建省城市更新政策环境

8.6.2 福建省城市更新发展现状



8.6.3 福建省城市更新发展规划

8.6.4 厦门市城市更新发展规划

8.6.5 福州市城市更新发展规划

8.6.6 泉州市城市更新发展规划

8.6.7 龙岩市城市更新发展举措

8.7 安徽省

8.7.1 安徽省城市更新政策环境

8.7.2 安徽省城市更新行动现状

8.7.3 安徽省城市更新发展成果

8.7.4 安徽省城市更新发展问题

8.7.5 安徽省城市更新发展对策

8.7.6 安徽省城市更新工作部署

8.7.7 滁州市城市更新发展分析

8.7.8 铜陵市城市更新发展分析

第九章 2022-2024年华北地区城市更新发展分析

9.1 北京市

9.1.1 北京市城市更新发展历程

9.1.2 北京市城市更新政策环境

9.1.3 北京市城市更新政策体系

9.1.4 北京市城市更新新动态

9.1.5 北京市城市更新体制建设

9.1.6 北京市城市更新发展成果

9.1.7 北京市城市更新项目案例

9.1.8 北京市城市更新发展问题

9.1.9 北京市城市更新发展规划

9.2 天津市



9.2.1 天津市城市更新现状

9.2.2 天津市城市更新政策环境

9.2.3 天津市城市更新发展举措

9.2.4 天津市城市更新项目进展

9.2.5 天津市城市更新企业布局

9.3 河北省

9.3.1 河北省城市更新政策环境

9.3.2 河北省城市更新发展现状

9.3.3 河北省城市更新区域布局

9.3.4 河北省城市更新发展路径

9.3.5 河北省城市更新发展规划

9.3.6 邯郸市城市更新发展分析

9.3.7 唐山市城市更新发展分析

9.3.8 石家庄城市更新改造进展

9.4 山西省

9.4.1 山西省城市更新政策环境

9.4.2 山西省城市更新发展现状

9.4.3 山西省城市更新发展规划

9.4.4 长治市城市更新发展分析

9.4.5 大同市城市更新发展对策

9.4.6 晋城市城市更新发展对策

9.4.7 阳泉市城市更新发展案例

9.5 内蒙古

9.5.1 内蒙古城市更新政策环境

9.5.2 内蒙古城市更新发展现状

9.5.3 包头市城市更新政策环境



9.5.4 乌海市城市更新实施方案

9.5.5 呼和浩特城市更新发展分析

第十章 2022-2024年华中地区城市更新发展分析

10.1 河南省

10.1.1 河南省城市更新发展背景

10.1.2 河南省城市更新行动进展

10.1.3 河南省城市更新重点任务

10.1.4 河南省城市更新发展对策

10.1.5 河南省城市更新发展形势

10.1.6 河南省城市更新发展规划

10.1.7 郑州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

10.1.8 洛阳市城市更新发展规划

10.1.9 许昌市城市更新项目规划

10.2 湖南省

10.2.1 湖南省城市更新发展状况

10.2.2 湖南省城市更新发展规划

10.2.3 常德市城市更新发展分析

10.2.4 湘潭市城市更新工作方案

10.2.5 娄底市城市更新实施办法

10.2.6 张家界城市更新实施意见

10.2.7 长沙市城市更新发展现状

10.2.8 株洲市城市更新行动计划

10.3 湖北省

10.3.1 湖北省城市更新政策环境

10.3.2 湖北省城市更新发展现状

10.3.3 湖北省城市更新企业布局



10.3.4 荆州市城市更新发展分析

10.3.5 随州市城市更新发展分析

10.3.6 襄阳市城市更新指导意见

10.3.7 荆门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10.3.8 武汉市成立城市更新中心

第十一章 2022-2024年华南地区城市更新发展分析

11.1 海南省

11.1.1 海南省城市更新政策环境

11.1.2 海南省城市更新发展现状

11.1.3 海南省城市更新发展机遇

11.1.4 三亚市城市更新政策环境

11.1.5 琼海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11.1.6 海口市城市更新项目动态

11.2 广州市

11.2.1 广州市城市更新政策体系

11.2.2 广州市城市更新条例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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