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2023 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深度研究及战略规划报告 

 

内容概要： 

区域经济指在一定区域内经济发展的内部因素与外部条件

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生产综合体。区域经济反映不同地区内经济

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内涵和外延的相互关系。 

随着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深入实施，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呈

现出区域经济增长分化态势加剧、新兴产业日益成为我国经济

稳增长的重要支撑、区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区域创

新能力建设步伐加快，以及国家级新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引领

作用逐渐显现等新态势。 

创新创业资源集聚区域，在国家“双创”政策的引导下，

加速构建创业创新生态。随着创新驱动战略的深入实施，新产

业新业态蓬勃发展，成为区域经济转型的新动力。 

前海中泰咨询结合了大量一手市场调研数据以及已有的专

业数据库、公开数据信息、合作资源渠道等数据信息资源，深

入客观地对区域经济的基本概况、国际经验借鉴、宏观发展环

境、区域经济总体现在、发展模式、重点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情

况、重点产业影响分析、产业集群影响分析、市场发展前景、

战略规划及发展前景等重点内容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分析。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依据于国家统计局、国家商务部、海

关总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商务部、中国区域经济

学会、中国知网、前海中泰数据库以及国内外重点期刊杂志等

渠道的基础信息，数据详实丰富、准确全面。本研究报告为区

域经济相关单位、相关产业公司、科研单位、投资企业等准确

了解区域经济现状和市场动态，把握区域定位和投资机遇提供

投资决策参考依据，从而在竞争中赢得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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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竞争力 

 数据库资源：涵盖前海中泰

数据库、中外文数据库、政

府官方数据、合作伙伴资源

共享数据库五大主要板块。 

 咨询经验丰富 

 专业咨询团队 

 社会公共资源 

 服务水平与质量 

 不断创新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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