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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摘要、目录、图表

    &quot;新型城镇化&quot;已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根据十八大报告精神，城镇化未来将成为

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载体，更是撬动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

    快速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引擎， 新型城镇化战略

将撬动房地产业新一轮发展， 将成为为房地产行业新的增长点所在。城镇化的核心是农村人

口转移到城镇，而对于这群转移的农村人口，一个遮风挡雨的住所是必不可少的生存需求。

这部分刚需人群的住房需求恰好燃起了新一轮的楼市上升潮，有效地带动二三线城市房地产

行业的发展。新型城镇化新在人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价值是以人为本。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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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素质的专业的研究分析团队，密切关注市场最新动向。在多个行业，拥有数名经验丰

富的专业分析师。对于特定及专属领域，我们有国内外众多合作研究机构，同时我们聘请数

名行业资深专家顾问，帮助客户分清市场现状和趋势，找准市场定位和切入机会，提出合适

中肯的建议，帮助客户实现价值，与客户一同成长。

　　我们的优势

　　权威机构 艾凯咨询集团二十年深厚行业背景;

　　数量领先 囊括主流研究报告和权威合作伙伴;

　　服务齐全 促销、推荐指数、积分、网上支付等;

　　良好声誉 广泛知名度、满意度，众多新老客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