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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北京市2015年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任务》显示，2015年在北京市14个区县加上国有工

矿中，包括2014年结转的和2015年新增的改造项目总计118个。其中，东城、西城、朝阳、海

淀、丰台、石景山城六区涉及89个，门头沟、房山、顺义等8个远郊区县涉及23个，国有工

矿6个。据统计，57377户棚户区居民被列入2015年的改造计划之内，其中位于四环内的

有29010户。在这5万多户居民中，城六区占据49641户，8个远郊区县占据5684户，国有工

矿2052户。在公布信息中，可以看到包括2014年已经动工的涉及5000户居民的东城区望坛危改

项目、涉及近3000户居民的朝阳区酒仙桥旧城区改建项目，或者2015年新增的涉及2500户居民

的石景山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等等，市民均可以了解到每个区县改造项目的详细信息，

包括名称、性质、地点、建设单位、占地面积等内容。到2017年底，要完成棚户区改造15万

户，基本完成四环路以内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任务，使居民住房条件和生活环境明显改善

，提高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水平。  

      实施棚户区改造的根本目的是改善群众的居住条件，兼顾完善城市功能、改善城市环境。

各地对棚户区改造实行了&quot;保底&quot;安置，安置标准普遍达到了户均45平方米以上，保

证了实施改造后群众居住水平都能明显提高。棚户区改造还要求加强改造建设和安置住房分

配过程的公开透明，维护棚户区群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确保分配结果群众满意。从这几年

实践来看，扎实推进各类棚户区改造，既能改善民生，又是扩大内需的一项重要举措。棚户

区改造产业关联度高，带动力强，不仅能够增加投资，而且能够带动消费，可以有效消化钢

铁、建材、家电等上下游产能和产品。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北京市棚户区改造市场深度分析与前景发展战

略规划研究报告》。内容严谨、数据翔实，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

行业发展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

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

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研究分析。它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

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

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本报告是全面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

或缺的重要工具。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是国内权威的市场调查、行业分析专家，主要服务有市场调查报告，行

业分析报告，投资发展报告，市场研究报告,市场分析报告,行业研究报告,行业调查报告,投资

咨询报告,投资情报，免费报告,行业咨询,数据等，是中国知名的研究报告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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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全年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7990.9亿元，比上年增长 5.7%。其中，国有控股单位完

成投资 4238.5亿元，比上年下降 4.9%；民间投资完成 3296.2亿元，增长 25.8%。

分城乡看，城镇投资 7267亿元，增长 4.9%；农村投资 723.9亿元，增长 13.9%。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 111亿元，下降 32.2%；第二产业投资 677.1亿元，下降 5.5%；第三

产业投资 7202.8亿元，增长 7.8%。

 2015年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完成基础设施投资 2174.5亿元，增长 7.7%。从投向上看，交通运输投资 827亿元，所占比

重为 38.0%;公共服务业投资 494.4亿元，所占比重为 22.7%。

房地产开发：全年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 4226.3亿元，比上年增长 8.1%。其中，住宅投资

1962.7亿元，与上年持平；写字楼投资 906.6亿元，增长 20.8%；商业、非公益用房及其他投资

1357亿元，增长 13.2%。

 2015年房地产开发和销售主要指标



 

保障性住房建设：全年新开工、筹集各类保障性住房 10.8万套，竣工 8.2万套，公开配租配售

7.8万户。

&ldquo;十二五&rdquo;时期，全市累计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34958.8亿元，是&ldquo;十一

五&rdquo;时期的 1.6倍，年均增长 9.9%，低于&ldquo;十一五&rdquo;时期年均增速 4.5个百分

点。其中，累计完成基础设施投资 9167.8亿元，是&ldquo;十一五&rdquo;时期的 1.5倍，年均

增长 9.0%，低于&ldquo;十一五&rdquo;时期年均增速 15.2个百分点；累计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

17810.8亿元，是&ldquo;十一五&rdquo;时期的 1.6倍，年均增长 8.7%，低于&ldquo;十一

五&rdquo;时期年均增速 3.3个百分点。&ldquo;十二五&rdquo;时期，保障房累计开工 100.9万

套。

 2011-201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及增长速度

 

三、北京市房地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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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全年实现工业增加值 3662.9亿元，比上年增长 0.9%。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0%。在规模以上工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增长 2.4%；高技术制造业、现代制造业、战

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6.7%、 6.3%和 1.1%。规模以上工业实现销售产值 17408.2亿元

，下降 3.0%。其中 ,内销产值 16335亿元，下降 1.2%；出口交货值 1073.3亿元，下降 23.9%。

 2015年规模以上工业重点监测行业增加值增长速度 单位：%     指标   比上年增长   比重       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1.0   100.0       其中：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16.8   1.8       化学原

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8.1   1.8       医药制造业   7.2   8.6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4.3   1.9       通用

设备制造业   -11.3   3.8       专用设备制造业   -4.7   4.0       汽车制造业   8.3   20.2       铁路、船舶、

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6.8   1.7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1.8   4.3       计算机、通信

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7.3   9.2       仪器仪表制造业   2.9   2.2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0.7  

18.2   

 2015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单 位   产量   比上年增长（%）       发电量 

 亿千瓦时   417.4   13.7       原油加工量   万吨   1000.1   -4.8       乙烯   万吨   78.6   1.3       金属切削机

床   台   13920   -17.0        其中：数控金属切削机床   台   12471   -10.2       汽车   万辆   221.9   2.4        

其中：基本型乘用车（轿车）   万辆   118.9   0.3       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SUV）   万辆   42.1  

26.1        新能源汽车   辆   23847   235.7       移动通信手持机（手机）   万台   9540.8   -47.2       微型

计算机设备   万台   885.6   -12.8       智能电视   万台   185.9   85.4       显示器   万台   519.0   -5.7       集

成电路   亿块   62.7   14.9       饮料酒   万千升   167.1   -10.8        其中：啤酒   万千升   138.2   -11.7       



乳制品   万吨   62.1   2.5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为 303.3，比上年提高 2.8个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实现利润 1580.3亿元，比上年增长 6.0%。重点行业中，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实现利润 559

亿元，增长 23.4%；汽车制造业实现利润 346.9亿元，增长 7.1%；医药制造业实现利润 129亿

元，增长 16.2%；通用设备制造业实现利润 55.4亿元，下降 0.1%；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实现利润 84.2亿元，下降 22.0%。

&ldquo;十二五&rdquo;时期，全市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5.8%，低于&ldquo;十一五&rdquo;时期

平均增速 3.4个百分点。

 2011-2015年工业增加值及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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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拆迁人的配合 

第四节 棚户区改造项目开发运作要点 

一、棚户区改造项目价值链条 

二、棚户区改造土地运营阶段 

1、前期准备 

2、拆迁实施

 

第八章 北京市棚户区改造项目定位策略 

第一节 棚户区改造项目发展策略 

一、区域发展配合整体规划 

二、打造城市形象，创立区域品牌 

三、保留传统文化，传承历史文明 

四、市场为导向，建设新商业中心 

五、整合多种资源，促进旅游业发展 

第二节 棚户区改造项目区域战略定位 

一、定位依据 

1、棚户区改造项目指导思想和原则 

2、北京市城市发展规划 

3、北京市土地供求概况 

4、房地产状况 

二、战略定位 



三、定位描述 

四、实现方式 

五、效益评估 

第三节 区域形象定位 

一、定位思路 

二、形象因素 

三、定位阐述 

第四节 城市功能与产业设置原则 

一、区域特色原则 

二、适当多样化原则 

三、相对集中原则 

四、互补发展原则 

第五节 区域城市功能与产业结构定位 

一、可发展的功能与产业 

1、城市功能设置 

2、产业设置 

二、功能与产业配置 

1、基础功能 

2、核心功能

 

第九章 北京市棚户区改造案例分析 

第一节 京煤工矿棚改项目 

一、棚户区改造背景 

二、棚户区改造规划及规模 

三、棚户区改造现状分析 

四、棚户区改造效益分析 

第二节 门头沟区采空棚户区改造石门营定向安置房项目 

一、棚户区改造背景 

二、棚户区改造规划及规模 

三、棚户区改造现状分析 

第三节 丰台区南苑棚户区改造项目 

一、棚户区改造背景 



二、棚户区改造规划及规模 

三、棚户区改造现状分析 

四、棚户区改造模式分析 

第四节 丰台区长辛店棚户区改造项目 

一、棚户区改造背景 

二、棚户区改造规划及规模 

三、棚户区改造现状分析 

四、棚户区改造模式分析 

第五节 北京市其他棚户区改造项目案例分析 

一、通州老城区棚户区改造 

二、丰台区东铁营棚户区改造 

三、北京西二环棚户区改造

 

第十章 北京市棚户区改造项目融资策略 

第一节 北京市棚户区改造类型及难题 

一、北京市棚户区改造类型 

二、北京市棚户区改造难题 

第二节 北京市棚户区改造融资模式探讨 

一、政府回购模式 

二、市场化运作模式 

三、REITs模式 

四、政府引导性发展投资基金模式 

五、私募债模式 

第三节 北京市棚户区改造融资建议 

一、建立并完善金融支持棚户区改造工作机制 

二、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三、积极拓宽融资渠道 

四、建立棚户区改造资金的风险控制机制

 

第十一章 北京市棚户区改造项目整体包装及推广策略 

第一节 招商引资策略 

一、总体策略 



二、策略具体分解 

1、规划为本、配套先行 

2、改善环境、以地招商 

3、动开发、板块出世 

三、招商操作要点 

第二节 整体包装策略 

一、总体形象策略 

二、商业概念包装建议 

三、现场包装建议 

四、项目宣传及推广 

第三节 招商引资模式设计 

一、招商项目设定 

二、招商方式设定 

1、传统招商引资方式 

2、现代主要招商引资方式 

3、本项目主要的招商方式 

三、招商政策措施设定 

四、招商形象展示设定 

五、招商引资计划 

1、招商客户目标锁定 

2、招商区域目标锁定 

3、招商引资步骤 

第四节 项目招商应注意的几大问题 

一、招商引资政府角色扮演的问题 

二、&ldquo;政策优惠&rdquo;不如诚信服务 

三、招商引资要有所选择 

四、关注引资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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