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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1 上海市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发展分析

　　　　（1）上海市生态城市规划建设法规、规章

　　　　（2）上海市生态城市建设促进政策分析

　　　　（3）上海市生态规划项目建设进展分析

　　　　（4）上海市生态建设成效分析

　　　　（5）上海市总体生态规划市场规模与预测

　　　6.3.2 浙江省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发展分析

　　　　（1）浙江省生态城市规划建设法规、规章

　　　　（2）浙江省生态城市建设促进政策分析

　　　　（3）浙江省生态规划项目实施进展

　　　　（4）浙江省生态建设成效分析

　　　　（5）浙江省总体生态规划市场规模与预测

　　　6.3.3 江苏省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发展分析

　　　　（1）江苏省生态城市规划建设法规、规章

　　　　（2）江苏省生态城市建设促进政策分析

　　　　（3）江苏省生态建设成效分析

　　　6.3.4 上海市临港新城低碳城市实践示范区案例分析

　　　　（1）城市功能定位

　　　　（2）城市空间规划

　　　　（3）城市交通体系规划

　　　　（4）低碳能源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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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示范区建设进展分析

　　6.4 环渤海地区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发展分析

　　　6.4.1 北京市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发展分析

　　　　（1）北京市生态城市规划建设法规、规章

　　　　（2）北京市生态城市建设促进政策分析

　　　　（3）北京市生态规划项目实施进展

　　　　（4）北京市生态建设成效分析

　　　6.4.2 河北省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发展分析

　　　　（1）河北省生态城市规划建设法规、规章

　　　　（2）河北省生态城市建设促进政策分析

　　　　（3）河北省生态规划项目实施进展

　　　　（4）河北省生态建设成效分析

　　　6.4.3 辽宁省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发展分析

　　　　（1）辽宁省生态城市规划建设法规、规章

　　　　（2）辽宁省生态城市建设促进政策分析

　　　　（3）辽宁省生态规划项目实施进展

　　　　（4）辽宁省生态建设成效分析

　　　　（5）辽宁省总体生态规划市场规模与预测

　　6.5 长株潭地区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发展分析

　　　6.5.1 长株潭地区生态城市规划建设政策分析

　　　　（1）《湖南省湘江长沙株洲湘潭段生态经济带建设保护办法》

　　　　（2）《湘江生态经济带开发建设总体规划（2003-2020）》

　　　　（3）《湘江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规划（2010-2025）》

　　　　（4）《长株潭城市群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

案》

　　　　（5）《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地区总体规划（2010-2030）》

　　　　（6）《绿色湖南建设纲要》

　　　6.5.2 长沙市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发展分析

　　　　（1）长沙市生态城市建设促进政策分析

　　　　（2）长沙市生态规划项目实施进展

　　　　（3）长沙市生态建设成效分析

　　　6.5.3 株洲市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发展分析

　　　　（1）株洲市生态城市建设促进政策分析

　　　　（2）株洲市生态规划项目实施进展

　　　　（3）株洲市生态建设成效分析

　　6.6 其他地区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发展分析

　　　6.6.1 海南省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发展分析

　　　　（1）海南省生态城市规划建设法规、规章

　　　　（2）海南省生态城市建设促进政策分析

　　　　（3）海南省生态规划项目实施进展

　　　　（4）三亚市生态建设成效分析

　　　6.6.2 贵州省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发展分析

　　　　（1）贵州省生态城市规划建设法规、规章

　　　　（2）贵州省生态城市建设促进政策分析

　　　　（3）贵阳市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进展分析

　　　　（4）贵阳市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指标体系

　　　　（5）贵阳市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成效分析

　　　6.6.3 四川省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发展分析

　　　　（1）四川省生态城市规划建设法规、规章

　　　　（2）四川省生态城市建设促进政策分析

　　　　（3）四川省生态规划项目实施进展

　　　　（4）成都市生态建设成效分析

第7章：生态城市规划企业发展案例分析
　　7.1 国际知名生态城市规划企业个案分析

　　　7.1.1 美国上奥建筑规划设计集团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生态城市规划案例

　　　　（4）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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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2 艾斯弧国际设计集团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生态城市规划案例

　　　　（4）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1.3 加拿大奥雅景观规划设计事务所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生态城市规划案例

　　　　（4）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5）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7.1.4 澳大利亚DLG狄巨国际城市设计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生态城市规划案例

　　　　（4）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1.5 澳大利亚PDI国际设计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生态城市规划案例

　　　　（4）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1.6 新加坡市区重建局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生态城市规划案例

　　　　（4）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5）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7.1.7 新加坡邦城规划顾问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生态城市规划案例

　　　　（4）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5）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7.1.8 新加坡DPC国际规划与设计事务所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生态城市规划案例

　　　　（4）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2 中国生态城市规划企业个案分析

　　　7.2.1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4）企业资质水平介绍

　　　　（5）企业人力资源状况

　　　　（6）企业生态城市规划案例

　　　　（7）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7.2.2 天津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4）企业资质水平介绍

　　　　（5）企业人力资源状况

　　　　（6）企业生态城市规划案例

　　　　（7）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7.2.3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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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4）企业资质水平介绍

　　　　（5）企业人力资源状况

　　　　（6）企业生态城市规划案例

　　　　（7）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7.2.4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4）企业资质水平介绍

　　　　（5）企业人力资源状况

　　　　（6）企业生态城市规划案例

　　　　（7）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7.2.5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4）企业资质水平介绍

　　　　（5）企业人力资源状况

　　　　（6）企业生态城市规划案例

　　　　（7）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7.2.6 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4）企业资质水平介绍

　　　　（5）企业人力资源状况

　　　　（6）企业生态城市规划案例

　　　　（7）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7.2.7 辽宁省城乡建设规划设计院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4）企业资质水平介绍

　　　　（5）企业人力资源状况

　　　　（6）企业生态城市规划案例

　　　　（7）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7.2.8 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4）企业资质水平介绍

　　　　（5）企业人力资源状况

　　　　（6）企业生态城市规划案例

　　　　（7）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7.2.9 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4）企业资质水平介绍

　　　　（5）企业人力资源状况

　　　　（6）企业生态城市规划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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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7.2.10 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4）企业资质水平介绍

　　　　（5）企业人力资源状况

　　　　（6）企业生态城市规划案例

　　　　（7）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2.11 南京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4）企业资质水平介绍

　　　　（5）企业人力资源状况

　　　　（6）企业生态城市规划案例

　　　　（7）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2.12 山东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4）企业资质水平介绍

　　　　（5）企业人力资源状况

　　　　（6）企业生态城市规划案例

　　　　（7）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7.2.13 湖北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4）企业资质水平介绍

　　　　（5）企业人力资源状况

　　　　（6）企业生态城市规划案例

　　　　（7）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2.14 武汉市规划研究院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4）企业资质水平介绍

　　　　（5）企业人力资源状况

　　　　（6）企业生态城市规划案例

　　　　（7）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7.2.15 甘肃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资质水平介绍

　　　　（4）企业人力资源状况

　　　　（5）企业生态城市规划案例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7.2.16 河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4）企业资质水平介绍

　　　　（5）企业人力资源状况

　　　　（6）企业生态城市规划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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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7.2.17 四川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4）企业资质水平介绍

　　　　（5）企业人力资源状况

　　　　（6）企业生态城市规划案例

　　　　（7）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7.2.18 桂林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4）企业资质水平介绍

　　　　（5）企业人力资源状况

　　　　（6）企业生态城市规划案例

　　　　（7）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2.19 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4）企业资质水平介绍

　　　　（5）企业人力资源状况

　　　　（6）企业生态城市规划案例

　　　　（7）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7.2.20 西安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经营业绩分析

　　　　（4）企业资质水平介绍

　　　　（5）企业人力资源状况

　　　　（6）企业生态城市规划案例

　　　　（7）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第8章：中国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发展的问题与对策
　　8.1 中国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发展的问题分析

　　　8.1.1 现行城市规划管理制度存在的问题

　　　　（1）用地结构不科学

　　　　（2）城市规划的法律地位没有真正得到确立

　　　　（3）规划滞后于建设，与事实可能性脱节

　　　　（4）城市规划管理机构无统一标准

　　　　（5）缺乏科学管理方法

　　　8.1.2 中国生态城市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1）忽视区域联系和城乡联动

　　　　（2）生态标准的执行力度较弱

　　　　（3）公众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不够

　　　　（4）建设重点和特殊彰显不够

　　　　（5）建设成效由沿海到内陆逐渐降低

　　　8.1.3 中国生态城市规划误区

　　　　（1）认识误区

　　　　（2）建设误区

　　　　（3）生态折腾

　　8.2 中国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发展的制度创新

　　　8.2.1 中国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发展的体制创新

　　　　（1）形成鼓励生态城市发展的激励机制

　　　　（2）约束行政自有裁量权

　　　　（3）构建多层次、多手段的权利制衡与监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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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强化对综合交通系统建设的规划管理

　　　　（5）完善城市规划管理的政策体系

　　　8.2.2 中国生态城市规划决策管理的机制创新

　　　　（1）重新论证、补充现有法律法规

　　　　（2）打破现有的性质区划和部门条块分割

　　　　（3）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和补偿机制

　　　　（4）积极促进公众参与

　　　　（5）建立开放的信息网络

第9章：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发展趋势与前景
　　9.1 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发展趋势分析

　　　9.1.1 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技术发展趋势

　　　　（1）生态城市规划技术发展趋势

　　　　（2）生态城市建设技术发展趋势

　　　9.1.2 生态城市建设的发展趋势分析

　　9.2 中国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融资现状与前景

　　　9.2.1 世界银行支持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金融工具

　　　　（1）特别投资贷款

　　　　（2）世界银行集团融资：世界银行-IFC联合地方融资

　　　　（3）多边基金

　　　9.2.2 中国生态城市建设的融资环境分析

　　　9.2.3 中国生态城市建设的融资模式分析

　　　　（1）节能减排技改项目融资模式

　　　　（2）CDM项下融资模式

　　　　（3）节能服务商（ECM）融资模式

　　　9.2.4 中国生态城市建设融资案例分析

　　　9.2.5 中国生态城市建设融资的前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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