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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二线城市（Second-tier City）是第一财经根据商业资源集聚度、城市枢纽性、城市人活跃度、

生活方式多样性和未来可塑性五大指标对中国338个地级以上城市综合评比后划分的次于新一

线城市的榜单，其多为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东部地区的经济强市或经济发达的区域性中

心城市。二线城市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商业活跃度相对较强，对大公司、大品牌和优秀人才

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截止2020年，全国共计337个地级以上城市（2020年5月）：一线城市：4个；新一线城市：15

个；二线城市：30个；三线城市：70个；四线城市：90个；五线城市：128个。  

二线城市虽然数量不多，但是实力也是参差不齐，有厦门这样的计划单列市，有长春这样的

副省级省会，还有泉州、绍兴、烟台这样的地级市当中的经济佼佼者，但同时也有太原、兰

州这样经济实力薄弱的省会城市，甚至有石家庄这样人均GDP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城市。所

以即便这些城市同框于二线行列，但其实发展前景好的已经很直观了。  

中国的二线城市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与一些内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省会城市，

总体来看，二线城市可以依靠本身所处的经济圈进行产业集群发展，同时也能依靠省会省市

带来的政策优势进行发展。一线城市体量日益增加，城市环境问题愈加突出，二线城市，作

为一线城市的后援，在经济较为发展，发展空间充足，产业承接政策的刺激下，二线城市发

展前景可观，适合进行当地主导产业的集群发展。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二线城市行业发展态势与市场全景评估报告》共十一章

。首先介绍了二线城市的概念、构成等，接着详细分析了中国二线城市中主要经济大市的发

展环境，主导产业，投资前景等概况，然后按区域对中国其他二线城市的经济水平，主导产

业，政策优势及发展前景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商务部、财政部、中企顾问网、中企顾

问网市场调查中心、各市级统计局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丰富，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预

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单位若想对二线城市产业发展环境有

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相应二线城市产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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