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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国外招商引资典型模式与执行路径分析 20节 国外招商引资模式路径分析
20一、美国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路径分析 20二、日本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路径分析
20三、新加坡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路径分析 21四、英国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路径分析
24五、俄罗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路径分析 24六、德国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路径分析
26七、韩国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路径分析 26八、巴西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路径分析 27第二节
国外招商引资模式经验借鉴 29一、政府鼓励政策及创造服务环境经验借鉴
29二、政府职能及管理方式转变经验借鉴 34三、政府提升园区运作水平层面经验借鉴
35四、政府创新招商引资模式经验借鉴
36第二章：“互联网+”时代中国招商引资发展现状与转型升级路径分析 38节
中国招商引资发展现状与主要模式分析 38一、招商引资竞争形势分析 381、国际招商引资竞争形势分析
382、国内招商引资竞争形势分析 38二、招商引资平台如何搭建 391、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平台搭建情况
392、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平台搭建举措 39三、政府招商引资成本分析 421、政府招商引资的显性成本
422、政府招商引资的隐性成本 443、政府招商引资的或有成本 45四、国内招商引资的典型模式
461、政府主导型模式 462、市场主导型模式 463、总部经济模式 464、专攻型模式 465、并购模式
476、以民引外模式 477、主要招商引资模式对比分析 47五、地方政府招商存在问题及解决方案
471、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存在的问题 472、地方政府招商引资问题成因分析
493、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发展对策分析 49第二节 “互联网+”时代对招商引资影响分析
52一、“互联网+”时代如何冲击传统思维模式 52二、“互联网+”时代招商引资模式如何创新
521、要利用互联网+的理念和技术，建立和完善的招商引资网站 522、充分利用新媒体开展招商引资工作
523、建立共享平台 52三、“互联网+”时代如何推动招商引资工作制度改革
53四、“互联网+”时代如何完善招商引资法律环境
54五、如何推动制定“互联网+”重点领域投融资政策 55第三节 “互联网+”时代招商引资如何转型升级



55一、如何建立的招商网站 55二、如何投放招商广告 56三、如何运营好微信招商平台
57四、如何运营好微博招商平台 57五、如何进行电子邮寄推广 57六、如何制作电子招商资料
58七、如何开展网络招商会 58八、如何建立共享平台实现异地招商 58九、如何建设招商引资信息化体系
59十、如何进行网络新闻报道及专题页面传播 59十一、如何借助网络招商机构加强招商力度 59第四节
“互联网+”时代互联网企业招商引资模式分析 60一、互联网企业招商引资意义分析
60二、互联网企业招商引资特点分析 60三、互联网企业招商引资方式方法 601、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602、强化招商引资意识，积极营造招商、亲商、安商的浓厚氛围，不断加快招商引资步伐
613、良好的服务是必不可少的 614、人才支撑 615、其他方面 62四、互联网企业招商引资案例剖析
621、南开区商务部与“联合到家”等八家互联网企业合作 622、南开区引进“互联网＋”企业
623、山东省与京东达成战略合作 63第三章：“一带一路”招商引资发展机遇分析 64节
“一带一路”主要内容及与建设基本情况分析 64一、“一带一路”主要内容 641、“一带一路”特性
642、“一带一路”辐射范围 643、“一带一路”区域环境特征 64二、“一带一路”建设基本情况分析
651、“一带一路”建设基本原则 652、“一带一路”建设合作机制 653、“一带一路”建设合作重点
674、“一带一路”建设主要路径 67第二节 全球直接外资趋势分析
70一、全球直接外资资金流向趋势分析 701、全球直接外资流量规模分析
702、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特点分析 703、直接外资流量区域分布分析 704、不同经济体直接外资流量分布
715、其他直接外资投资状况分析 72二、全球各区域直接外资投资状况分析
721、非洲直接外资投资状况分析 722、东亚和东南亚直接外资投资状况分析
733、西亚直接外资投资状况分析 734、拉丁美洲与加勒比直接外资投资状况
735、发达国家直接外资投资状况 756、转型国家直接外资投资状况
75三、全球直接外资投资政策新动向和重要分析 771、国际投资政策新动向 772、国际投资体制改革
783、2018-2022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前景 79第三节 “一带一路”给招商引资带来的发展机遇分析
80一、“一带一路”促进企业“引回来” 801、甘肃、新疆等省借力“一带一路”
802、河南、山东、内蒙等省积极要求借力“一带一路” 813、各地区围绕“一带一路”发展
82二、“一带一路”实现国家互利合作 821、中国“一带一路”开放、合作、共赢核心要点
822、“一带一路”下国家产能合作以及能源合作带动国家互利共赢
833、“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沿线各国深化合作。 87三、“一带一路”带来的金融支持 87第四节
“一带一路”背景下主要省份招商引资机遇分析 88一、“一带一路”背景下新疆招商引资机遇分析
881、新疆如何利用“一带一路”背景招商引资 882、新疆“一带一路”背景下招商引资成果分析
893、新疆“一带一路”背景下招商引资建议 91二、“一带一路”背景下陕西招商引资机遇分析
941、陕西如何利用“一带一路”背景招商引资 942、陕西“一带一路”背景下招商引资成果分析
953、陕西“一带一路”背景下招商引资建议 95三、“一带一路”背景下甘肃招商引资机遇分析
981、甘肃如何利用“一带一路”背景招商引资 982、甘肃“一带一路”背景下招商引资成果分析
983、甘肃“一带一路”背景下招商引资建议 98四、“一带一路”背景下宁夏招商引资机遇分析
1001、宁夏如何利用“一带一路”背景招商引资 1002、宁夏“一带一路”背景下招商引资成果分析
1003、宁夏“一带一路”背景下招商引资建议 101五、“一带一路”背景下青海招商引资机遇分析
1021、青海如何利用“一带一路”背景招商引资 1022、青海“一带一路”背景下招商引资建议
103第四章：中国招商引资市场产业投资格局分析 104节 全球产业转移对中国的影响
104一、全球价值链各环节配置情况 104二、全球产业转移路线分析
105三、全球产业转移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 106第二节 中国招商引资市场环境分析
107一、中国招商引资政策趋势与发展方向 107二、产业结构调整对区域招商引资的影响
107三、中国承接产业转移的制约因素 108四、中国未来产业布局战略分析 1091、主要产业布局模式分析
1092、产业布局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1123、未来中国产业布局的战略选择 114第三节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状况分析 117一、实际使用外资情况分析 1171、全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分析
1172、全国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 1173、全国外商直接投资的项目分布
1174、全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 122二、外商其他投资情况分析 122第四节
国内各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情况 122一、长三角经济圈产业转移分析 122二、珠三角经济圈产业转移分析
123三、环渤海经济圈产业转移分析 124四、中原经济区圈产业转移分析 125五、西部经济圈产业转移分析
126第五节 国内招商引资企业转移分析 127一、重点行业企业分布情况 127二、不同行业的企业转移分析
128三、不同区域的企业转移分析 128第六节 招商引资对象进驻地方的相关因素调研
129一、跨国企业进驻地方的相关因素调研 1291、跨国企业进驻地方的主要驱动力



1292、跨国企业进驻地方的沟通合作模式 1293、跨国企业进驻地方的沟通合作渠道
1294、踌国企业进驻地方的考察关注重点 1335、跨国企业进驻地方的决策要点调研
1346、跨国企业进驻地方的成功案例剖析 134二、大型国有企业进驻地方的因素调研
1351、大型国有企业进驻地方的主要驱动力 1352、大型国有企业进驻地方的沟通合作模式
1363、大型国有企业进驻地方的考察关注重点 1374、大型国有企业进驻地方的决策要点调研
1375、大型国有企业进驻地方的成功案例剖析 138三、大型民营企业进驻地方的因素调研
1391、大型民营企业进驻地方的主要驱动力 1392、大型民营企业进驻地方的沟通合作模式
1393、大型民营企业进驻地方的沟通合作渠道 1404、大型民营企业进驻地方的考察关注重点
1405、大型民营企业进驻地方的决策要点调研 1416、大型民营企业进驻地方的成功案例剖析
141四、中小型民营企业进驻地方的因素调研 1441、中小型民营企业进驻地方的主要驱动力
1442、中小型民营企业进驻地方的沟通合作模式 1443、中小型民营企业进驻地方的沟通合作渠道
1454、中小型民营企业进驻地方的考察关注重点 1465、中小型民营企业进驻地方的决策要点调研
1466、中小型民营企业进驻地方的成功案例剖析 146五、风投、天投资本进入地方的因素调研
1471、风投、天投资本进驻地方的主要驱动力 1472、风投、天投资本进驻地方的沟通合作模式
1483、风投、天投资本进驻地方的沟通合作渠道 1484、风投、天投资本进驻地方的考察关注重点
1485、风投、天投资本进驻地方的沟通合作周期 1496、风投、天投资本进驻地方的决策要点调研
1497、风投、天投资本进驻地方的成功案例剖析 150第五章：中国园区招商引资领域发展分析 151节
产业链型园区招商引资分析 151一、产业链型园区项目建设规模 1511、文化产业园项目建设规模
1512、化工产业园项目建设规模 1533、新能源产业园项目建设规模 1534、生物医药产业园项目建设规模
1535、现代农业园项目建设规模 154二、产业链型园区招商引资现状 154三、产业链型园区招商引资模式
154四、产业链型园区招商引资建议 156第二节 技术型园区招商引资分析
158一、技术型园区项目建设规模 1581、国有投资为主的技术园区 1582、商业用地性质科技园区
1583、以大学为主的科技园区 159二、技术型园区招商引资现状 159三、技术型园区招商引资模式
160四、技术型园区招商引资建议 160第三节 物流园区招商引资分析 161一、物流园区项目建设规模
1611、数量规模 1612、区域分布 1613、运营状况 1614、投资主体 162二、物流园区招商引资现状
1621、物流园区经济效益 1622、物流园区社会效益 1633、物流园区未来效益
163三、物流园区招商引资模式 1641、开发模式 1642、运营模式 1653、管理模式类型
166四、物流园区招商引资建议 167第四节 总部经济园招商引资分析 168一、总部经济园项目建设情况
168二、总部经济园招商引资现状 168三、总部经济园招商引资模式 169四、总部经济园招商引资建议
169第五节 保税区建设与招商引资分析 170一、保税区经济指标分析 170二、保税区主要贸易方式
171三、保税区进口地分析 172四、保税区进口产品分析 172五、保税区出口地分析
173六、保税区出口产品分析 173七、保税区招商引资现状 174八、保税区招商引资模式
174九、保税区招商引资建议 175第六节 出口加工区建设与招商引资分析
175一、出口加工区经济指标分析 175二、出口加工区贸易方式分析 176三、出口加工区进口地分析
176四、出口加工区进口产品分析 177五、出口加工区出口地分析 178六、出口加工区出口产品分析
179七、出口加工区招商引资现状 180八、出口加工区招商引资模式 181九、出口加工区招商引资建议
182第七节 汽车产业园建设与招商引资分析 183一、汽车产业园投资风险分析 1831、经济波动风险
1832、行业政策风险 1843、项目选择风险 1844、项目建设风险 1855、项目运营风险
185二、汽车产业园投资进展与趋势 1851、汽车产业园产品发展趋势 1852、汽车产业园过程发展趋势
1863、汽车产业园功能发展趋势 187三、汽车产业园招商引资现状 187四、汽车产业园招商引资建议
188第八节 智慧园区招商引资分析 191一、企业入驻智慧园区的需求分析
191二、智慧园区物业服务创新分析 1921、园区物业 1922、园区配套 1933、园区服务 1934、园区政策
194三、智慧园区招商政策创新分析 194四、智慧园区商业配套服务创新
1951、通过功能优势集聚的产业效应树立工业园区的市场定位形象
1952、以完整的产业群树立工业园区的市场定位形象 195五、智慧园区招商模式创新分析 1951、中介招商
1952、产业招商 1963、网络招商 1964、其他招商方式
196第六章：“互联网+”时代各省市招商引资与区域振兴规划分析 198节
“互联网+”时代山东省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198一、山东省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分析
198二、山东省招商引资主要优势分析 2041、自然资源优势 2042、交通优势 2053、教育科研优势
2054、文化旅游优势 206三、山东省承接产业转移情况分析 207四、山东省招商引资发展规模分析
2081、山东省引进内资情况 2082、山东省引进外资情况



208五、山东省招商引资策略以及“互联网＋”背景下招商引资措施 2091、山东省招商引资策略
2092、山东省“互联网＋“背景下招商引资案例 2103、山东省“互联网＋“
211六、山东省招商引资存在的问题分析 211七、山东省佳招商引资路径建议 212第二节
“互联网+”时代江苏省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213一、江苏省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分析
2131、关于对外商投资高新技术项目的税收优惠政策
2132、关于对外商投资的产品出口和先进技术企业的优惠政策 2143、关于各类开发区的优惠政策
2164、关于外商投资企业进口设备的优惠政策 2165、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
217二、江苏省招商引资主要优势分析 218三、江苏省承接产业转移情况分析
218四、江苏省招商引资发展规模分析 2191、江苏省引进内资情况 2192、江苏省引进外资情况
219五、江苏省招商引资策略及特色模式 220六、江苏省招商引资存在的问题分析
222七、江苏省佳招商引资路径建议 223第三节 “互联网+”时代广东省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224一、广东省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分析 2241、加大财政支持 2242、减免部分税费 2243、简化审批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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