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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产业转移的内涵及模式概述

1.1 产业转移的概念界定

1.1.1 产业转移的定义

1.1.2 产业转移的分类



1.1.3 产业转移的特点

1.2 产业转移的规律及意义

1.2.1 产业转移的规律

1.2.2 产业转移的条件

1.2.3 产业转移的战略意义

1.3 产业转移的主要模式

1.3.1 扩张性产业转移和衰退性产业转移

1.3.2 产业整体转移与部分产业链的转移

1.3.3 协作性产业转移与并购性产业转移

1.3.4 技术转移与资本流动

1.3.5 企业迁移与要素流动

第二章 经济转移升级与产业转移趋势分析

2.1 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国际背景分析

2.1.1 全球总需求及其结构出现新变化

2.1.2 全球宏观经济环境出现新变化

2.1.3 全球实体经济竞争态势出现新变化

2.1.4 全球贸易和投资环境出现新变化

2.2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现状分析

2.2.1 转型升级是国内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

2.2.2 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目标和内涵

2.2.3 中国宏观经济转型升级步伐坚定

2.2.4 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取得显著成效

2.2.5 经济转型升级机遇与风险并存

2.3 工业结构转型升级面临机遇分析

2.3.1 国际环境助推中国经济转型

2.3.2 城镇化为转型升级提供空间



2.3.3 信息化为转型升级提供契机

2.3.4 生态环境提出升级迫切要求

2.4 以产业转移推动转型升级分析

2.4.1 产业转移进一步优化区域产业格局

2.4.2 传统产业通过产业转移加速升级

2.4.3 结合资源禀赋克服转型升级瓶颈

2.4.4 节能环保是承接产业转移的根本要求

2.5 国内产业转移新趋势分析

2.5.1 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占主导

2.5.2 能源密集型产业西移规模扩大

2.5.3 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将急剧增多

2.5.4 技术密集型企业转移放缓

第三章 产业转移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分析

3.1 产业转移与区域经济的影响分析

3.1.1 产业转移对转移地经济的影响

3.1.2 产业转移对承接地经济的影响

3.2 产业转移有利于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3.2.1 区域协调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3.2.2 利用产业转移推进区域发展的必要性

3.2.3 利用产业转移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对策

3.3 区域经济结构的产业转移的影响

3.3.1 产业升级动力使发达地区加快向外进行产业转移

3.3.2 产业升级动力使欠发达地区主动承接产业转移

3.3.3 企业在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中起着重要作用

3.3.4 产业政策导向对产业转移产生重要影响

3.4 产业转移对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影响



3.4.1 有效推动区域经济协作

3.4.2 实现产业转移各方共赢

3.4.3 主导产业显现地方特色

3.4.4 加快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3.5 区域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分析

3.5.1 企业对利润大化的追求

3.5.2 区域经济结构的变迁

3.5.3 生产要素供给结构的变迁

3.5.4 产品市场需求结构的变迁

3.5.5 政府政策的影响

3.5.6 地域文化的影响

3.6 区域产业转移的影响要素

3.6.1 市场规模及潜力

3.6.2 基础设施条件

3.6.3 产业配套能力

3.6.4 人力资本情况

3.6.5 经济发展水平

第四章 新疆承接产业转移的优劣势分析

4.1 区位优势

4.1.1 地质地貌特点

4.1.2 地理位置优越

4.1.3 连接亚欧大陆

4.1.4 向西开放窗口

4.1.5 丝绸之路核心

4.2 资源优势

4.2.1 水土资源



4.2.2 矿产资源

4.2.3 能源资源

4.2.4 生物资源

4.2.5 气候资源

4.3 政策优势

4.3.1 放宽市场准入

4.3.2 财税优惠政策

4.3.3 对外开放政策

4.3.4 对口援疆优惠政策

4.3.5 西部大开发政策

4.4 成本优势

4.4.1 水价成本

4.4.2 电价成本

4.4.3 人力成本

4.4.4 工业用地

4.5 制约因素

4.5.1 融资瓶颈

4.5.2 人才短缺

4.5.3 环境风险

4.5.4 社会不稳定因素

第五章 新疆承接产业转移的经济基础分析

5.1 区内经济规模

5.1.1 地区生产总值

5.1.2 工业经济规模

5.1.3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5.1.4 消费品零售规模



5.1.5 财政和金融规模

5.1.6 对外贸易规模

5.2 区域经济布局

5.2.1 天山北坡经济带

5.2.2 天山南坡产业带

5.2.3 乌昌石城市群

5.2.4 特殊经济开发区

5.2.5 沿边高寒地区

5.2.6 南疆贫困地区

5.3 优势产业规模

5.3.1 农业

5.3.2 油气产业

5.3.3 煤炭产业

5.3.4 纺织服装业

5.3.5 建材产业

5.3.6 化工产业

5.4 境外辐射市场

5.4.1 蒙古

5.4.2 俄罗斯

5.4.3 哈萨克斯坦

5.4.4 吉尔吉斯斯坦

5.4.5 塔吉克斯坦

5.4.6 巴基斯坦

5.5 新疆产业转移承接能力综合评价

5.5.1 评价方法

5.5.2 评价体系



5.5.3 实证分析

5.5.4 行业选择

5.5.5 综合评价

第六章 新疆承接产业转移的政策导向分析

6.1 全国区域工业发展总体导向

6.1.1 东北地区

6.1.2 东部地区

6.1.3 中部地区

6.1.4 西部地区

6.2 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

6.2.1 总体要求

6.2.2 承接发展优势特色产业

6.2.3 促进承接产业集中布局

6.2.4 改善承接产业转移环境

6.2.5 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6.2.6 完善承接产业转移体制机制

6.2.7 强化人力资源支撑和就业保障

6.2.8 加强政策支持和引导

6.3 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导向及重点区域

6.3.1 西部地区工业发展导向

6.3.2 西部承接产业转移的重点区域

6.3.3 新疆承接产业转移的重点区域

6.4 新疆有优先承接发展的产业目录

6.4.1 化工

6.4.2 机械

6.4.3 汽车



6.4.4 轻工

6.4.5 食品

6.4.6 纺织

6.4.7 建材

6.4.8 钢铁

6.4.9 有色金属

6.4.10 医药

6.4.11 电子信息

6.5 2015版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

6.5.1 目录简介

6.5.2 新疆部分

第七章 新疆装备制造行业承接产业转移的机会及策略分析

7.1 新疆装备制造业承接产业转移的政策环境

7.1.1 财税优惠政策

7.1.2 转型升级政策

7.1.3 投资准入政策

7.1.4 产业促进政策

7.1.5 设备进口规定

7.2 新疆装备制造业承接产业转移的基础条件

7.2.1 支柱产业定位

7.2.2 产业规模分析

7.2.3 新增产能分析

7.2.4 产业结构升级

7.2.5 重点项目布局

7.3 新疆装备制造业承接产业转移的目标区域

7.3.1 乌鲁木齐



7.3.2 哈密地区

7.3.3 克拉玛依

7.3.4 昌吉州

7.3.5 乌苏市

7.4 新疆装备制造业承接产业转移的目标领域

7.4.1 工程机械制造

7.4.2 纺织机械制造

7.4.3 风电设备制造

7.4.4 环保设备制造

7.4.5 汽车制造

7.5 新疆装备制造业承接产业转移的投资前景

7.5.1 需求前景

7.5.2 不利因素

7.5.3 规划目标

7.5.4 布局重点

7.6 新疆装备制造业承接产业转移的策略建议

7.6.1 发展产业集群

7.6.2 推进技术创新

7.6.3 培育应用市场

7.6.4 强化政策扶持

7.6.5 保障公平竞争

第八章 新疆钢铁行业承接产业转移的机会及策略分析

8.1 新疆钢铁行业承接产业转移的政策环境

8.1.1 财税优惠政策

8.1.2 转型升级政策

8.1.3 投资准入政策



8.1.4 产能调整政策

8.1.5 节能环保政策

8.2 新疆钢铁行业承接产业转移的基础条件

8.2.1 矿产资源富集优势突出

8.2.2 西北地区钢材产销规模

8.2.3 新疆建筑行业钢材需求

8.2.4 新疆装备产业钢材需求

8.2.5 钢铁资源抢占内地市场

8.2.6 财政补贴钢铁再生利用

8.3 新疆钢铁行业承接产业转移的目标区域

8.3.1 伊犁

8.3.2 哈密

8.3.3 喀什

8.3.4 巴州

8.3.5 若羌

8.4 新疆周边国家钢材需求分析

8.4.1 哈萨克斯坦

8.4.2 吉尔吉斯斯坦

8.4.3 塔吉克斯坦

8.4.4 巴基斯坦

8.5 新疆钢铁行业承接产业转移的投资前景

8.5.1 需求规模预测

8.5.2 供需平衡预测

8.5.3 产业转型趋势

8.5.4 产品定位方向

8.6 新疆钢铁行业承接产业转移的策略建议



8.6.1 优化产业布局

8.6.2 增强资源保障能力

8.6.3 深入推进节能减排

8.6.4 强化技术创新和改造

8.6.5 发展钢铁生产服务业

第九章 新疆有色金属行业承接产业转移的机会及策略分析

9.1 新疆有色金属行业承接产业转移的政策环境

9.1.1 财政税收政策

9.1.2 转型升级政策

9.1.3 投资准入政策

9.1.4 产能调整政策

9.1.5 节能环保政策

9.2 新疆有色金属行业承接产业转移的基础条件

9.2.1 有色金属矿产储量丰富

9.2.2 有色金属产业规模扩张

9.2.3 有色金属电商平台建成

9.2.4 有色金属产业创新联盟成立

9.2.5 积极延伸有色金属产业链

9.2.6 引导内地有色产业有序转移

9.3 新疆电解铝行业承接产业转移的基础条件

9.3.1 电解铝行业持续增长

9.3.2 电解铝产业高度市场化

9.3.3 煤电铝产业一体发展路径

9.3.4 新疆电解铝项目盈利空间

9.3.5 新疆电解铝产品内销形势

9.3.6 电解铝调控政策影响有限



9.4 新疆有色金属行业承接产业转移的目标区域

9.4.1 哈密

9.4.2 阜康

9.4.3 石河子

9.4.4 阿克苏

9.4.5 霍尔果斯

9.5 新疆有色金属行业承接产业转移的投资前景

9.5.1 需求前景

9.5.2 规划目标

9.5.3 布局重点

9.5.4 发展方向

9.6 新疆有色金属行业承接产业转移的策略建议

9.6.1 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

9.6.2 因地制宜鼓励多元发展

9.6.3 着力延伸有色金属产业链

9.6.4 加快有色金属企业技术进步

9.6.5 加大重金属污染防治力度

第十章 新疆化工行业承接产业转移的机会及策略分析

10.1 新疆化工行业承接产业转移的政策环境

10.1.1 财税优惠政策

10.1.2 转型升级政策

10.1.3 投资准入政策

10.1.4 产业促进政策

10.1.5 安全生产政策

10.2 新疆化工行业承接产业转移的基础条件

10.2.1 石化领域市场化改革提速



10.2.2 石油化工产值规模持续增长

10.2.3 石油化工业固定资产投资

10.2.4 煤化工行业面临转型升级

10.2.5 化工园区建设高效推进

10.2.6 化工产品能效对标启动

10.2.7 建设大型化工装备基地

10.3 新疆化工行业承接产业转移的目标区域

10.3.1 准东经济区

10.3.2 奎屯-独山子

10.3.3 克拉玛依

10.3.4 石河子

10.3.5 若羌

10.4 新疆化工行业承接产业转移的投资前景

10.4.1 规划目标

10.4.2 布局重点

10.4.3 前景预测

10.4.4 发展方向

10.5 新疆化工行业承接产业转移的策略建议

10.5.1 从资源采掘转向精深加工

10.5.2 促进绿色低碳安全发展

10.5.3 调整化工产品结构

10.5.4 促进企业兼并重组

10.5.5 推动行业技术进步

第十一章 新疆建材行业承接产业转移的机会及策略分析

11.1 新疆建材行业承接产业转移的政策环境

11.1.1 财税优惠政策



11.1.2 转型升级政策

11.1.3 投资准入政策

11.1.4 “十四五”规划目标

11.2 新疆建材行业承接产业转移的基础条件

11.2.1 建筑行业产值规模扩张

11.2.2 建材行业平稳较快增长

11.2.3 建材行业投资结构优化

11.2.4 推动建材工业结构调整

11.2.5 建材产品质量全面提升

11.2.6 建材企业不断发展壮大

11.3 新疆建材行业承接产业转移的目标区域

11.3.1 阿克苏

11.3.2 昌吉州

11.3.3 喀什市

11.3.4 伊犁州

11.3.5 哈密

11.4 新疆建材行业细分市场承接产业转移机会分析

11.4.1 石材市场

11.4.2 水泥市场

11.4.3 玻璃市场

11.4.4 陶瓷市场

11.4.5 墙体材料市场

11.5 新疆建材行业承接产业转移的策略建议

11.5.1 优化产品结构

11.5.2 推进节能减排

11.5.3 加强自主创新



11.5.4 推进技术改造

11.5.5 发展建材服务业

第十二章 新疆农产品加工业承接产业转移的机会及策略分析

12.1 新疆农产品加工业承接产业转移的政策环境

12.1.1 财税优惠政策

12.1.2 投资准入政策

12.1.3 转型升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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