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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中国保税区建设综述

1.1 保税区的定义及分类



1.1.1 保税区的定义

1.1.2 保税区的分类

1.2 保税区主要业务分类

1.2.1 保税区国际贸易业务

1.2.2 保税区生产加工业务

1.2.3 保税区物流仓储业务

1.2.4 保税区物流配送业务

1.2.5 保税区商品展示业务

1.3 保税区建设环境分析

1.3.1 保税区建设的政策环境

（1）中国保税区相关政策分析

1）保税区规划类政策及解读

2）保税区的关税优惠政策

3）保税区进出口管理政策

4）保税区的功能性政策

5）综合保税区发展措施

（2）不同保税区类型的对比



（3）政策对中国保税区发展的影响

1.3.2 保税区建设的经济环境

（1）国内GDP增长分析

（2）对外贸易增长分析

（3）工业经济增长分析

1.4 保税区建设条件分析

1.4.1 保税区建设的区位条件

1.4.2 保税区建设的物流条件

1.4.3 保税区建设的港口条件

1.4.4 保税区建设的功能条件

第2章：中国保税区发展现状分析

2.1 中国保税区总体发展现状分析

2.2 保税区分布情况分析

2.3 保税区经济指标分析

2.3.1 全国保税区进出口分析

2.3.2 全国保税区细分领域经济指标分析

（1）一般保税区经济指标分析



（2）保税港区经济指标分析

（3）综合保税区经济指标分析

（4）保税物流园区经济指标分析

（5）出口加工区经济指标分析

（6）珠澳跨境工业区经济指标分析

第3章：中国保税区建设主体分析

3.1 中国保税区建设主体概述

3.2 地产商保税区投资建设现状分析

3.2.1 住宅地产商投资保税区建设

（1）住宅地产的界定

（2）建设现状

（3）建设优劣势

（4）案例分析

3.2.2 商业地产商投资保税区建设

（1）商业地产的界定

（2）建设现状

（3）建设优劣势



（4）案例分析

3.2.3 工业和产业地产商投资保税区建设

（1）工业和产业地产的界定

（2）建设情况

（3）建设优劣势

（4）案例分析

第4章：中国保税区招商引资模式

4.1 保税区招商引资方式与途径

4.2 保税区招商引资的典型模式分析

4.2.1 “政府主导型”模式

（1）“政府主导型”模式概念

（2）“政府主导型”模式典型应用

（3）“政府主导型”模式特点

（4）“政府主导型”模式优劣势

（5）“政府主导型”模式创新方向

4.2.2 “市场主导型”模式

（1）“市场主导型”模式概念



（2）“市场主导型”模式典型应用

（3）“市场主导型”模式特点

（4）“市场主导型”模式优劣势

（5）“市场主导型”模式创新方向

4.2.3 “总部经济”模式

（1）“总部经济”模式概念

（2）“总部经济”模式典型应用

（3）“总部经济”模式特点

（4）“总部经济”模式优劣势

（5）“总部经济”模式创新方向

4.2.4 “专攻型”模式

（1）“专攻型”模式概念

（2）“专攻型”模式典型应用

1）山东承接产业转移的条件

2）山东“专攻模式”主要经验

（3）“专攻型”模式特点

（4）“专攻型”模式优劣势



（5）“专攻型”模式创新方向

4.2.5 “并购”模式

（1）“并购”模式概念

（2）“并购”模式典型应用

（3）“并购”模式特点

（4）“并购”模式优劣势

1）“并购”模式优势分析

2）“并购”模式劣势分析

（5）“并购”模式创新方向

4.2.6 “以民引外”模式

（1）“以民引外”模式概念

（2）“以民引外”模式典型应用

（3）“以民引外”模式特点

1）充分体现了市场的主导作用

2）推动民营企业与国外资本合作

（4）“以民引外”模式优劣势

（5）“以民引外”模式创新方向



4.2.7 六种招商引资模式比较分析

4.3 保税区招商引资发展趋势分析

4.4 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对策分析

4.4.1 引导地方政府对招商引资的客观认知

（1）招商引资需要和本区域既有优势相联系

（2）招商引资要积极发挥企业的自主性和中介机构的中介性

1）从投资的硬环境来说

2）从投资的软环境而言

4.4.2 使国家产业布局与地方优势产业相结合

（1）降低区域交易成本

（2）重视产业政策的制订

（3）改变产业发展模式

4.4.3 提升本地企业的实力与核心竞争力具体措施

（1）资本流向取决因素变化

（2）招商主体转变

4.4.4 改进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

4.4.5 规制地方政府优惠政策的恶性竞争的措施



（1）限制招商引资的竞争程度

（2）弱化对招商引资的微观管理职能

（3）集中精力抓宏观管理。

4.4.6 杜绝短视招商引资

4.4.7 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意义

4.4.8 加强对招商引资经验的研究与学习

（1）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经验和教训

（2）追踪研究全球市场动态

4.4.9 建立风险监控规避的政策机制

（1）建立全国统一的产业发展指导政策

（2）要建立招商引资“成本-收益”评价机制

（3）要求投资方提供业绩报告

（4）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立法

（5）强化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的宏观调控职能

（6）建立全面完整的引进外资的优化指标评价体系

（7）建立和完善宏观调控的监测系统

第5章：中国保税区招商引资产业选择



5.1 保税区招商产业选择理论

5.1.1 筱原基准

5.1.2 产业关联效果基准

5.1.3 过密环境基准和丰富劳动内容基准

5.1.4 动态比较优势基准

5.1.5 产业布局理论与产业选择

5.1.6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

5.1.7 产业价值链理论

5.1.8 产业选择的其他关注因素

（1）产业选择应是政策导向和市场导向共同的结果

（2）产业选择基准应结合本国国情

（3）产业选择基准应注重环保、就业功能和可持续发展方面

（4）注重国际环境和国外因素的产业选择讨论

（5）经济文化模式对产业选择的影响

5.2 保税区招商产业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5.2.1 政策与功能层面

（1）国家产业政策



（2）保税区政策

5.2.2 市场选择层面

（1）市场需求

（2）产品供给

1）产品结构分析

2）生产要素供给

5.2.3 产业价值链衍生层面

5.2.4 经济贡献率层面

（1）经济贡献率

（2）出口加工区的产业选择

5.2.5 区域协调发展层面

（1）服务经济腹地

（2）产业差异化

（3）产业协作

5.2.6 节能环保和可持续发展层面

5.3 保税区招商引资产业分析

5.3.1 仓储物流业招商引资分析



（1）仓储物流业发展现状分析

1）企业数量稳步增长

2）市场规模分析

（2）仓储物流业的投资状况分析

（3）仓储物流业发展问题与不足

（4）仓储物流行业市场竞争分析

（5）仓储物流业招商引资的意义

5.3.2 批发零售业招商引资分析

（1）批发零售业发展现状分析

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网络零售交易规模

（2）批发零售市场特征

（3）批发零售业发展问题与不足

1）经营成本持续攀升与效益的矛盾

2）创新基础仍需加强

3）电商等新业态对行业的冲击力度

（4）批发零售业市场竞争格局



（5）批发零售业招商引资的意义

5.3.3 房地产业招商引资分析

（1）房地产发展现状分析

1）房地产开发投资情况

2）房地产开发投资结构

3）房地产商服用房开发建设情况

（2）房地产业地区竞争格局

1）商服物业市场竞争区域分布

2）竞争区域热点

（3）房地产招商引资的意义

5.3.4 电子信息制造业招商引资分析

（1）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现状

（2）电子信息制造业出口交货情况

（3）电子信息制造业招商引资的意义

5.3.5 橡胶产业招商引资分析

（1）橡胶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2）橡胶制品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3）橡胶产业招商引资的意义

5.3.6 农副食品业招商引资分析

（1）农副食品加工业发展现状

（2）农副食品加工业出口交货值

（3）农副食品加工业招商引资的意义

5.3.7 高新技术产业招商引资分析

（1）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分析

（2）高新技术产业招商引资的意义

5.3.8 交通运输业招商引资分析

（1）公路建设投资分析

（2）铁路建设投资分析

（3）水路建设投资分析

（4）交通运输业招商引资的意义

第6章：中国各省市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6.1 山东省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6.1.1 山东省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分析

6.1.2 山东省招商引资主要优势分析



（1）自然资源优势

（2）交通优势

（3）地理位置优势

6.1.3 山东省承接产业转移情况分析

6.1.4 山东省招商引资发展规模分析

（1）山东省引进内资情况

（2）山东省引进外资情况

6.1.5 山东省招商引资策略及特色模式

6.1.6 山东省招商引资存在的问题分析

6.1.7 山东省佳招商引资路径建议

6.2 江苏省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6.2.1 江苏省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分析

（1）根据关于对外商投资高新技术项目的税收优惠政策

（2）关于对外商投资的产品出口和先进技术企业的优惠政策

（3）关于各类开发区的优惠政策

（4）关于外商投资企业进口设备的优惠政策

（5）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



6.2.2 江苏省招商引资主要优势分析

6.2.3 江苏省承接产业转移情况分析

6.2.4 江苏省招商引资发展规模分析

（1）江苏省引进内资情况

（2）江苏省引进外资情况

6.2.5 江苏省招商引资策略及特色模式

6.2.6 江苏省招商引资存在的问题分析

6.2.7 江苏省佳招商引资路径建议

6.3 河南省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6.3.1 河南省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分析

6.3.2 河南省招商引资主要优势分析

6.3.3 河南省承接产业转移情况分析

6.3.4 河南省招商引资发展规模分析

（1）河南省引进内资情况

（2）河南省引进外资情况

6.3.5 河南省招商引资策略及特色模式

6.3.6 河南省招商引资存在问题分析



6.3.7 河南省佳招商引资路径建议

6.4 广东省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6.4.1 广东省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分析

（1）加大财政支持

1）加大对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升级的支持

2）加大对流通企业的支持

3）加大对企业节能降耗的支持

（2）减免部分税费

1）收费减免

2）税收优惠

3）减轻企业社会保险负担

（3）简化审批手续

1）简化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和搬迁手续

2）简化加工贸易企业外发加工手续

3）简化加工贸易保税货物内销手续

4）优化收结汇手续

5）优化出口退税手续



（4）支持企业自主创新

1）加强创新平台建设

2）加强知识产权服务

3）鼓励支持企业技术研发

（5）加强金融服务

1）引导金融机构加大贷款投放力度

2）推广债务直接融资工具

3）鼓励金融机构创新服务方式

4）鼓励金融机构大力开展出口信贷业务

5）深化粤港澳金融合作

（6）保障水电煤气供应

1）提高供电能力

2）提高供气能力

（7）加强市场环境建设

1）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2）建立完善企业信用体系

（8）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支持



（9）广东省《外资十条》

6.4.2 广东省招商引资主要优势分析

6.4.3 广东省承接产业转移情况分析

6.4.4 广东省招商引资发展规模分析

（1）广东省引进内资情况

（2）广东省引进外资情况

6.4.5 广东省招商引资策略及特色模式

6.4.6 广东省招商引资存在的问题分析

6.4.7 广东省佳招商引资路径建议

6.5 辽宁省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6.5.1 辽宁省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分析

6.5.2 辽宁省招商引资主要优势分析

6.5.3 辽宁省承接产业转移情况分析

6.5.4 辽宁省招商引资发展规模分析

（1）辽宁省引进内资情况

（2）辽宁省引进外资情况

6.5.5 辽宁省招商引资策略及特色模式



6.5.6 辽宁省招商引资存在的问题分析

6.5.7 辽宁省佳招商引资路径建议

6.6 河北省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6.6.1 河北省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分析

（1）《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意见》

（2）《关于落实国务院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意见》

（3）《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实施意见》

6.6.2 河北省招商引资主要优势分析

6.6.3 河北省承接产业转移情况分析

6.6.4 河北省招商引资发展规模分析

（1）河北省引进内资情况

（2）河北省引进外资情况

6.6.5 河北省招商引资策略及特色模式

6.6.6 河北省招商引资存在的问题分析

6.6.7 河北省佳招商引资路径建议

6.7 四川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6.7.1 四川省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分析



（1）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

（2）开发区优惠政策

1）开发区税收优惠政策

2）出口加工区相关优惠政策

（3）四川省出台的全省性优惠政策

1）矿产资源优惠政策

2）投资保障及其他优惠政策

（4）《关于扩大开放促进投资若干政策措施意见的通知》

（5）《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实施意见》

6.7.2 四川省招商引资主要优势分析

（1）良好政策环境

（2）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

（3）科技优势

（4）较好地产业基础

6.7.3 四川省承接产业转移情况分析

6.7.4 四川省招商引资发展规模分析

（1）四川省引进内资情况



（2）四川省引进外资情况

6.7.5 四川省招商引资策略及特色模式

6.7.6 四川省招商引资存在的问题分析

6.7.7 四川省佳招商引资路径建议

6.8 浙江省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6.8.1 浙江省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分析

（1）《浙江省外商投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

（2）《浙江省外商投资财产鉴定管理办法》

（3）《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

1）在投资产业上

2）在投资方式上

（4）《关于加大人才培养引进力度支持浙商创业创新的若干意见》

（5）《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6）《关于金融助力外贸稳增长的若干意见》、

（7）《关于执行外资研发中心享受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

6.8.2 浙江省招商引资主要优势分析

6.8.3 浙江省承接产业转移情况分析



6.8.4 浙江省招商引资发展规模分析

（1）浙江省引进内资情况

（2）浙江省引进外资情况

6.8.5 浙江省招商引资策略及特色模式

6.8.6 浙江省招商引资存在问题分析

6.8.7 浙江省佳招商引资路径建议

6.9 湖南省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6.9.1 湖南省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分析

6.9.2 湖南省招商引资主要优势分析

6.9.3 湖南省承接产业转移情况分析

6.9.4 湖南省招商引资发展规模分析

（1）湖南省引进内资情况

（2）湖南省引进外资情况

6.9.5 湖南省招商引资策略及特色模式

6.9.6 湖南省招商引资存在的问题分析

6.9.7 湖南省佳招商引资路径建议

6.10 江西省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6.10.1 江西省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分析

6.10.2 江西省招商引资主要优势分析

6.10.3 江西省承接产业转移情况分析

6.10.4 江西省招商引资发展规模分析

（1）江西省引进内资情况

（2）江西省引进外资情况

6.10.5 江西省招商引资策略

6.10.6 江西省招商引资存在的问题分析

（1）外商投资规模、行业、地区布局上的问题

1）外商投资规模普遍不大，外资总量不足

2）江西省的招商引资的资金来源布不均衡

3）外商投资出现行业分布不均衡、地区间发展不平衡

（2）招商引资政策上出现的问题

（3）投资环境上的问题

6.10.7 江西省佳招商引资路径建议

6.11 福建省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6.11.1 福建省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分析



6.11.2 福建省招商引资主要优势分析

6.11.3 福建省承接产业转移情况分析

6.11.4 福建省招商引资发展规模分析

（1）福建省引进内资情况

（2）福建省引进外资情况

6.11.5 福建省招商引资策略及特色模式

（1）厦门市招商空间一张图

（2）《福建省商务厅关于2023年四季度稳外资有关措施》

（3）《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聚焦企业关切进一步推动优化营商环境政策落实的实施意见》

6.11.6 福建省招商引资存在的问题分析

6.11.7 福建省佳招商引资路径建议

6.12 重庆市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6.12.1 重庆市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分析

6.12.2 重庆市招商引资主要优势分析

6.12.3 重庆市承接产业转移情况分析

6.12.4 重庆市招商引资发展规模分析

（1）重庆市引进内资情况



（2）重庆市引进外资情况

6.12.5 重庆市招商引资策略及特色模式

6.12.6 重庆市招商引资存在的问题分析

6.12.7 重庆市佳招商引资路径建议

6.13 上海市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6.13.1 上海市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分析

（1）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

（2）《上海市外商投资条例》

6.13.2 上海市招商引资主要优势分析

6.13.3 上海市承接产业转移情况分析

6.13.4 上海市招商引资发展规模分析

（1）上海市引进内资情况

（2）上海市引进外资情况

6.13.5 上海市招商引资策略及特色模式

6.13.6 上海市招商引资存在的问题分析

6.13.7 上海市佳招商引资路径建议

6.14 天津市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6.14.1 天津市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分析

6.14.2 天津市招商引资主要优势分析

6.14.3 天津市承接产业转移情况分析

6.14.4 天津市招商引资发展规模分析

（1）天津市引进内资情况

（2）天津市引进外资情况

6.14.5 天津市招商引资策略及特色模式

6.14.6 天津市招商引资存在的问题分析

6.14.7 天津市佳招商引资路径建议

6.15 北京市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6.15.1 北京市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分析

6.15.2 北京市招商引资主要优势分析

6.15.3 北京市承接产业转移情况分析

6.15.4 北京市招商引资发展规模分析

（1）北京市引进内资情况

（2）北京市引进外资情况

6.15.5 北京市招商引资策略及特色模式



6.15.6 北京市招商引资存在的问题分析

6.15.7 北京市佳招商引资路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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