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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地区政府为了加快本区经济发展，纷纷开展各类经济区建设活动。

保税区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门户，也成为诸多具备相应条件的地方政府提升区域经济的首选

。以免证、免税、保税政策开发的保税区，极大地影响着各地经济的启动，并成为国内外经

济交通的窗口，创造了诸多地方经济奇迹和财富神话。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保税区行业分析及发展前景预测报告》依据国

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及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

，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研究分析。它是业

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规避经营和

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是国内权威的市场调查、行业分析专家，主要服务有市场调查报告，行

业分析报告，投资发展报告，市场研究报告,市场分析报告,行业研究报告,行业调查报告,投资

咨询报告,投资情报，免费报告,行业咨询,数据等，是中国知名的研究报告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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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湖北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6.10.1 湖北省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分析

6.10.2 湖北省招商引资主要优势分析

6.10.3 湖北省承接产业转移情况分析

6.10.4 湖北省招商引资发展规模分析

（1）湖北省引进内资情况

（2）湖北省引进外资情况

6.10.5 湖北省招商引资策略及特色模式

6.10.6 湖北省招商引资存在的问题分析

6.10.7 湖北省最佳招商引资路径建议

6.11 湖南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6.11.1 湖南省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分析

6.11.2 湖南省招商引资主要优势分析

6.11.3 湖南省承接产业转移情况分析

6.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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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5 湖南省招商引资策略及特色模式

6.11.6 湖南省招商引资存在的问题分析

6.11.7 湖南省最佳招商引资路径建议

6.12 内蒙古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6.12.1 内蒙古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分析

6.12.2 内蒙古招商引资主要优势分析



6.12.3 内蒙古承接产业转移情况分析

6.12.4 内蒙古招商引资发展规模分析

（1）内蒙古引进内资情况

（2）内蒙古引进外资情况

6.12.5 内蒙古招商引资策略及特色模式

6.12.6 内蒙古招商引资存在的问题分析

6.12.7 内蒙古最佳招商引资路径建议

6.13 江西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6.13.1 江西省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分析

6.13.2 江西省招商引资主要优势分析

6.13.3 江西省承接产业转移情况分析

6.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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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5 江西省招商引资策略及特色模式

6.13.6 江西省招商引资存在的问题分析

6.13.7 江西省最佳招商引资路径建议

6.14 吉林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6.14.1 吉林省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分析

6.14.2 吉林省招商引资主要优势分析

6.14.3 吉林省承接产业转移情况分析

6.14.4 吉林省招商引资发展规模分析

（1）吉林省引进内资情况

（2）吉林省引进外资情况

6.14.5 吉林省招商引资策略及特色模式

6.14.6 吉林省招商引资存在的问题分析

6.14.7 吉林省最佳招商引资路径建议

6.15 陕西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6.15.1 陕西省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分析

6.15.2 陕西省招商引资主要优势分析

6.15.3 陕西省承接产业转移情况分析

6.15.4 陕西省招商引资发展规模分析



（1）陕西省引进内资情况

（2）陕西省引进外资情况

6.15.5 陕西省招商引资策略及特色模式

6.15.6 陕西省招商引资存在的问题分析

6.15.7 陕西省最佳招商引资路径建议

6.16 福建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6.16.1 福建省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分析

6.16.2 福建省招商引资主要优势分析

6.16.3 福建省承接产业转移情况分析

6.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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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6.5 福建省招商引资策略及特色模式

6.16.6 福建省招商引资存在的问题分析

6.16.7 福建省最佳招商引资路径建议

6.17 广西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6.17.1 广西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分析

6.17.2 广西招商引资主要优势分析

6.17.3 广西承接产业转移情况分析

6.17.4 广西招商引资发展规模分析

（1）广西引进内资情况

（2）广西引进外资情况

6.17.5 广西招商引资策略及特色模式

6.17.6 广西招商引资存在的问题分析

6.17.7 广西最佳招商引资路径建议

6.18 重庆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6.18.1 重庆市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分析

6.18.2 重庆市招商引资主要优势分析

6.18.3 重庆市承接产业转移情况分析

6.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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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8.5 重庆市招商引资策略及特色模式

6.18.6 重庆市招商引资存在的问题分析

6.18.7 重庆市最佳招商引资路径建议

6.19 上海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6.19.1 上海市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分析

6.19.2 上海市招商引资主要优势分析

6.19.3 上海市承接产业转移情况分析

6.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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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9.5 上海市招商引资策略及特色模式

6.19.6 上海市招商引资存在的问题分析

6.19.7 上海市最佳招商引资路径建议

6.20 黑龙江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6.20.1 黑龙江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分析

6.20.2 黑龙江招商引资主要优势分析

6.20.3 黑龙江承接产业转移情况分析

6.20.4 黑龙江招商引资发展规模分析

（1）黑龙江引进内资情况

（2）黑龙江引进外资情况

6.20.5 黑龙江招商引资策略及特色模式

6.20.6 黑龙江招商引资存在的问题分析

6.20.7 黑龙江最佳招商引资路径建议

6.21 山西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6.21.1 山西省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分析

6.21.2 山西省招商引资主要优势分析

6.21.3 山西省承接产业转移情况分析

6.21.4 山西省招商引资发展规模分析

（1）山西省引进内资情况

（2）山西省引进外资情况

6.21.5 山西省招商引资策略及特色模式

6.21.6 山西省招商引资存在的问题分析



6.21.7 山西省最佳招商引资路径建议

6.22 天津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6.22.1 天津市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分析

6.22.2 天津市招商引资主要优势分析

6.22.3 天津市承接产业转移情况分析

6.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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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5 天津市招商引资策略及特色模式

6.22.6 天津市招商引资存在的问题分析

6.22.7 天津市最佳招商引资路径建议

6.23 北京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6.23.1 北京市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分析

6.23.2 北京市招商引资主要优势分析

6.23.3 北京市承接产业转移情况分析

6.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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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5 北京市招商引资策略及特色模式

6.23.6 北京市招商引资存在的问题分析

6.23.7 北京市最佳招商引资路径建议

6.24 云南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6.24.1 云南省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分析

6.24.2 云南省招商引资主要优势分析

6.24.3 云南省承接产业转移情况分析

6.24.4 云南省招商引资发展规模分析

（1）云南省引进内资情况

（2）云南省引进外资情况

6.24.5 云南省招商引资策略及特色模式

6.24.6 云南省招商引资存在的问题分析

6.24.7 云南省最佳招商引资路径建议

6.25 新疆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6.25.1 新疆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分析

6.25.2 新疆招商引资主要优势分析

6.25.3 新疆承接产业转移情况分析

6.25.4 新疆招商引资发展规模分析

（1）新疆引进内资情况

（2）新疆引进外资情况

6.25.5 新疆招商引资策略及特色模式

6.25.6 新疆招商引资存在的问题分析

6.25.7 新疆最佳招商引资路径建议

6.26 贵州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6.26.1 贵州省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分析

6.26.2 贵州省招商引资主要优势分析

6.26.3 贵州省承接产业转移情况分析

6.26.4 贵州省招商引资发展规模分析

（1）贵州省引进内资情况

（2）贵州省引进外资情况

6.26.5 贵州省招商引资策略及特色模式

6.26.6 贵州省招商引资存在的问题分析

6.26.7 贵州省最佳招商引资路径建议

6.27 甘肃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6.27.1 甘肃省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分析

6.27.2 甘肃省招商引资主要优势分析

6.27.3 甘肃省承接产业转移情况分析

6.27.4 甘肃省招商引资发展规模分析

（1）甘肃省引进内资情况

（2）甘肃省引进外资情况

6.27.5 甘肃省招商引资策略及特色模式

6.27.6 甘肃省招商引资存在的问题分析

6.27.7 甘肃省最佳招商引资路径建议

6.28 宁夏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6.28.1 宁夏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分析

6.28.2 宁夏招商引资主要优势分析



6.28.3 宁夏承接产业转移情况分析

6.28.4 宁夏招商引资发展规模分析

（1）宁夏引进内资情况

（2）宁夏引进外资情况

6.28.5 宁夏招商引资策略及特色模式

6.28.6 宁夏招商引资存在的问题分析

6.28.7 宁夏最佳招商引资路径建议

6.29 海南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6.29.1 海南省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分析

6.29.2 海南省招商引资主要优势分析

6.29.3 海南省承接产业转移情况分析

6.29.4 海南省招商引资发展规模分析

（1）海南省引进内资情况

（2）海南省引进外资情况

6.29.5 海南省招商引资策略及特色模式

6.29.6 海南省招商引资存在的问题分析

6.29.7 海南省最佳招商引资路径建议

6.30 青海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6.30.1 青海省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分析

6.30.2 青海省招商引资主要优势分析

6.30.3 青海省承接产业转移情况分析

6.30.4 青海省招商引资发展规模分析

（1）青海省引进内资情况

（2）青海省引进外资情况

6.30.5 青海省招商引资策略及特色模式

6.30.6 青海省招商引资存在的问题分析

6.30.7 青海省最佳招商引资路径建议

6.31 西藏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6.31.1 西藏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分析

6.31.2 西藏招商引资主要优势分析

6.31.3 西藏承接产业转移情况分析

6.31.4 西藏招商引资发展规模分析



（1）西藏引进内资情况

（2）西藏引进外资情况

6.31.5 西藏招商引资策略及特色模式

6.31.6 西藏招商引资存在的问题分析

6.31.7 西藏最佳招商引资路径建议

 

第7章：中国各保税区发展前景及相关经验借鉴

7.1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发展前景及相关经验借鉴

7.1.1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运营指标分析

7.1.2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管理政策分析

7.1.3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招商产业选择

7.1.4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发展前景预测

7.1.5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发展经验借鉴

7.2 上海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发展前景及相关经验借鉴

7.2.1 上海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运营指标分析

7.2.2 上海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管理政策分析

7.2.3 上海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业务模式分析

7.2.4 上海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发展前景预测

7.2.5 上海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发展经验借鉴

7.3 深圳盐田港保税物流园区发展前景及相关经验借鉴

7.3.1 深圳盐田港保税物流园区运营指标分析

7.3.2 深圳盐田港保税物流园区管理政策分析

7.3.3 深圳盐田港保税物流园区招商产业选择

7.3.4 深圳盐田港保税物流园区发展前景预测

7.3.5 深圳盐田港保税物流园区发展经验借鉴

7.4 深圳保税区发展前景及相关经验借鉴

7.4.1 深圳保税区运营指标分析

7.4.2 深圳保税区管理政策分析

7.4.3 深圳保税区招商产业选择

7.4.4 深圳保税区发展前景预测

7.4.5 深圳保税区发展经验借鉴

7.5 天津港保税区发展前景及相关经验借鉴



7.5.1 天津港保税区运营指标分析

7.5.2 天津港保税区管理政策分析

7.5.3 天津港保税区招商产业选择

7.5.4 天津港保税区发展前景预测

7.5.5 天津港保税区发展经验借鉴

7.6 天津保税物流园区发展前景及相关经验借鉴

7.6.1 天津保税物流园区运营指标分析

7.6.2 天津保税物流园区园区功能分析

7.6.3 天津保税物流园区招商产业选择

7.6.4 天津保税物流园区发展前景预测

7.6.5 天津保税物流园区发展经验借鉴

7.7 广州保税区发展前景及相关经验借鉴

7.7.1 广州保税区运营指标分析

7.7.2 广州保税区管理政策分析

7.7.3 广州保税区招商产业选择

7.7.4 广州保税区发展前景预测

7.7.5 广州保税区发展经验借鉴

7.8 青岛保税港区发展前景及相关经验借鉴

7.8.1 青岛保税港区运营指标分析

7.8.2 青岛保税港区管理政策分析

7.8.3 青岛保税港区招商产业选择

7.8.4 青岛保税港区发展前景预测

7.8.5 青岛保税港区发展经验借鉴

7.9 厦门象屿保税区发展前景及相关经验借鉴

7.9.1 厦门象屿保税区运营指标分析

7.9.2 厦门象屿保税区管理政策分析

7.9.3 厦门象屿保税区招商产业选择

7.9.4 厦门象屿保税区发展前景预测

7.9.5 厦门象屿保税区发展经验借鉴

7.10 苏州工业园综合保税区发展前景及相关经验借鉴

7.10.1 苏州工业园综合保税区运营指标分析

7.10.2 苏州工业园综合保税区管理政策分析



7.10.3 苏州工业园综合保税区招商产业选择

7.10.4 苏州工业园综合保税区发展前景预测

7.10.5 苏州工业园综合保税区发展经验借鉴

7.11 苏州高新区综合保税区发展前景及相关经验借鉴

7.11.1 苏州高新区综合保税区运营指标分析

7.11.2 苏州高新区综合保税区管理政策分析

7.11.3 苏州高新区综合保税区功能作用分析

7.11.4 苏州高新区综合保税区发展前景预测

7.11.5 苏州高新区综合保税区发展经验借鉴

7.12 成都高新综合保税区发展前景及相关经验借鉴

7.12.1 成都高新综合保税区运营指标分析

7.12.2 成都高新综合保税区管理政策分析

7.12.3 成都高新综合保税区招商产业分析

7.12.4 成都高新综合保税区发展前景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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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海口综合保税区发展前景及相关经验借鉴

7.13.1 海口综合保税区运营指标分析

7.13.2 海口综合保税区管理政策分析

7.13.3 海口综合保税区招商产业选择

7.13.4 海口综合保税区发展前景预测

7.13.5 海口综合保税区发展经验借鉴

7.14 昆山综合保税区发展前景及相关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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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 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发展前景及相关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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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3 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招商产业选择

7.15.4 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发展前景预测



7.15.5 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发展经验借鉴

7.16 张家港保税区发展前景及相关经验借鉴

7.16.1 张家港保税区运营指标分析

7.16.2 张家港保税区管理政策分析

7.16.3 张家港保税区招商产业选择

7.16.4 张家港保税区发展前景预测

7.16.5 张家港保税区发展经验借鉴

7.17 洋山保税港区发展前景及相关经验借鉴

7.17.1 洋山保税港区运营指标分析

7.17.2 洋山保税港区管理政策分析

7.17.3 洋山保税港区招商产业选择

7.17.4 洋山保税港区发展前景预测

7.17.5 洋山保税港区发展经验借鉴

7.18 烟台保税港区发展前景及相关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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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中国保税区发展制约因素及转型升级分析

8.1 保税区制约因素分析

8.1.1 区域性质缺陷

8.1.2 海关监管缺陷

8.1.3 贸易政策限制

8.1.4 外税政策限制

8.1.5 功能弱化趋势

8.1.6 服务业扩展限制

8.1.7 转口物流政策缺失

8.1.8 国际物流发展限制

8.1.9 保税区政策瓶颈

8.2 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分析

8.2.1 功能定位转型分析

8.2.2 地理位置转换分析

8.2.3 管理模式转变分析

8.2.4 相关转型案例分析

8.3 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分析

8.3.1 区港联动模式分析

8.3.2 海关管理模式分析

8.3.3 税收管理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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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 政策与功能融合分析

8.4.2 功能区空间融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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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电商行业发展分析

9.1 电子商务发展分析

9.1.1 电子商务定义及发展模式分析



9.1.2 中国电子商务行业政策现状

9.1.3 2013-2015年中国电子商务行业发展现状

9.2 &ldquo;互联网+&rdquo;的相关概述

9.2.1 &ldquo;互联网+&rdquo;的提出

9.2.2 &ldquo;互联网+&rdquo;的内涵

9.2.3 &ldquo;互联网+&rdquo;的发展

9.2.4 &ldquo;互联网+&rdquo;的评价

9.2.5 &ldquo;互联网+&rdquo;的趋势

9.3 电商市场现状及建设情况

9.3.1 电商总体开展情况

9.3.2 电商案例分析

9.3.3 电商平台分析（自建和第三方网购平台）

9.4电商行业未来前景及趋势预测

9.4.1 电商市场规模预测分析

9.4.2 电商发展前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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