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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节 陕西省招商引资发展分析

一、陕西省投资环境

二、陕西省投资政策

三、陕西省招商引资现状

四、陕西省招商引资策略

第二十八节 甘肃省招商引资发展分析

一、甘肃省投资环境

二、甘肃省投资政策

三、甘肃省招商引资现状

四、甘肃省招商引资策略

第二十九节 青海省招商引资发展分析

一、青海省投资环境

二、青海省投资政策

三、青海省招商引资现状

四、青海省招商引资策略

第三十节 宁夏区招商引资发展分析

一、宁夏区投资环境

二、宁夏区投资政策

三、宁夏区招商引资现状

四、宁夏区招商引资策略

第三十一节 新疆区招商引资发展分析

一、新疆区投资环境

二、新疆区投资政策

三、新疆区招商引资现状

四、新疆区招商引资策略



 

第十一章 我国地区间招商引资竞争及其治理机制

第一节 招商引资竞争理论及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招商引资竞争理论

1、政府间竞争

2、税收竞争

3、招商引资竞争

二、招商引资竞争研究现状

1、招商引资竞争策略

2、招商引资竞争有效性

3、招商引资竞争的经验教训

4、招商引资竞争中存在的问题

三、研究现状综合评价

第二节 我国地区间招商引资竞争现状研究

一、地区间招商引资竞争的发展演进

二、地区间招商引资竞争的根源与危害

1、地区间招商引资竞争的产生根源

2、地区间招商引资竞争的主要危害

三、地区间招商引资竞争主要手段及其对企业投资的作用机制

1、地区间招商引资竞争的主要手段

2、招商引资竞争手段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机制分析

第三节 地区间招商引资竞争的博弈分析

一、基于税收竞争策略的地区间资本流动模型

1、引言

2、模型假设

3、均衡分析

4、小结

二、基于税收竞争策略的政府及投资者博弈模型

1、引言

2、模型假设

3、模型分析

4、小结



三、基于补贴竞争策略的政府及投资者博弈模型

1、引言

2、模型假设

3、模型分析

4、小结

第四节 我国地区间招商引资恶性竞争的治理机制设计

一、政府官员晋升制度设计

1、我国政府官员晋升制度现状

2、我国政府官员晋升制度的激励机制设计

3、小结

二、税收分配管理体制设计

1、企业所得税收入分配改进设计

2、增值税收入分配改进设计

3、商品税制改革

4、转移支付制度改革

5、小结

三、政府行政管理体制设计

1、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现状

2、关键领域行政管理体制的制度设计

3、小结

第五节 地区间招商引资过度竞争的原因分析

一、中国经济是一个靠投资拉动的经济

二、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

三、地区的实际利益促使商引资的对象有所扩大

四、地方政府的政绩表现需求加剧招商引资竞争

第六节 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竞争策略分析

一、公共服务在招商引资竞争中的关键作用-蒂布特模型分析

二、&ldquo;蒂式竞争&rdquo;条件的满足与招商引资竞争的规范

1、完善地方官员政绩考核制度-对政策目标的修正

2、推进费改税措施-为投资者提供充分信息

3、消除要素流动壁垒-降低转移成本

4、设立区域经济协调组织-将招商引资竞争转化为合作博弈



三、提高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竞争力的政策建议

1、完善地方招商环境建设

2、关注招商质量，避免资源消耗

3、完善产业链招商，辐射产业优势

4、重视高端人才的引进

5、地方引导，企业主体的多元招商体制

6、利用政府采购与企业外包推动招商引资

7、技术引进带动自主创新

 

第五部分 投资前景展望

第十二章 2017-2022年招商引资前景及趋势预测

第一节 2017-2022年招商引资发展前景

一、2017-2022年宏观经济发展形势

二、2017-2022年招商引资发展前景

1、投资对经济增长起主导作用

2、经济和投资仍将保持较快增长

3、招商引资政策展望

4、招商引资前景广阔

三、2017-2022年招商引资细分行业发展前景

1、产业园招商引资发展前景

2、开发区招商引资发展前景

第二节 2017-2022年招商引资发展趋势预测

一、招商引资区域转移

二、招商引资向招商选资转变

三、从盲目招商到科学招商

四、内外资兼招

五、向规则型和比较优势型演变

六、从地区倾斜变为产业倾斜为主

七、中西部地区到东部地区招商

八、招商引资活动专业化

九、重视三个层次的投资环境

十、招商资本多样化



十一、招商载体专业化

十二、与各类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密切结合

十三、&ldquo;引进来&rdquo;与&ldquo;走出去&rdquo;相结合

十四、投资促进与外交活动相结合

十五、招商引资借助于经贸洽谈会

十六、龙头企业是招商引资的重点对象

十七、地方政府评估

十八、招商引资出现许多新形式

十九、投洽会成为招商促进的行业盛会

二十、网络招商越来越活跃

第三节 2017-2022年招商引资发展方向预测

一、抢商

二、招商

三、选商

四、育商

 

第十三章 2017-2022年招商引资投资风险与对策

第一节 招商引资风险综述

一、招商引资风险概述

二、招商引资风险主要成因

1、企业不良的投资行为

2、部分引资企业自身存在不足

3、市场环境不够完善

4、政府招商引资活动存在缺陷

三、招商引资风险的后果分析

第二节 招商引资风险种类及规避

一、政治风险及规避

二、经济风险及规避

三、产业风险及规避

四、法律风险及规避

五、腐败风险及规避

第三节 招商引资风险防范对策分析



一、提高招商引资质量的对策

1、建立招商引资项目的运筹机制

2、建立招商引资项目的准入评价机制

3、建立招商引资项目的督查推进机制

4、建立招商引资项目的事后评估机制

5、建立提高招商引资工作人员业务能力机制

6、建立区域政府与招商引资的双赢机制

7、建立招商引资项目的责任追究考核奖惩机制

二、降低招商引资风险对策分析

1、规范项目引进程序

2、建立项目评估制度

3、完善投资协议

4、建立项目跟踪和责任追究制度

三、招商引资项目退出机制分析

1、建立项目后评估制度

2、引入项目用地退出机制

3、列入项目用地退出范围的企业

 

第六部分 投资战略研究

第十四章 中国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第一节 中国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存在的问题

一、生产要素价格扭曲

二、内外资企业待遇不平等

三、招商引资形式主义严重

四、招商投入产出比例失衡

五、招商引资引进的项目质量低劣

六、优惠政策地区福利下降

七、政府在招商引资中信用缺失

八、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恶性竞争

九、政府招商引资服务效能低下

十、缺乏招商成效评估机制及远期产业规划

第二节 中国地方政府招商引资问题的成因分析



一、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地方利益驱使

二、经济政策整体设计不合理

三、国家对外资的进入缺乏制约

四、领导干部的任用缺少深层评价标准

第三节 中国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发展对策分析

一、引导地方政府客观认识招商引资

二、国家产业布局与地方优势产业相结合

三、提升本地企业的实力与核心竞争力

四、改进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

五、规制地方政府优惠政策的恶性竞争

六、坚决杜绝短视招商引资行为

七、把培养高素质人才放在第一位

八、加强对招商引资经验的研究与学习

九、建立风险监控规避的政策机制

 

第十五章 招商引资案例分析研究

第一节 县域招商引资成功案例分析

一、浙江省长兴县招商引资案例分析

二、河南省淅川县招商引资案例分析

三、河南省荥阳市招商引资案例分析

第二节 园区招商引资成功案例分析

一、江苏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招商引资案例分析

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招商引资案例分析

三、苏州工业园区招商引资案例分析

第三节 项目招商引资成功案例分析

一、青岛雪驰集团有限公司项目

二、上海宝钢青岛钢材剪切配送中心项目

三、山东杭萧钢构有限公司项目

四、&ldquo;鲁青&rdquo;速生杨项目

第四节 招商引资成功案例启示

一、政府招商要讲诚信

二、招商引资要有所选择



三、要把改善投资环境放在突出地位

四、提高城市整体竞争力是关键

 

第十六章 中国招商引资主要模式分析

第一节 招商引资方式与途径分析

一、会议招商

二、机构招商

三、环境招商

四、政策招商

五、产业链招商

六、产权招商

七、示范招商

八、网上招商

九、服务招商

十、品牌招商

十一、&ldquo;筑巢引凤&rdquo;招商

十二、联谊招商

十三、代理招商

十四、关系人招商

十五、&ldquo;走出去&rdquo;招商

第二节 招商引资的典型模式分析

一、&ldquo;政府主导型&rdquo;模式

1、模式概念

2、模式特点

3、模式优劣势

4、模式成效

5、模式发展经验

二、&ldquo;市场主导型&rdquo;模式

1、模式概念

2、模式特点

3、模式优劣势

4、模式成效



5、模式发展经验

三、&ldquo;总部经济&rdquo;模式

1、模式概念

2、模式特点

3、模式优劣势

4、模式成效

5、模式发展经验

四、&ldquo;专攻型&rdquo;模式

1、模式概念

2、模式特点

3、模式优劣势

4、模式成效

5、模式发展经验

五、&ldquo;并购&rdquo;模式

1、模式概念

2、模式特点

3、模式优劣势

4、模式成效

5、模式发展经验

六、&ldquo;以民引外&rdquo;模式

1、模式概念

2、模式特点

3、模式优劣势

4、模式成效

5、模式发展经验

七、六种招商引资模式比较分析

 

第十七章 中国招商引资战略研究（ZYYF）

第一节 招商引资战略分析

一、产业规划战略

二、招商营销战略

三、招商引税战略



四、投资环境战略

五、产业集群战略

六、速度致胜战略

第二节 未来招商引资思路分析

一、制度信息可先行，市场秩序需重构

二、产业规划应趁早，咬定青山不动摇

三、招商引资应有度，不以数量论英雄

四、水土资源终有限，精细开发最关键

第三节 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策略定位分析

一、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的正确定位

1、成为良好投资环境的缔造者

2、成为市场秩序的监督和维护者

3、公共资源的提供者

4、地方产业经营政策的确立者

二、招商引资策略定位

1、招商引资要有明确的指导思想

2、提高招商引资工作的针对性

3、做好项目的筛选与包装工作

4、创新招商方式

三、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四、关于常见问题的对策建议

第四节 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的策略选择

一、我国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传统形式

1、地方政府直接招商

2、地方政府主导招商

二、传统的招商引资形势产生的弊病

1、地方政府直接招商引资的弊端

2、地方政府主导型招商引资的弊端

三、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的策略选择

1、确立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

2、由干预微观经济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3、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和科学的政绩考核



4、由制定优惠政策转向投资环境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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