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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招商引资行业监测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七章。报告

介绍了招商引资行业相关概述、中国招商引资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招商引资行业的现

状、中国招商引资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招商引资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招

商引资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招商引资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招商引

资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招商引资源于中国因开放政策所成立的开发区，早期主要集中在吸收制造业的外国直接投

资（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中国早期沿海开发区的招商引资所引起的示范效应（地

方经济总量增长，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地方就业增加，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投入的增 加，地方

官员升迁比例增加）被各地政府官员发现，随后中国各级政府成立了大量的开发区并开展招

商引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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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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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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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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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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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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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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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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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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6.20.1黑龙江省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分析 

6.20.2黑龙江省招商引资主要优势分析 

6.20.3黑龙江省承接产业转移情况分析 

6.20.4黑龙江省招商引资发展规模分析 

（1）黑龙江省引进内资情况 

（2）黑龙江省引进外资情况 

6.20.5黑龙江省招商引资策略及特色模式 

6.20.6黑龙江省招商引资存在的问题分析 

6.20.7黑龙江省最佳招商引资路径建议 

6.21山西省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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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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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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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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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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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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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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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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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招商引资资金渠道发展与风险规避 

7.1招商引资资金来源渠道分析 

7.1.1招商引资产业资本渠道分析 

7.1.2招商引资商业资本渠道分析 

7.1.3招商引资金融资本渠道分析 

7.1.4招商引资知识资本渠道分析 



7.1.5招商引资风险资本渠道分析 

7.2招商引资风险与规避措施 

7.2.1招商引资风险来源分析 

（1）招商引资政治风险分析 

（2）招商引资经济风险分析 

（3）招商引资产业风险分析 

（4）招商引资金融风险分析 

7.2.2国外招商引资风险规避措施 

（1）美国招商引资风险规避措施 

（2）日本招商引资风险规避措施 

（3）韩国招商引资风险规避措施 

（4）印度招商引资风险规避措施 

7.2.3招商引资风险规避经验对比 

7.2.4国外招商引资风险规避经验借鉴 

7.3中国招商引资发展趋势分析 

7.3.1招商引资区域转移趋势 

7.3.2招商引资行业选择趋势 

7.3.3招商引资质量提升趋势 

7.3.4招商引资范围扩大趋势 

7.3.5招商引资专业化趋势 

7.3.6招商引资资金渠拓宽趋势 

7.3.7龙头企业选择趋势 

7.3.8网络招商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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