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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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及趋势预测研究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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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目录：

 

第一章招商引资相关概述

1.1招商引资的含义

1.1.1招商引资的概念

1.1.2招商引资的内涵

1.1.3招商引资的特征

1.1.4招商引资的原则

1.2招商引资的类型

1.2.1创建类型

1.2.2推介类型

1.2.3投资类型

1.2.4生态招商类型

1.2.5社会招商类型

 

第二章国外招商引资的发展及经验借鉴

2.1美国

2.1.1主要模式

2.1.2成功经验



2.1.3有益启示

2.1.4现状动向

2.2日本

2.2.1主要模式

2.2.2成功经验

2.2.3有益启示

2.2.4现状动向

2.3新加坡

2.3.1主要模式

2.3.2成功经验

2.3.3有益启示

2.3.4未来策略

2.4国外吸引外资的经验借鉴

2.4.1美洲地区

2.4.2欧洲地区

2.4.3亚洲地区

2.5国外开发区招商引资模式分析

2.5.1主要模式

2.5.2招商主体

2.5.3集聚效应

2.5.4关注潜在投资者

2.5.5灵活的补贴及合作方式

 

第三章2013-2015年中国招商引资的发展环境分析

3.1经济环境

3.1.1全球经济复苏放缓

3.1.2中国经济缓中企稳

3.1.3国民收入及消费水平

3.1.4人民币汇率变动

3.2市场环境

3.2.1政府重视

3.2.2投资商的需求



3.2.3投资环境的改善

3.2.4软环境的优化

3.3现实效益

3.3.1改善产业结构

3.3.2延伸及完善产业链

3.3.3打造地方产业特色

3.3.4完善城市功能

 

第四章2013-2015年中国招商引资的政策背景分析

4.1我国招商引资政策的发展

4.1.1多次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4.1.2对外商投资的项目实行核准制度

4.1.3陆续出台鼓励外商投资的政策

4.1.4在税收上实行国民待遇

4.1.5建立并购安全审查制度

4.2我国招商引资政策的发展方向

4.2.1优化利用外资结构

4.2.2引导外资向中西部转移

4.2.3促进利用外资方式多样化

4.2.4深化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

4.3重要政策法规文件

4.3.1《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3年修订）》

4.3.2《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法》

4.3.3《关于涉及外商投资企业股权出资的暂行规定》

4.3.4《外商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

 

第五章2013-2015年中国招商引资发展总体分析

5.1中国招商引资发展现状概述

5.1.1发展阶段

5.1.2总体状况

5.1.3主要特征

5.1.4竞争形势



5.2国内招商引资的主要方式和方法

5.2.1优惠政策招商

5.2.2亲情招商

5.2.3会展招商

5.2.4组团式招商

5.2.5媒体招商

5.2.6政企联合招商

5.2.7代办机构招商

5.2.8产业链招商

5.2.9产业集群招商

5.2.10综合环境招商

5.2.11其他招商方式

5.3我国招商引资发展的误区

5.3.1强调到特区、大城市招商

5.3.2强调特殊优惠政策

5.3.3强调本地资源和投资导向

5.3.4强调让外商赚钱

5.4我国招商引资发展的策略分析

5.4.1树立正确的招商思想

5.4.2采取正确的招商方法

5.4.3明确严格的招商责任

5.4.4切实改善招商环境

 

第六章2013-2015年中国吸引外资情况分析

6.1中国吸引外资的主要特征分析

6.1.1吸收外商投资规模保持平稳

6.1.2外商投资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6.1.3中部地区吸收外资态势良好

6.1.4外商投资企业平稳较快发展

6.22013-2015年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情况

6.2.12013年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情况

6.2.22014年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情况



6.2.32015年1-11月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情况

6.3中国吸引外资面临的形势及发展方向

6.3.1国际形势

6.3.2国内形势

6.3.3发展方向

 

第七章中国招商引资的主要模式分析

7.1政府主导型模式

7.1.1基本概述

7.1.2主要特点

7.1.3实施成效

7.1.4发展经验

7.2市场主导型模式

7.2.1基本概述

7.2.2主要特点

7.2.3实施成效

7.2.4发展经验

7.3总部经济模式

7.3.1基本概述

7.3.2主要特点

7.3.3实施成效

7.3.4发展经验

7.4专攻型模式

7.4.1基本概述

7.4.2主要特点

7.4.3实施成效

7.4.4发展经验

7.5并购模式

7.5.1基本概述

7.5.2主要特点

7.5.3实施成效

7.5.4发展经验



7.6以民引外模式

7.6.1基本概述

7.6.2主要特点

7.6.3实施成效

7.6.4发展经验

7.7主要模式的对比分析

7.7.1理论层面的比较

7.7.2优势比较

7.7.3缺陷比较

7.7.4创新方向比较

 

第八章产业园区的招商引资分析

8.1产业园区的招商流程介绍

8.1.1确立目标

8.1.2广泛搜集各方面资料

8.1.3制订各类招商方案

8.1.4比较选择各类招商方案

8.2产业园区的招商策略分析

8.2.1定位策略

8.2.2价格策略

8.2.3合作方式策略

8.2.4广告宣传策略

8.2.5跟踪服务策略

8.3产业园区产业链招商的策略与方式

8.3.1产业分类与产业定位

8.3.2产业转移与产业链招商

8.3.3产业链招商案例分析

8.4汽车工业园区的招商策略分析

8.4.1改善投资环境

8.4.2招商引资的操作流程

8.4.3加强招商引资项目的筹备、管理和评析

8.5产业园区招商引资典型案例分析



8.5.1苏州工业园区

8.5.2广州开发区

8.5.3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

8.5.4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第九章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具体问题及对策分析

9.1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的作用

9.1.1信息中枢作用

9.1.2政策导向作用

9.1.3宣传推介作用

9.1.4提供服务作用

9.2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存在的问题

9.2.1参与过多

9.2.2监管不到位

9.2.3存在乱作为现象

9.2.4政策偏差

9.2.5决策不当

9.2.6运行机制存在矛盾

9.2.7具体原因分析

9.3地方政府完善招商引资工作的对策

9.3.1转变招商引资的理念

9.3.2加强对招商引资工作的监管

9.3.3加强对投资环境的优化

9.3.4强化对招商引资工作的引导

 

第十章2013-2015年中国主要省市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10.1北京市

10.1.1总体情况概述

10.1.2主要经验介绍

10.1.3政策措施

10.2上海市

10.2.1总体情况概述



10.2.2主要经验介绍

10.2.3政策措施

10.3江苏省

10.3.1总体情况概述

10.3.2部分市县招商引资现状

10.3.3主要经验介绍

10.3.4政策措施

10.4浙江省

10.4.1总体情况概述

10.4.2部分市县招商引资现状

10.4.3主要经验介绍

10.4.4政策措施

10.5山东省

10.5.1总体情况概述

10.5.2部分市县招商引资现状

10.5.3主要经验介绍

10.5.4政策措施

10.6广东省

10.6.1总体情况概述

10.6.2部分市县招商引资现状

10.6.3主要经验介绍

10.6.4政策措施

10.7湖南省

10.7.1总体情况概述

10.7.2部分市县招商引资现状

10.7.3主要经验介绍

10.7.4政策措施

10.8河北省

10.8.1总体情况概述

10.8.2部分市县招商引资现状

10.8.3主要经验介绍

10.8.4政策措施



10.9河南省

10.9.1总体情况概述

10.9.2部分市县招商引资现状

10.9.3主要经验介绍

10.9.4政策措施

10.10辽宁省

10.10.1总体情况概述

10.10.2部分市县招商引资现状

10.10.3主要经验介绍

10.10.4政策措施

10.11吉林省

10.11.1总体情况概述

10.11.2部分市县招商引资现状

10.11.3主要经验介绍

10.11.4政策措施

10.12四川省

10.12.1总体情况概述

10.12.2部分市县招商引资现状

10.12.3主要经验介绍

10.12.4政策措施

10.13江西省

10.13.1总体情况概述

10.13.2部分市县招商引资现状

10.13.3主要经验介绍

10.13.4政策措施

10.14广西自治区

10.14.1总体情况概述

10.14.2部分市县招商引资现状

10.14.3主要经验介绍

10.14.4政策措施

10.15陕西省

10.15.1总体情况概述



10.15.2部分市县招商引资现状

10.15.3主要经验介绍

10.15.4政策措施

10.16甘肃省

10.16.1总体情况概述

10.16.2部分市县招商引资现状

10.16.3主要经验介绍

10.16.4政策措施

10.17其他地区概述

10.17.1山西

10.17.2重庆

10.17.3福建

10.17.4贵州

 

第十一章中国招商引资的风险及规避分析

11.1招商引资风险的主要成因及后果分析

11.1.1企业不良的投资行为

11.1.2部分引资企业自身存在不足

11.1.3市场环境不够完善

11.1.4政府招商引资活动存在缺陷

11.2招商引资中的失范现象及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

11.2.1经济风险

11.2.2社会稳定风险

11.2.3行政人员渎职风险

11.2.4原因分析

11.3政府在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中的风险

11.3.1提供担保过多

11.3.2参与经济行为

11.3.3合同权利与义务失衡

11.3.4投资商的不法要求

11.4招商引资风险的防范

11.4.1规范项目引进程序



11.4.2建立项目评估制度

11.4.3完善投资协议

11.4.4建立项目跟踪和责任追究制度

11.5招商引资项目退出机制的思考

11.5.1建立项目后评估制度

11.5.2引入项目用地退出机制

11.5.3用地回收方式

11.5.4项目退出机制的成效

 

第十二章中国招商引资趋势预测分析

12.1宏观环境未来形势

12.1.1国际经济发展趋势

12.1.2中国经济发展趋势

12.1.3全球产业转移趋势

12.2中国招商引资的前景及趋势

12.2.1前景广阔

12.2.2潜力巨大

12.2.3投资前景调研

 

图表目录：

图表：政府与企业在招商引资业务中职能定位与分工

图表：新加坡打造最具吸引力的环球枢纽条件

图表：新加坡构建优良的企业成长温室

图表：2013-201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速度

图表：2014年国民经济主要统计数据

图表：2014-201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速度

图表：2015年国民经济主要统计数据

图表：2013-2014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速度

图表：2013-2014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实际增长速度

图表：2014-201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速度

图表：2014-2015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实际增长速度

图表：2013年、2014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情况



图表：2014-2015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情况

图表：2013年、2014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速（月度同比）

图表：2014-201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速（月度同比）

图表：几种主要招商引资模式理论层面的比较

图表：几种主要招商引资模式的优势比较

图表：几种主要招商引资模式的缺陷比较

图表：几种主要招商引资模式的创新方向比较

图表：某地政府的招商引资机构

略&hellip;&hellip;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 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详细请访问：http://www.bosidata.com/qtzzh1601/J14380M3MG.html

http://www.bosidata.com/qtzzh1601/J14380M3MG.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