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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智研咨询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招商引资产业现状深度调研及未来发展趋势研究报告》
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
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
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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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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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调研分析。

官网地址：https://www.chyxx.com/research/201702/493502.html

报告价格：电子版: 9800元    纸介版：9800元    电子和纸介版: 10000元

订购电话: 010-60343812、010-60343813、400-600-8596、400-700-9383

电子邮箱: sales@chyxx.com

联 系 人: 刘老师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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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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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研咨询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招商引资产业现状深度调研及未来发展趋势研究报告
》共七章。首先介绍了招商引资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招商引资规模及消费
需求，然后对中国招商引资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招商引资面临的
机遇及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招商引资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告将是您
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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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目录：
第1章：国外招商引资典型模式与执行路径分析
1.1 国外招商引资模式路径分析
1.1.1 美国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路径分析
1.1.2 日本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路径分析
1.1.3 新加坡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路径分析
1.1.4 英国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路径分析
1.1.5 俄罗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路径分析
1.1.6 德国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路径分析
1.1.7 韩国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路径分析
1.1.8 巴西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路径分析
1.2 国外招商引资模式经验借鉴
1.2.1 政府鼓励政策及创造服务环境经验借鉴
1.2.2 政府职能及管理方式转变经验借鉴
1.2.3 政府提升园区运作水平层面经验借鉴
1.2.4 政府创新招商引资模式经验借鉴
第2章：“互联网+”时代中国招商引资发展现状与转型升级路径分析
2.1 中国招商引资发展现状与主要模式分析
2.1.1 招商引资竞争形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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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际招商引资竞争形势分析
（2）国内招商引资竞争形势分析
2.1.2 招商引资平台如何搭建
2.1.3 政府招商引资成本分析
2.1.4 国内招商引资的典型模式
（1）政府主导型模式
（2）市场主导型模式
（3）总部经济模式
（4）专攻型模式
（5）并购模式
（6）以民引外模式
（7）主要招商引资模式对比分析
2.1.5 地方政府招商存在问题及解决方案
（1）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存在的问题
（2）地方政府招商引资问题成因分析
（3）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发展对策分析
2.2 “互联网+”时代对招商引资影响分析
2.2.1 “互联网+”时代如何冲击传统思维模式
2.2.2 “互联网+”时代招商引资模式如何创新
2.2.3 “互联网+”时代如何推动招商引资工作制度改革
2.2.4 “互联网+”时代如何完善招商引资法律环境
2.2.5 如何推动制定“互联网+”重点领域投融资政策
2.3 “互联网+”时代招商引资如何转型升级
2.3.1 如何建立专业的招商网站
2.3.2 如何精准投放招商广告
2.3.3 如何运营好微信招商平台
2.3.4 如何运营好微博招商平台
2.3.5 如何进行电子邮寄推广
2.3.6 如何制作电子招商资料
2.3.7 如何开展网络招商会
2.3.8 如何建立共享平台实现异地招商
2.3.9 如何建设招商引资信息化体系
2.3.10 如何进行网络新闻报道及专题页面传播
2.3.11 如何借助专业网络招商机构加强招商力度
2.4 “互联网+”时代互联网企业招商引资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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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互联网企业招商引资意义分析
2.4.2 互联网企业招商引资特点分析
2.4.3 互联网企业招商引资模式选择
2.4.4 互联网企业招商引资案例剖析
第3章：“一带一路”招商引资发展机遇分析
3.1 “一带一路”主要内容及与建设基本情况分析
3.1.1 “一带一路”主要内容
（1）“一带一路”特性
（2）“一带一路”辐射范围
（3）“一带一路”区域环境特征
3.1.2 “一带一路”建设基本情况分析
（1）“一带一路”建设基本原则
（2）“一带一路”建设合作机制
（3）“一带一路”建设合作重点
（4）“一带一路”建设主要路径
3.2 全球直接外资趋势分析
3.2.1 全球直接外资资金流向趋势分析
（1）全球直接外资流量规模分析
（2）跨国公司对投资环境的评价
（3）直接外资流量区域分布分析
（4）不同经济体直接外资流量分布
（5）不同区域组织直接外资流量分布
（6）其他直接外资投资状况分析
3.2.2 全球各区域直接外资投资状况分析
（1）非洲直接外资投资状况分析
（2）东亚和东南亚直接外资投资状况分析
（3）西亚直接外资投资状况分析
（4）拉丁美洲与加勒比直接外资投资状况
（5）发达国家直接外资投资状况
（6）转型国家直接外资投资状况
3.2.3 全球直接外资投资政策趋势分析
（1）国际投资政策调整趋势
（2）国际投资协定变化趋势
（3）国际投资政策及协定创新分析
（4）企业社会责任准则建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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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一带一路”给招商引资带来的发展机遇分析
3.3.1 “一带一路”促进企业“引回来”
3.3.2 “一带一路”实现国家互利合作
3.3.3 “一带一路”带来的金融支持
3.4 “一带一路”背景下主要省份招商引资机遇分析
3.4.1 “一带一路”背景下新疆招商引资机遇分析
（1）新疆如何利用“一带一路” 下背景招商引资
（2）新疆“一带一路”背景下招商引资成果分析
（3）新疆“一带一路”背景下招商引资建议
3.4.2 “一带一路”背景下陕西招商引资机遇分析
（1）陕西如何利用“一带一路”背景招商引资
（2）陕西“一带一路”背景下招商引资成果分析
（3）陕西“一带一路”背景下招商引资建议
3.4.3 “一带一路”背景下甘肃招商引资机遇分析
（1）甘肃如何利用“一带一路”背景招商引资
（2）甘肃“一带一路”背景下招商引资成果分析
（3）甘肃“一带一路”背景下招商引资建议
3.4.4 “一带一路”背景下宁夏招商引资机遇分析
（1）宁夏如何利用“一带一路”背景招商引资
（2）宁夏“一带一路”背景下招商引资成果分析
（3）宁夏“一带一路”背景下招商引资建议
3.4.5 “一带一路”背景下青海招商引资机遇分析
（1）青海如何利用“一带一路”背景招商引资
（2）青海“一带一路”背景下招商引资成果分析
（3）青海“一带一路”背景下招商引资建议
3.4.6 “一带一路”背景下内蒙古招商引资机遇分析
（1）内蒙古如何利用“一带一路”背景招商引资
（2）内蒙古“一带一路”背景下招商引资成果分析
（3）内蒙古“一带一路”背景下招商引资建议
第4章：中国招商引资市场产业投资格局分析
4.1 全球产业转移对中国的影响
4.1.1 全球价值链各环节配置情况
4.1.2 全球产业转移路线分析
4.1.3 全球产业转移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
4.2 中国招商引资市场环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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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中国招商引资政策趋势与发展方向
4.2.2 产业结构调整对区域招商引资的影响
4.2.3 中国承接产业转移的制约因素
4.2.4 中国未来产业布局战略分析
（1）主要产业布局模式分析
（2）产业布局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3）未来中国产业布局的战略选择
4.3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状况分析
4.3.1 实际使用外资情况分析
（1）全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分析
（2）全国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
（3）全国外商直接投资的项目分布
（4）全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
4.3.2 外商其他投资情况分析
4.4 国内各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情况
4.4.1 长三角经济圈产业转移分析
4.4.2 珠三角经济圈产业转移分析
4.4.3 环渤海经济圈产业转移分析
4.4.4 中原经济区圈产业转移分析
4.4.5 西部经济圈产业转移分析
4.5 国内招商引资企业转移分析
4.5.1 重点行业企业龙头分布情况
4.5.2 不同行业的企业转移分析
4.5.3 不同区域的企业转移分析
4.6 招商引资对象进驻地方的相关因素调研
4.6.1 跨国企业进驻地方的相关因素调研
（1）跨国企业进驻地方的主要驱动力
（2）跨国企业进驻地方的沟通合作模式
（3）踌国企业进驻地方的沟通合作渠道
（4）踌国企业进驻地方的考察关注重点
（5）跨国企业进驻地方的决策要点调研
（6）跨国企业进驻地方的成功案例剖析
4.6.2 大型国有企业进驻地方的因素调研
（1）大型国有企业进驻地方的主要驱动力
（2）大型国有企业进驻地方的沟通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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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型国有企业进驻地方的考察关注重点
（4）大型国有企业进驻地方的决策要点调研
（5）大型国有企业进驻地方的成功案例剖析
4.6.3 大型民营企业进驻地方的因素调研
（1）大型民营企业进驻地方的主要驱动力
（2）大型民营企业进驻地方的沟通合作模式
（3）大型民营企业进驻地方的沟通合作渠道
（4）大型民营企业进驻地方的考察关注重点
（5）大型民营企业进驻地方的决策要点调研
（6）大型民营企业进驻地方的成功案例剖析
4.6.4 中小型民营企业进驻地方的因素调研
（1）中小型民营企业进驻地方的主要驱动力
（2）中小型民营企业进驻地方的沟通合作模式
（3）中小型民营企业进驻地方的沟通合作渠道
（4）中小型民营企业进驻地方的考察关注重点
（5）中小型民营企业进驻地方的决策要点调研
（6）中小型民营企业进驻地方的成功案例剖析
4.6.5 风投、天投资本进入地方的因素调研
（1）风投、天投资本进驻地方的主要驱动力
（2）风投、天投资本进驻地方的沟通合作模式
（3）风投、天投资本进驻地方的沟通合作渠道
（4）风投、天投资本进驻地方的考察关注重点
（5）风投、天投资本进驻地方的沟通合作周期
（6）风投、天投资本进驻地方的决策要点调研
（7）风投、天投资本进驻地方的成功案例剖析
第5章：中国园区招商引资领域发展分析
5.1 产业链型园区招商引资分析
5.1.1 产业链型园区项目建设规模
（1）文化产业园项目建设规模
（2）化工产业园项目建设规模
（3）新能源产业园项目建设规模
（4）生物医药产业园项目建设规模
（5）现代农业园项目建设规模
（6）新材料产业园项目建设规模
5.1.2 产业链型园区招商引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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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产业链型园区招商引资模式
5.1.4 产业链型园区招商引资建议
5.2 技术型园区招商引资分析
5.2.1 技术型园区项目建设规模
（1）国有投资为主的技术园区
（2）商业用地性质科技园区
（3）以大学为主的科技园区
5.2.2 技术型园区招商引资现状
5.2.3 技术型园区招商引资模式
5.2.4 技术型园区招商引资建议
5.3 物流园区招商引资分析
5.3.1 物流园区项目建设规模
5.3.2 物流园区招商引资现状
5.3.3 物流园区招商引资模式
5.3.4 物流园区招商引资建议
5.4 总部经济园招商引资分析
5.4.1 总部经济园项目建设情况
5.4.2 总部经济园招商引资现状
5.4.3 总部经济园招商引资模式
5.4.4 总部经济园招商引资建议
5.5 保税区建设与招商引资分析
5.5.1 保税区经济指标分析
5.5.2 保税区主要贸易方式
5.5.3 保税区进口地分析
5.5.4 保税区进口产品分析
5.5.5 保税区出口地分析
5.5.6 保税区出口产品分析
5.5.7 保税区招商引资现状
5.5.8 保税区招商引资模式
5.5.9 保税区招商引资建议
5.6 出口加工区建设与招商引资分析
5.6.1 出口加工区经济指标分析
5.6.2 出口加工区贸易方式分析
5.6.3 出口加工区进口地分析
5.6.4 出口加工区进口产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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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 出口加工区出口地分析
5.6.6 出口加工区出口产品分析
5.6.7 出口加工区招商引资现状
5.6.8 出口加工区招商引资模式
5.6.9 出口加工区招商引资建议
5.7 汽车产业园建设与招商引资分析
5.7.1 汽车产业园投资风险分析
5.7.2 汽车产业园投资进展与趋势
5.7.3 汽车产业园招商引资现状
5.7.4 汽车产业园招商引资建议
5.8 智慧园区招商引资分析
5.8.1 企业入驻智慧园区的需求分析
5.8.2 智慧园区物业服务创新分析
5.8.3 智慧园区招商政策创新分析
5.8.4 智慧园区商业配套服务创新
5.8.5 智慧园区招商模式创新分析
第6章：“互联网+”时代各省市招商引资与区域振兴规划分析
6.1 “互联网+”时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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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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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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