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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2 山东省招商引资主要优势分析

　　　　（1）自然资源优势

　　　　（2）交通优势

　　　　（3）地理位置优势

　　　7.2.3 山东省承接产业转移情况分析

　　　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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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5 山东省招商引资策略及特色模式

　　　7.2.6 山东省招商引资存在的问题分析

　　　7.2.7 山东省最佳招商引资路径建议

　　7.3 数字化转型时代江苏省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7.3.1 江苏省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分析

　　　　（1）关于外商投资高新技术项目的税收优惠政策

　　　　（2）关于对外商投资的产品出口和先进技术企业的优惠政策

　　　　（3）关于各类开发区的优惠政策

　　　　（4）关于外商投资企业进口设备的优惠政策

　　　　（5）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

　　　7.3.2 江苏省招商引资主要优势分析

　　　7.3.3 江苏省承接产业转移情况分析

　　　7.3.4 江苏省招商引资发展规模分析

　　　　（1）江苏省引进内资情况

　　　　（2）江苏省引进外资情况

　　　7.3.5 江苏省招商引资策略及特色模式

　　　7.3.6 江苏省招商引资存在的问题分析

　　　7.3.7 江苏省最佳招商引资路径建议

　　7.4 数字化转型时代河南省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7.4.1 河南省招商引资促进政策分析

　　　7.4.2 河南省招商引资主要优势分析

　　　7.4.3 河南省承接产业转移情况分析

　　　7.4.4 河南省招商引资发展规模分析

　　　　（1）河南省引进内资情况

　　　　（2）河南省引进外资情况

　　　7.4.5 河南省招商引资策略及特色模式

　　　7.4.6 河南省招商引资存在问题分析

　　　7.4.7 河南省最佳招商引资路径建议

　　7.5 数字化转型时代广东省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7.5.1 广东省招商引资政策分析

　　　　（1）广东省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政策

　　　　（2）广东省招商引资相关政策

　　　7.5.2 广东省招商引资主要优势分析

　　　7.5.3 广东省承接产业转移情况分析

　　　7.5.4 广东省招商引资发展规模分析

　　　　（1）广东省引进内资情况

　　　　（2）广东省引进外资情况

　　　7.5.5 广东省招商引资策略及特色模式

　　　7.5.6 广东省招商引资存在的问题分析

　　　7.5.7 广东省最佳招商引资路径建议

　　7.6 数字化转型时代辽宁省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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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1 辽宁省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分析

　　　　（1）辽宁省招商引资优惠政策

　　　　（2）辽宁省各市招商引资优惠政策

　　　7.6.2 辽宁省招商引资主要优势分析

　　　7.6.3 辽宁省承接产业转移情况分析

　　　7.6.4 辽宁省招商引资发展规模分析

　　　　（1）辽宁省引进内资情况

　　　　（2）辽宁省引进外资情况

　　　7.6.5 辽宁省招商引资策略及特色模式

　　　7.6.6 辽宁省招商引资存在的问题分析

　　　7.6.7 辽宁省最佳招商引资路径建议

　　7.7 数字化转型时代河北省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7.7.1 河北省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分析

　　　　（1）《河北省加快建设开放强省行动方案（2023-2027年）》

　　　　（2）《关于落实国务院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意见》

　　　　（3）《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实施意见》

　　　7.7.2 河北省招商引资主要优势分析

　　　7.7.3 河北省承接产业转移情况分析

　　　7.7.4 河北省招商引资发展规模分析

　　　　（1）河北省引进内资情况

　　　　（2）河北省引进外资情况

　　　7.7.5 河北省招商引资策略及特色模式

　　　7.7.6 河北省招商引资存在的问题分析

　　　7.7.7 河北省最佳招商引资路径建议

　　7.8 数字化转型时代四川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7.8.1 四川省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分析

　　　　（1）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

　　　　（2）国家级开发区优惠政策

　　　　　1）国家级开发区税收优惠政策

　　　　　2）出口加工区相关优惠政策

　　　　（3）四川省出台的全省性优惠政策

　　　　　1）矿产资源优惠政策

　　　　　2）投资保障及其他优惠政策

　　　　（4）《关于扩大开放促进投资若干政策措施意见的通知》

　　　　（5）《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实施意见》

　　　7.8.2 四川省招商引资主要优势分析

　　　　（1）良好政策环境

　　　　（2）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

　　　　（3）科技优势

　　　　（4）较好地产业基础

　　　7.8.3 四川省承接产业转移情况分析

　　　7.8.4 四川省招商引资发展规模分析

　　　　（1）四川省引进内资情况

　　　　（2）四川省引进外资情况

　　　7.8.5 四川省招商引资策略及特色模式

　　　7.8.6 四川省招商引资存在的问题分析

　　　7.8.7 四川省最佳招商引资路径建议

　　7.9 数字化转型时代浙江省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7.9.1 浙江省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分析

　　　　（1）《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2）《关于金融助力外贸稳增长的若干意见》

　　　　（3）《关于执行外资研发中心享受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

　　　　（4）《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招商引资工作的指导意见》

　　　7.9.2 浙江省招商引资主要优势分析

　　　7.9.3 浙江省承接产业转移情况分析

　　　7.9.4 浙江省招商引资发展规模分析

　　　　（1）浙江省引进内资情况

　　　　（2）浙江省引进外资情况

　　　7.9.5 浙江省招商引资策略及特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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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6 浙江省招商引资存在问题分析

　　　7.9.7 浙江省最佳招商引资路径建议

　　7.10 数字化转型时代湖南省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7.10.1 湖南省招商引资政策分析

　　　7.10.2 湖南省招商引资主要优势分析

　　　7.10.3 湖南省承接产业转移情况分析

　　　7.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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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5 湖南省招商引资策略及特色模式

　　　7.10.6 湖南省招商引资存在的问题分析

　　　7.10.7 湖南省最佳招商引资路径建议

　　7.11 数字化转型时代江西省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7.11.1 江西省招商引资政策分析

　　　7.11.2 江西省招商引资主要优势分析

　　　7.11.3 江西省承接产业转移情况分析

　　　7.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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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1.5 江西省招商引资策略

　　　7.11.6 江西省招商引资存在的问题分析

　　　　（1）外商投资规模、行业、地区布局上的问题

　　　　　1）外商投资规模普遍不大，外资总量不足

　　　　　2）江西省的招商引资的资金来源布不均衡

　　　　　3）外商投资出现行业分布不均衡、地区间发展不平衡

　　　　（2）招商引资政策上出现的问题

　　　　（3）投资环境上的问题

　　　7.11.7 江西省最佳招商引资路径建议

　　7.12 数字化转型时代福建省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7.12.1 福建省招商引资政策分析

　　　7.12.2 福建省招商引资主要优势分析

　　　7.12.3 福建省承接产业转移情况分析

　　　7.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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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2.5 福建省招商引资策略及特色模式

　　　　（1）厦门市招商空间一张图

　　　　（2）《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印发2024年一季度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

》

　　　7.12.6 福建省招商引资存在的问题分析

　　　7.12.7 福建省最佳招商引资路径建议

　　7.13 数字化转型时代重庆市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7.13.1 重庆市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分析

　　　7.13.2 重庆市招商引资主要优势分析

　　　7.13.3 重庆市承接产业转移情况分析

　　　7.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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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5 重庆市招商引资策略及特色模式

　　　7.13.6 重庆市招商引资存在的问题分析

　　　7.13.7 重庆市最佳招商引资路径建议

　　7.14 数字化转型时代上海市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7.14.1 上海市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分析

　　　　（1）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

　　　　（2）《上海市外商投资条例》

　　　　（3）《上海市促进外商投资全球伙伴计划实施办法》

　　　7.14.2 上海市招商引资主要优势分析

　　　7.14.3 上海市承接产业转移情况分析

　　　7.14.4 上海市招商引资发展规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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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上海市引进内资情况

　　　　（2）上海市引进外资情况

　　　7.14.5 上海市招商引资策略及特色模式

　　　7.14.6 上海市招商引资存在的问题分析

　　　7.14.7 上海市最佳招商引资路径建议

　　7.15 数字化转型时代天津市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7.15.1 天津市招商引资政策分析

　　　7.15.2 天津市招商引资主要优势分析

　　　7.15.3 天津市承接产业转移情况分析

　　　7.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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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5.5 天津市招商引资策略及特色模式

　　　7.15.6 天津市招商引资存在的问题分析

　　　7.15.7 天津市最佳招商引资路径建议

　　7.16 数字化转型时代北京市招商引资情况分析

　　　7.16.1 北京市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分析

　　　7.16.2 北京市招商引资主要优势分析

　　　7.16.3 北京市承接产业转移情况分析

　　　7.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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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6.5 北京市招商引资策略及特色模式

　　　7.16.6 北京市招商引资存在的问题分析

　　　7.16.7 北京市最佳招商引资路径建议

第8章：中国招商引资资金渠道发展与风险规避
　　8.1 招商引资资金来源渠道分析

　　　8.1.1 招商引资产业资本渠道分析

　　　8.1.2 招商引资政府资本渠道分析

　　　8.1.3 招商引资风险资本渠道分析

　　　8.1.4 招商引资其他资本渠道分析

　　8.2 招商引资发展对策建议

　　　8.2.1 招商引资方法梳理

　　　　（1）市场细分方面

　　　　（2）目标市场定位方面

　　　8.2.2 招商引资细分对策建议

　　8.3 招商引资风险与规避措施

　　　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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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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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3 招商引资风险规避经验对比

　　　　（1）注重对外资的引导和风险管理

　　　　（2）重视对引进外资的法律规范和行政管理

　　　　（3）注重引进外资政策与国内产业政策的相互协调和促进

　　　　（4）重视技术的引进、吸收和创新

　　　8.3.4 国外招商引资风险规避经验借鉴

　　　　（1）吸收和利用外资是促进国家经济安全战略的必然选择

　　　　（2）努力打造招商引资核心竞争优势

　　　　（3）政策法规的基本出发点应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国家宏观经济安全

　　　　（4）经济安全的战略和政策应适应国情和外部环境，具有前瞻性、预警性

　　　　（5）引进外资应注重技术引进，把利用外资同提高技术水平相结合

　　8.4 中国招商引资发展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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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1 招商引资区域转移趋势

　　　8.4.2 招商引资行业选择趋势

　　　8.4.3 招商引资质量提升趋势

　　　8.4.4 招商引资范围扩大趋势

　　　8.4.5 招商引资专业化趋势

　　　8.4.6 招商引资资金渠拓宽趋势

　　　8.4.7 数字化转型环境下招商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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