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2020年中国保税区市

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

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博思数据研究中心编制
www.bosidata.com

http://www.bosidata.com


报告报价

《2015-2020年中国保税区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信息及时，资料详实，指导性强，

具有独家，独到，独特的优势。旨在帮助客户掌握区域经济趋势，获得优质客户信息，准确

、全面、迅速了解目前行业发展动向，从而提升工作效率和效果，是把握企业战略发展定位

不可或缺的重要决策依据。

官方网站浏览地址：http://www.bosidata.com/maoyi1412/72802911EO.html

【报告价格】纸介版7000元 电子版7200元 纸介+电子7500元

【出版日期】2014-12-01

【交付方式】Email电子版/特快专递 

【订购电话】全国统一客服务热线：400-700-3630(免长话费)  010-57272732/57190630

博思数据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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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bosidata.com/maoyi1412/72802911EO.html


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5-2020年中国保税区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四章。首先

介绍了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及保税区的概念、分类等，接着分析了中国保税区的宏观环境及政

策环 境，然后分别阐述了中国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保税港区及综合保税区的发展状况及

策略。随后，报告对保税区外贸进出口、保税区业务发展进行了具体分析，最 后报告详细探

讨了保税区的转型升级及招商引资战略途径，并解析了保税区招商引资的产业指引。      从我

国现行保税监管体制来看，保税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保税区是指一切具有保税功能

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狭义的保税区只是海关特殊监管区的其中一种模式，亦称保税仓库区

，这是一国海关设置的或经海关批准注册、受海关监督和管理的可以较长时间存储商品的区

域。 

    保税区具有进出口加工、国际贸易、保税仓储商品展示等功能，享有&ldquo;免证、免税、

保税&rdquo;政策，实行&ldquo;境内关外&rdquo;运作方式，是中国对外开放程度最高、运作

机制最便捷、政策最优惠的经济区域之一。 

    自1990年6月国务院批准设立第一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mdash;&mdash;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

始，中国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截止2014年6月底，全国共有海关特殊监

管区域113个，其中保税区为15个。 

    2013年，全国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实现经营总收入44707.8亿元，比上年增长11.4%；实现工业

总产值18235.6亿元，比上年增长5.5%；实现商品销售额和物流企业经营收入23812.5亿元

和5946.9亿元，比上年增长12.3%和9.7%。2014年上半年，全国有统计数据的110个海关特殊监

管区域实现进出口总额3122.9亿美元，同比下降15.3%。 

    近年来，海关部署和两区协会适时提出推动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整合发展，实现保

税区转型升级。毫无疑问，正处于政策调整窗口期的我国各类保税区，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化

改革，加快整合，促进拓展，赢得保税区&ldquo;这盘棋&rdquo;的大活跃。特别是各项政策应

适度超前，以真正实现货物流&ldquo;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区内自由&rdquo;的管理原则；有

了这一步骤后，在合适的时候再考虑将部分具备条件的保税区逐步升级为自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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