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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5-2020年中国保税区市场竞争力分析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三章

。介绍了保税区行业相关概述、中国保税区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保税区行业的现状、

中国保税区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保税区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保税区产业

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保税区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保税区行业，本报告

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根据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海关报国务院批准，对部分已有的海关特殊

监管区域进行了整合，在中西部地区优先考虑并设立了一批出口加工区、综合保税区、保税

港区，引导产业有序转移。经过多年探索，我国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已形成较大的外贸进出口

规模、较强的加工制造能力和较好的社会经济效益，逐步成为我国扩大开放的重要窗口，吸

引境内外投资的重要载体，促进加工贸易健康发展的先行先试先导区。目前，中国沿海省份

、中部6省以及西部的陕西、新疆、宁夏等大部分省都已经建成了各自的综合保税区。截

至2013年，国务院批准设立海关特殊监管区（包括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港区、综合保

税区、保税物流园区和珠澳跨境工业园区）数量有131多个，其中13个重点保税区、33个综合

保税区、14个保税港区、9个保税物流园区、60个出口加工区、2个跨境工业园区，中国的这

些特殊功能区对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开展贸易、资本、技术等方面的经济合作发挥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 

    目前，保税区成为我国外贸增长的重要支撑点，各大特殊区域加大对企业扶持力度，保税

区发展态势良好。据海关数据统计，2012年，全年保税区完成进出口总额6068亿美元，完成

工业总产值17153.6亿元，实现物流企业营业收入5237.3亿元，税务部门税收857.5亿元。2013

年1-9月，全国保税区进出口累计5230.6亿美元，其中出口2565.4亿美元，进口2665.2亿美元，

保税区运营发展良好，增长加速。 

    随着保税特殊区域数量的不断增多，同类区域竞争继续加剧，部分区域根据形势的变化和

发展的需要，结合自身优势，在功能创新上取得新进展。保税区在提高综合经济实力、招商

引资和进出口贸易方面均取得了显着的成绩，已成为沟通国内外市场的重要桥梁。然而，海

关监管、保税物流、土地存量和出口退税等因素已成为保税区进一步发展的&ldquo;瓶

颈&rdquo;。区港联动和保税物流中心（B型）试点是国务院批准的保税区两种转型模式，一

方面解决保税区发展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促进我国保税区向港口物流中心转型，并且适应

内地发展现代物流的需要，从而推动我国保税区逐步发展成为国际上真正的&ldquo;自由

港&rdquo;或&ldquo;自由贸易区&rdquo;。 



    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科学发展的指导意见》称，要稳步推进特殊监管

区域整合优化，促进加工贸易向产业链高端延伸，鼓励加工贸易企业向特殊监管区域集中，

使其成为引导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承接产业转移、优化产业结构、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

，未来保税区发展前景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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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园区招商引资规模情况 

（二）园区合同利用外资情况 

（三）园区实际利用外资情况 

五、保税物流园区的进出口情况 

（一）保税物流园区进口情况 

（二）保税物流园区出口情况 

第三节 保税物流园区业务发展分析 

一、保税物流园区物流业运营分析 

（一）物流园区物流企业分析 

（二）物流园区物流业运营情况 

二、保税物流园区贸易业运营分析 

（一）物流园区贸易企业分析 

（二）物流园区贸易业运营情况 

三、保税物流园区加工业运营分析 

第八章 中国出口加工区运营状况分析 

第一节 出口加工区发展概况 

一、出口加工区申请审批分析 

（一）出口加工区审批标准 

（二）出口加工区审批流程 

二、出口加工区发展评估体系 

三、出口加工区设立数量分析 

四、出口加工区发展存在的问题 

第二节 出口加工区运营状况分析 



一、出口加工区发展情况分析 

（一）加工区批准及封关面积 

（二）加工区的从业人员情况 

二、出口加工区固定资产投资 

（一）加工区资产投资规模 

（二）加工区房屋建筑面积 

三、出口加工区工业总产值分析 

四、出口加工区经营规模分析 

（一）加工区营业收入规模 

（二）加工区税收收入规模 

五、出口加工区招商引资情况 

（一）保税区招商引资规模 

（二）外商直接投资情况 

（三）合同利用外资情况 

（四）实际到位资金情况 

第三节 出口加工区细分业务分析 

一、出口加工区出口加工业务分析 

二、出口加工区仓储物流业务分析 

三、出口加工区商品展销业务分析 

第四节 出口加工区进出口贸易分析 

一、出口加工区进出口总体情况分析 

二、出口加工区进口市场情况分析 

（一）出口加工区进口总体情况 

（二）出口加工区进口来源地区 

（三）出口加工区进口商品情况 

三、出口加工区出口市场情况分析 

（一）出口加工区出口总体情况 

（二）出口加工区出口流向地区 

（三）出口加工区出口商品情况 

四、出口加工区进出口市场前景分析 

第三篇 典型案例篇 



第九章 中国典型综合保税区运营状况分析 

第一节 洋山保税港区 

一、保税区区位优势分析 

二、保税区优惠政策分析 

三、保税区固定资产投资 

四、保税区经营收入分析 

五、保税区税收收入分析 

六、保税区招商引资分析 

七、保税区的进出口贸易 

八、保税区入驻企业情况 

九、保税区产业运营情况 

（一）物流业运营情况 

（二）加工业运营情况 

（三）运输业运营情况 

第二节 烟台保税港区(研究内容同上) 

第三节 青岛保税港区 

第四节 苏州工业园综合保税区 

第五节 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 

第六节 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综合保税区 

第七节 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 

第八节 淮安综合保税区 

第九节 天津东疆保税港区 

第十节 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 

第十章 中国典型保税物流园区运营状况分析 

第一节 上海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 

一、物流园区区位优势分析 

二、物流园区优惠政策分析 

三、物流园区固定资产投资 

四、物流园区经营收入分析 

五、物流园区招商引资分析 

六、物流园区的进出口贸易 



七、物流园区入驻企业情况 

八、物流园区产业发展情况 

第二节 深圳保税物流园区(研究内容同上) 

第三节 厦门象屿保税物流园区 

第四节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 

第五节 广州保税区 

第六节 深圳保税区 

第七节 宁波保税区 

第八节 张家港保税区 

第九节 海口保税区 

第十节 厦门象屿保税区 

第十一章 中国典型出口加工区运营状况分析 

第一节 天津出口加工区 

一、出口加工区区位优势分析 

二、出口加工区优惠政策分析 

三、出口加工区固定资产投资 

四、出口加工区经营收入分析 

五、出口加工区招商引资分析 

六、出口加工区的进出口贸易 

七、出口加工区入驻企业情况 

八、出口加工区产业发展情况 

第二节 河北秦皇岛出口加工区(研究内容同上) 

第三节 辽宁大连出口加工区 

第四节 上海松江出口加工区 

第五节 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 

第六节 江苏无锡出口加工区 

第七节 浙江宁波出口加工区 

第八节 山东青岛出口加工区 

第九节 广东深圳出口加工区 

第十节 广西北海出口加工区 



第四篇 前景策略篇 

第十二章 博思数据关于中国保税区行业发展前景及投融资策略 

第一节 2015-2020年中国保税区发展前景趋势分析 

一、保税区发展趋势分析 

二、保税区发展前景分析 

（一）综合保税区发展前景 

（二）保税物流园区发展前景 

（三）出口加工区发展前景分析 

第二节 2015-2020年中国保税区投融资机会策略 

一、保税区的投资驱动因素 

二、保税区的投资机会分析 

（一）综合保税区的投资机会 

（二）保税物流园区投资机会 

（三）出口加工区的投资机会 

四、保税区投融资策略分析 

第三节 2015-2020年中国保税区投融资风险分析 

一、政策风险分析 

二、经济风险分析 

三、进出口风险 

四、国际利率风险 

第十三章 中国保税区转型升级发展策略分析 

第一节 中国自由贸易园区运营发展分析 

一、保税区与自由贸易园区的区别 

二、自由贸易园区发展类型分析 

（一）转口集散型 

（二）贸工结合型 

（三）出口加工型 

（四）保税仓库型 

（五）商业零售型 

（六）自由港型 

三、自贸区申报一般流程 



（一）研究论证 

（二）初步方案 

（三）部委调研 

（四）方案上报 

（五）方案审批 

（六）正式批准 

四、自由贸易园区发展目标分析 

五、上海自由贸易园区建设情况 

（一）贸易园区区位优势 

（二）贸易园区产业定位 

（三）贸易园区入驻企业 

（四）贸易园区运行情况 

六、自由贸易园区申报试点情况 

第二节 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发展分析 

一、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阶段分析 

（一）试点阶段（2003-2006年） 

（二）调整阶段（2007-2010年） 

（三）巩固阶段（2011-2015年） 

二、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可行性分析 

（一）保税区向自贸区转型的必要性 

（二）保税区向自贸区转型的可行性 

三、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评价因素 

（一）经济实力因素分析 

（二）软环境因素分析 

（三）硬环境因素分析 

（四）发展潜力因素分析 

四、保税区转型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益 

（一）经济增长效应 

（二）对腹地的拉动效应 

（三）产业结构效应 

五、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的问题分析 

六、国外自贸区发展对我国保税区转型的启示 



第三节 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升级策略 

一、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模式 

（一）区港联动模式 

（二）海关管理模式 

（三）税收管理模式 

（四）外汇管理模式 

二、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目标 

（一）功能定位转型 

（二）地理位置转变 

（三）管理模式转变 

三、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实践 

（一）功能政策接轨 

（二）管理模式接轨 

（三）监管方式接轨 

（四）物流人才接轨 

四、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举措 

（一）争取政策 

（二）监管创新 

（三）功能整合 

（四）体制突破 

（五）集约发展 

（六）服务联动 

五、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对策 

六、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策略 

第四节 出口加工区向综合保税区转型分析 

一、出口加工区转型保税区可行性分析 

（一）出口加工区转型升级优势 

（二）出口加工区转型的可行性 

二、出口加工区转型保税区需求分析 

三、出口加工区转型升级的功能定位 

四、出口加工区转型升级的途径选择 

（一）出口加工区功能拓展 



（二）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整合 

（三）向自由贸易区转型升级 

五、出口加工区转型升级面临的问题 

六、出口加工区转型升级的战略分析 

七、出口加工区转型升级的实施对策 

第五节 保税区向产业新城转型升级策略分析 

一、政策与功能融合分析 

二、功能区空间融合分析 

三、新区产业升级战略 

四、产业新城融合规划 

五、人力资源融合规划 

第六节 保税区转型升级典型案例运营分析 

一、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转型自由贸易区分析 

（一）外高桥保税区转型的优势分析 

（二）外高桥保税区转型可行性分析 

（三）外高桥保税区转型的建议分析 

二、大连保税区转型自由贸易区分析 

（一）大连保税区转型的战略意义 

（二）大连保税区转型的SWOT分析 

（三）大连保税区转型的运行情况 

（四）大连保税区转型的战略分析 

三、青岛保税区转型自由贸易港区分析 

（一）青岛保税区转型的战略意义 

（二）青岛保税区转型的优势分析 

（三）青岛保税区转型的运作模式 

（四）青岛保税区转型的目标模式 

（五）青岛保税区转型的步骤分析 

四、天津港保税区转型自由贸易区分析 

（一）天津港保税区转型的优势 

（二）天津港保税区转型可行性 

（三）天津港保税区转型功能定位 

（四）天津港保税区转型实现途径 



（五）天津港保税区转型的政策建议 

五、深圳盐田保税区转型升级分析 

（一）盐田保税区转型的优势分析 

（二）盐田保税区转型的功能定位 

（三）盐田保税区转型的产业升级 

六、深圳福田保税区转型自由贸易区分析 

（一）福田保税区转型的优势分析 

（二）福田保税区转型的定位目标 

（三）福田保税区转型的产业升级 

第七节 出口加工区转型综合保税区案例分析 

一、昆山出口加工区转型综合保税区分析 

二、福州出口加工区转型综合保税区分析 

三、潍坊出口加工区转型综合保税区分析 

四、郴州出口加工区转型综合保税区分析 

五、泉州出口加工区转型综合保税区分析 

六、赣州出口加工区转型综合保税区分析 

七、镇江出口加工区转型综合保税区分析 

八、南通出口加工区转型综合保税区分析 

九、嘉兴出口加工区转型综合保税区分析 

十、嘉定出口加工区区转型综合保税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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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10-2013年中国出口加工区招商引资规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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