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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招商引资是指地方政府（或地方政府成立的开发区）吸收投资（主要是非本地投资者）的活

动。

中国在基础设施、投资环境、服务体系等方面不断完善，营商环境不断优化。近年来我国实

际使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2021年，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734.8亿美元，同比增长20.2%，

引资规模再创历史新高。2022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2326.8亿元，同比增长6.3%。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融入国际经济的进程，不断调整和完善招商引资的法律、法规，

使招商引资的政策不断向规范化和国际化发展，并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招商引资法规体系

，对提高我国利用外资的水平发挥了巨大的作用。2021年10月，商务部正式印发《&ldquo;十

四五&rdquo;利用外资发展规划》，提出&ldquo;十四五&rdquo;时期利用外资发展的目标是：

利用外资规模位居世界前列，利用外资大国地位稳固，利用外资结构持续优化，与对外投资

、对外贸易、促进消费的联动作用进一步加强，为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联接国内国际双循

环发挥更加积极作用。2021年12月2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出台了第47号令和第48号令

，分别发布《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1年版）》和《自由贸易试验区

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1年版）》，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与2020年

版相比，2021年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主要有四方面变化，包括进一步深化制造业开放、自贸

试验区探索放宽服务业准入、提高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精准度、优化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

。2022年5月10日，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发布了《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22年版）（征求

意见稿）》，此次修订的基本原则是&ldquo;总量增加、结构优化&rdquo;，与2020年版相比，

增加238条，修改114条，删除38条。这表明了我国持续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有利于增强我

国对外资吸引力，优化外资在我国产业链布局，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  

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中国作为拥有14亿人口、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新型开放大

国，是全球最具潜力的大市场。中国坚持推进以扩大内需为基本导向的高水平开放，不仅能

够有效释放14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潜力，而且有利于全球共享中国市场。我国已成为各国

投资者都要争夺的市场，有远见的投资者不会放弃在我国的投资机会，我国招商引资的前景

依然广阔。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招商引资模式市场评估与市场全景评估报告》共十二章

。首先介绍了招商引资的概念、特征、类型等，接着分析了国外招商引资的发展概况和中国

招商引资的发展环境与政策背景，然后重点分析了国内招商引资、吸引外资的状况及典型模

式，并对产业园区的招商引资和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工作的问题做了分析。随后，报告对我国

主要省市招商引资的发展做了具体细致的分析。最后分析了招商引资的风险规避及未来前景



。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商务部、发改委、中企顾问网、中企顾问网市场调

查中心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丰富，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预测模型

，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单位若想对招商引资发展有个系统深入的了

解、或者想投资地方经济发展，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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