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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自贸区产业全景调研与发展商机研究报告（2015-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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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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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中国报告网发布的《中国自贸区产业全景调研与发展商机研究报告（2015-2020）》首
先介绍了自贸区相关概述、中国自贸区市场运行环境等，接着分析了中国自贸区市场发展的
现状，然后介绍了中国自贸区重点区域市场运行形势。随后，报告对中国自贸区重点企业经
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自贸区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自贸区产业有个系
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自贸区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自2001年以来，我国自贸区建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取得了重大进展，初步形成了周
边自贸平台和全球自贸区网络，不仅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政治经济效 应，而且为我国经
济贸易平稳较快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2013年底，我国正在建设18个自贸区，其中已
签署12个自贸协定，正在谈判6个自贸协定。
2013年9月29日，上海自由贸易区正式挂牌成立，它是中国大陆境内第一个自由贸易区，是
先行先试、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意义深远。结合国 外经验以及市场预期，上
海自贸区在贸易、税收、金融和投资四大领域值得期待。从国外自贸区发展范例来看，信息
服务、地产、物流、国际贸易、金融、航运服务六大行业有望在自贸区建立或发展过程中受
益。
自贸区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和发展机遇让许多地政府侧目。目前，天津东疆、广东前海、
南沙、横琴、白云空港、浙江舟山、重庆等城市均采取不同策略，争取自由贸易区试点机会
。

我国政府积极推动自贸区建设，2007年，中共十七大正式提出“实施自贸区战略”。2010
年，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区域合作”
，《中央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要引导和推动区域合作进程，加快实施自贸
区战略。”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中五次提到了自贸区，要求“在推进现有试点基础上，选择若干具备条件地方发展自
由贸易园（港） 区”。在诸多政策推动下，我国自贸区建设有望得到加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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