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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自由贸易园区 （Free Trade Zone）是指在贸易和投资等方面比世贸组织有关规定更加优惠

的贸易安排；在主权国家或地区的关境以外，划出特定的区域，准许外国商品豁免关税自由

进出。实质上是采取自由港政策的关税隔离区。狭义仅指提供区内加工出口所需原料等货物

的进口豁免关税的地区，类似出口加工区。广义还包括自由港和转口贸易区。  

      2013年8月22日，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为中国第1个

自贸区。2014年12月12日，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

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3个自贸区。

      2016年8月31日，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浙江）自

由贸易试验区、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重庆

）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7个自贸区

。世界自由贸易大会于2016年11月5日在中国澳门召开。本届大会的主题是：中国自由贸易区

战略下的&ldquo;一带一路&rdquo;合作机会。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8-2024年中国自贸区行业分析与发展前景评估报告》共十五

章。首先介绍了自贸区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自贸区规模及消费需求，然后

对中国自贸区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自贸区面临的机遇及发展前景

。您若想对中国自贸区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

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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