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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但其背后却是一个庞大的开放贸易王国。在国际贸易

、出口加工、仓储物流、商品展示等一系列特殊功能的旗帜

下，青岛保税区无限放大着自己的优势，成为青岛市、山东

省乃至整个沿黄流域的开放热土。 百考试题获悉，截至“十

五”期末，在面积仅2.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保税区累计引进

世界500强企业投资项目26个，引进以物流仓储、分拨配送、

商品展示、跨国采购、港航服务、信息咨询、高新技术等为

主的过千万美元项目47个，在保税区设立的贸易和出口加工

企业3300多家，其中贸易企业占到出口企业的90％左右，贸

易伙伴涉及34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进出口总额“十五”期间

年均增长45.33%，贸易业实现的增加值占区内生产总值

（GDP）的33.58%，位居所有行业第二位。而保税物流园区

成功通过国家验收投入运营，使保税区的开放带动作用进一

步加强。 如今，即将于12月中旬投入使用、总投资45亿元的

国际集装箱码头正在紧张的建设之中，同时，与其毗邻的青

岛保税物流园区则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发展景象。这片国

家批准的青岛区港联动试点区域，正以全新的政策和功能优

势，彰显着打造东北亚国际物流中心，建设国际自由港的胆

识和气魄。 把贸易业作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以

流量经济推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正成为保税区“贸易立区

”的重要攻略，并呈现出良好局面。 实施“高端贸易”战略 

在保税区的26家世界500强企业中，就有17家贸易企业。这样



一个比重，既显示了保税区特有的政策吸引力，也标志着该

区域致力放大贸易功能追求。 作为保税区外贸进出口的主力

军,2006年该行业在上半年实现的进出口占总额的31％，其中

出口占总额的34％，进口占总额的29％。特别是世界５００

强企业和外资的贸易公司，其税收贡献率较大，在国税收入

前50名企业中，世界５００强企业6家，外资企业20家，共占

前50名企业的52％。 实施“高端贸易”和“品牌贸易”，是

保税区积极推动区内贸易的重要战略。 在一系列科技兴贸战

略的引导下，保税区不断调整区内加工贸易发展方向，着力

优化产业结构，把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提高企业竞

争力、产品竞争力作为促进外贸进出口可持续发展的一项基

础性工作。通过引导企业积极申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高新

技术产品，提高其国际市场竞争力，增强企业技术水平，提

高出口商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加大对有潜力企业和产品

的培育，注重名牌孵化培育，建成拥有国际、国家、省、市

的“阶梯化”的品牌、名牌体系，积极营造一个有利于企业

实施品牌战略的运行机制和氛围。2005年青岛保税区通过实

施“双十工程”战略，培育了一批国际知名度高、产业带动

能力强，产品科技含量高、进出口贸易量大的制造业与进出

口贸易业龙头企业群体，如高校软控、普仕宝枫、易邦生物

、俪徕精细化、澳龙光电、西瑞电气和圣元乳业等都成为保

税区自主创新和品牌建设的龙头企业、外贸进出口的骨干企

业，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增强了保税区贸易、货物集散和服务的辐射能力。 目前，保

税区高科技含量企业占入区项目的60%以上。同时，保税区

凭借地缘优势，先后引进了依爱电子、光盈光电、金海迅、



蓝鹰电子、柯达影像器材、虹桥电子以及日本的松下电子等

世界500强企业，积极打造通讯电子制造业基地，以通信设备

及计算机制造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崛起，成为区域经

济发展的支柱产业。2005年保税区通讯设备、计算机及其他

电子产品制造业实现工业总产值占全区工业总产值比重

的55.34%，推动外贸进出口形成了以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

品为主导，高新技术产品带动机电产品、机电产品带动外贸

增长，其“高端贸易”格局逐步形成。 瞄准国际物流中心 谁

拥有了现代物流优势，谁就会拥有区域竞争优势。 立足于东

北亚地区的竞争态势和我国沿海地区贸易物流的布局，

自2000年起，保税区对自身功能作了重大调整，确定了以贸

易带动物流，以物流促进贸易的流量经济发展战略，在全国

保税区中率先提出发展现代物流业，将保税区建设成为自由

港性质的国际物流中心。 依据现代物流产业特征，青岛保税

区着力放大现代国际物流、国际商展、跨国采购、国际贸易

、保税仓储等功能，大力吸引世界知名物流公司和国际贸易

企业，带动现代物流和国际贸易的迅猛发展。短短几年时间

，仓储物流企业由五六家迅速发展到近百家，累计投资达15.2

亿元，并汇集了小松物流等世界500强物流企业8家，入库货

值货量、出库货值货量和库存货值多年来保持三位数的增长

率。以森泰达、金来、宏轮、宝曼克等企业为代表，形成进

口、加工、分拨为特色的橡胶分拨中心；以赛奥卡、金诚国

际、银禧国际、宏川物流等企业为代表，形成专业从事棉花

进口、以分拨为特色的棉花集散地和进口交易中心；以菱光

物流、日商岩井、喜乐客思、怡坤物流、山东外运等为代表

的一批保税物流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物流企业逐步从过去投



资规模小、只有简单的保税仓储业务，向着集存储、冷藏、

运输、装卸、报关、商品展示、代售、加工增值、货物采购

、分拨、配送和物流信息处理于一体的现代国际物流业转型

。招商局国际、日本三菱、中铁物流、小松物流、中国外运

等一批国内外著名物流企业入区开展业务，使保税区提供现

代化、专业化物流服务的能力不断提高。仓储货物由棉花、

天然橡胶等大宗低价值货物，发展到冷冻冷藏、液晶面板等

高附加值商品，出口主体不断优化，经济效益日益显现。物

流业为保税区外贸进出口持续快速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成

为保税区最具潜力的产业。2005年仓储转口进口货值全部进

口货值的85.8%；仓储转口出口货值占全部出口货值的22.9%

。 天然的港口条件和国际贸易、保税仓储、物流分拨等功能

优势，推动着保税区“以市场促物流、以物流兴市场”崭新

理念的形成，积极发展大宗原材料交易市场，构建国际交易

市场体系，形成产业聚集效应，通过大贸易促进大物流，推

动区域物流中心建设。 为此，保税区以创建橡胶、矿权、矿

产、棉花、建材、纸浆等国际交易市场体系为目标，重点建

设以构建全国首家矿业投融资平台和矿权交易平台为目标的

青岛矿产品交易市场、青岛矿权交易所；世界第一家己内酰

胺交易市场、中国第一家美元挂牌保税交易的专业化国际橡

胶交易市场；以国际化大型棉花现货超市为发展方向的青岛

棉花交易市场。据悉，青岛橡胶国际交易市场自今年3月正式

开业以来，已吸引入市会员达600余家，市场交易量72.3万吨

，交易额15.6亿美元；青岛国际矿产品展示交易市场已入驻企

业近200家，发展网上会员4000多家，网上交易项目及产品达

上万个，涉及金额26亿元；青岛保税区棉花交易市场发展会



员197家；市场交易量近3万吨，成交金额4.17亿人民币。 三

大新型国际交易市场的建设和发展，不仅为保税区带来大量

的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同时也已经和正在带动更多相关

产业的发展，形成聚集效应，创造了贸易发展的新优势

。2006，青岛保税区棉花进口量激增到20多万吨，保税区成

为山东及周边地区进口棉花原料的集散地。全国质检系统国

家级重点实验室棉花检测实验室、轮胎检测实验室、乳胶制

品检测实验室，以及与此相关的区域性橡胶检测中心实验室

、区域性塑料检测中心实验室也落户青岛保税区，为推动市

场产业快速健康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有专家指出，三

大交易市场的建立与成功运作，将促进山东省橡胶、纺织、

塑料等产业的发展，推动山东省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同时带

动报关、报检、仓储、转口、运输等业务的发展，促进半岛

地区现代服务业和区域产业升级上档，进而对于沿黄流域的

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辐射带动作用。 向自由贸易区转型 早

在2000年，青岛保税区便结合自身优势和工作实际，在全国

保税区中率先提出了探索向自由贸易区港模式发展的目标，

并分别于2002年、2003年成功举办了中国保税区发展高层论

坛，为“区港联动”作出了充分的理论准备，有力地推动了

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的进程。 2005年11月11日，以青岛

为首的七家保税区通过国家海关总署等六部委的联合验收，

青岛保税区成为国家８个“区港联动”试点之一。青岛保税

物流园区的正式封关运作不仅标志着青岛保税区向着功能与

国际通行的“自由贸易区”或“自由港”迈进了一步，更重

要的是，在区港联动优惠政策下，保税物流园区将依托港口

优势和保税区众多的国际贸易企业，着重培育国际中转功能



，大幅度增加进口、出口和中转货运总量，从而形成大流通

、大中转、大仓储的格局，提高保税区的整体综合素质。 如

今，保税区已解决了困扰加工贸易企业出口退税的“香港一

日游”问题，从时间和费用上大大降低了企业的物流成本，

提高了资金周转速度，改变了保税区现行的“离境退税”方

式，使得青岛海港口岸拥有了“零关税”、“无障碍”和“

全方位”对外开放的自由港区优势，园区企业经营竞争力进

一步增强。同时，园区所特有的国际中转、国际采购、国际

配送和国际转口贸易功能，使保税区贸易功能得到进一步拓

展，增强了保税区贸易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它将为青岛发展

现代物流，繁荣外贸经济，建设东北亚国际枢纽大港和航运

中心营造新的优势。 自今年2月开始运作第一票货物以来，

“一日游”业务量不断攀升，截至9月底，园区进出口货运量

达119930吨，货值近3亿美元，保税物流功能迅速显现。目前

园区注册的企业有25家，注册资本一亿多元。来园区做业务

的不仅是省内企业，还有西安、东北等地的加工企业。而海

信、中集造箱、太平造箱、浦项不锈钢、中外运等国内知名

企业和大型集团，也纷纷选择物流园区进出口货物并利用园

区功能开展业务。随着园区业务的开展，其对经济腹地的“

辐射效应”日益显现。有关专家指出，山东是加工贸易大省

，青岛保税物流园区的运作，为上下游企业保税中转、降低

成本、提速物流运作效率起到了积极作用，有力地提升了青

岛外贸企业的竞争力。青岛保税物流园不仅对内可带动区域

产品出口，对外可吸引国外货物在此流转，而且可以通过青

岛把国外资金吸纳到内陆地区，具有极大的经济辐射力。 与

此同时，区港联动试点的另一个重要项目，总投资额45亿元



的“青岛前湾港区招商国际集装箱码头”项目，年底首个10

万吨级集装箱泊位将先期建成投产，整个码头项目预计2010

年底全部建成后，将达到280万标准箱和60万吨件杂货的年吞

吐能力 ，届时将真正实现区港一体。我们可以预计，在不久

的将来，区港联动作为自由港建设启动的翘动点，将汇集一

批具有世界性经营网络和强大供应链管理能力的物流服务提

供商，形成一定集聚效应，进一步提升口岸增值能力，形成

大物流、大贸易、大辐射的发展格局，为青岛口岸经济的腾

飞 ，为青岛、山东及沿黄流域流量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

促进作用。 2005年青岛保税区每平方公里实现GDP19.44亿元

，外贸进出口7.28亿美元，各项税收6.56亿元，地方财政收

入1.98亿元，就业人数10000余人，单位面积产出率居全省第

一。位居全国保税区前列。“贸易立区”正推动保税区成为

外资重要的投放区和现代国际物流等新兴产业的重要平台。

百考试题收集整理"#F8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