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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统计年鉴(三资篇)(2005)》全面记载了一年一度中国电子信息产业三资企业经
济运行的综合统计资料，通过对全国电子信息产业三资企业分地区、行业、产品门类发展数据的统计
和有关主管部门各级领导、学者的分析论述，系统地反映了中国电子信息产业三资企业在过去一年取
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和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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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一）三资企业的经济增长速度和效益出现较为明显的下滑。
2005年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的进一步实施，汇率等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以及各种要素资
源的约束和生产成本的上升，尤其受通信业战略性结构调整和市场竞争加剧的影响，2005年全省信息
产业三资企业完成工业增加值108.7亿元，同比下降2.2％；实现利润总额15.5亿元，同比下降50.3％，
经济效益形势不容乐观，需引起关注。
（二）总体规模偏小、层次不高。
尽管这些年全省电子信息产业对外开放取得了可喜成绩，但同沿海发达省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特别在吸引世界500强企业投资方面，差距更为明显。
另外，目前引入的三资企业，大部分的研发机构设在境外，设在本地的三资企业仅仅作为生产加工基
地，对产业技术水平的提升作用不明显。
（三）三资企业发展不平衡。
一是省内地区间不平衡，三资企业主要集中在环杭州湾地区；二是三资企业相对集中在中国港台、日
本、韩国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拓展欧美项目难度较大；三是以加工贸易为主，自主研发的能力较弱
。
（四）从整个对外招商引资的工作力度和投资环境看，也存在明显不足。
无论是投资环境还是投资意识，都还存在不少问题，如中高级技术管理人员招聘难，减免退税等优惠
措施兑现相对滞后，企业资金周转较为困难，通关速度较慢，办事效率不高，服务不够到位，等等。
同上海、江苏相比，对外招商的人力、物力和精力相对不足，整个对外开放相对滞后。
（五）资源约束显现。
随着近年来整体经济投资规模的逐年加大，经济出现了快速增长，由此带来的土地供应紧张，流动资
金短缺，油、电、煤等原材料价格上涨，电力供应不足等现象，已严重制约了三资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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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统计年鉴(三资篇)(2005)》由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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