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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5四、港口投资主体多元化在中国的发展分析 576五、我国港口投融资多元化策略
579第二节 当前中国港口投资潜在风险分析
581一、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发展能否为中国港口持续的高速度发展提供充足的货源
582二、中国港口吞吐能力是否真的存在巨大的缺口
583三、中国港口发展能否独立于世界港口物流体系独自保持高速度增长
583四、在中国大规模海铁联运没有发展起来前，中国集装箱港口发展将会遇到瓶颈
584五、地方港口建设的“个体最优”，未必能导致中国港口建设的“集体最优” 584第三节
港口上市公司的投资风险控制分析 585一、市场风险 585二、同业竞争风险
586三、受大股东控制的风险 586四、经营风险 586五、财务风险
587六、募集资金投向风险 587第四节 资产注入提升港口公司价值
588一、港口投资快速增长 588二、资产注入具有想象空间 588第五节
沿海集装箱码头的投资风险及规避对策分析 590一、沿海港口集装箱码头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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