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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崛起”战略下的江西经济发展状况分析
*1

张仲芳

（江西财经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 江西南昌 330013)

【摘 要】：本文通过对江西与中部其他五省在 GDP 及其增长率、工业经济增长与工业化水平、财政收入、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利用外资、城市化水平、城乡居民收入等经济发展指标的对比分析，考察了江西实施“中部

崛起”战略以来的经济发展状况。分析表明，江西经济已呈现初步崛起态势，但距离实现江西经济在中部地区的完

全崛起依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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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 2001 年 12 月召开的中共江西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江西省提出了“实现江西在中部地区的崛起”的战略目标。其基

本举措是“坚持以加快工业化为核心，以大开放为主战略，以观念创新、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为强动力，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

和农村工业化，加快推进城市化和城市工业现代化，不失时机地推进信息化，全面提升综合竞争力，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

展”。
[1]

为了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中央也作出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决策。温家宝总理在 2004 年 3 月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

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在 2004 年 12月 5 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温总理明

确要求，要抓紧研究制定支持中部地区崛起的政策措施。

本文所指的“中部崛起”战略，是江西省提出的“实现江西在中部地区的崛起”战略目标以及相应的战略思路、战略举措

等的统称。其基本内涵是：充分发挥江西的比较优势，以工业化为核心，大开放为主战略，加快推进江西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促进江西的快速发展，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使江西的综合省力在中部六省领先。从“三个基地，一个后花园”的战略定位到

提出“实现江西在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目标，从“以加快工业化为核心，以大开放为主战略”到“对接长珠闽，融入全球化”，

“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对江西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江西现象”、“江西步伐”正成为近年来江西经济

社会发展的缩影。
[2-3]

本文以江西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为背景，从经济增长速度、财政实力、投资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

等角度，通过纵向和横向对比，考察近年来江西经济发展状况。

二、江西与中部其他省份经济发展主要指标的比较分析

(一)GDP 及其增长速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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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05 年，江西经济增长速度不断加快。2001 年 GDP 增长速度为 8.8%，2002 年上升到 10.5%，是 1998 年以来首次实现

两位数增长；2003 年江西 GDP 增长 13%，比全国 GDP 增长速度高出 3 个百分点，江西经济总量在全国的位置由 2000 年的第 17

位推进到第 16 位；2004 年和 2005 年，江西 GDP 分别增长 13.2%和 12.8%，分别排在中部六省的第 4位和第 2位，而人均 GDP 已

从中部地区的末位分别推进到第 4 位和第 5 位，如表 1 和表 2 所示。

从表中可看出，近几年江西经济的增长速度已步入了“12%～13%”这样一个相对较快的增长区间，但经济总量仍偏小，还

未从根本上摆脱中部谷底的地位(如 2004-2005 年 GDP 总量均排在中部六省末位)。江西作为一个经济欠发达的省份，为了实现

经济追赶和在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目标，有必要在一个较长的时期里，在不断优化经济结构和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条件下，保

持这样一个相对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

(二)工业经济增长与工业化水平比较

20世纪 90 年代后期，由于江西工业发展滞后，传统第三产业的发展相对较快，催生出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早

产型的“三、二、一”型产业结构。2001 年江西第一、二、三次产业增加值比例结构为 23.3：36.1：40.6，第二产业比重在中

部六省中位居最后，分别低于山西 11 个百分点、河南 9.3 个百分点。经过几年的调整，三次产业结构比例逐步优化。2005 年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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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 17.9：47.3：34.8，第二产业占 GDP 比值指标在中部六省的排位由 2001 年的第 6位跃升为第 3位(见表

3)。需要指出的是，在加快工业化和谋求经济崛起的背景下，江西出现了工业及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逐年提高，而第三

产业增加值比重略有下降的产业结构回归现象。当然，这并不表明江西产业结构的退化，反而说明江西经济正在步入加快工业

化的发展轨道。

2005 年江西工业增加值 1455.5 亿元，增长 20%，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51.6%。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到 882.3

亿元，增长 23.6%，居中部六省之首。同时，支柱产业对江西工业增长的支撑作用突出。2005 年全省六大支柱产业完成工业增

加值 497.2 亿元，增长 27.3%，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54.3%，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 12.8 个百分点。
[4]

在工业化方面，根据 H·钱纳里等人关于工业化阶段的划分(见表 4)，以 1970 年美元衡量，当一国或地区人均 GDP 达到 560～

1120 美元时，即处于工业化中级阶段。2003-2005 年，江西人均 GDP 分别为 6624 元、8097 元和 9940 元，按当年人民币平均汇

率计算(2003-2005 年人民币兑换美元平均汇率分别为 8.2770、8.2765 和 8.1917)，分别折合 800.3 美元、978.3 美元和 1213.4

美元。因此，根据人均 GDP 指标，可认为江西从 2005 年开始跨入工业化高级阶段。

(三)工业经济效益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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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指标的统计数据看，2002 年以来，江西工业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呈现逐年改善的趋势：总

资产贡献率由 2001 年的 6.24%提升至 2005 年的 10.43%；资产负债率由 2001 年的 66.37%降至 2005 年的 63.18%；流动资产周转

率由 2001 年的 1.31 次/年提升至 2005 年的 2.36 次/年；成本费用利润率由 2001 年的 1.42%提高到 2005 年的 4.14%；全员劳动

生产率由 2001 年的 30624 元/人提升至 2005 年的 78698 元/人；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 2003 年达到 111.96%，比 2001 年提高

25.3 个百分点，第一次超过 100%，2005 年达 146.43%。
[5]

可见，随着江西“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江西工业经济增长已逐步进入速度和效益并举的良性发展轨道，但与中部其他

省份比较(见表 5)，江西工业经济发展仍存在相当差距，突出表现在工业增加值率、成本费用利润率、全员劳动生产率偏低，三

个指标均居中部地区末位。

(四)财政收入增长比较

财政力量强弱是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2005 年江西财政总收入达到 425.9 亿元，比 2000 年增加 254.2 亿

元，增长 1.5 倍，2001-2005 年年均增长 20.8%。可以看出，随着江西经济总量的快速提升，政府财政收入也快速增长。从地方

财政收入指标看，2005 年江西地方财政收入达到 252.9 亿元，增长 22.9%，增长速度居中部六省第 4位；2005 年人均地方财政

收入 587 元，位居中部六省第 3位，如表 6和表 7所示。尽管近年来江西地方财政收入增长迅速，但从统计数据看，2004-2005

年江西地方财政收入总量在中部六省仍排在第 6 位，处于中部六省谷底的地位。因此，不断做大财政“蛋糕”，增强财政实力，

仍是实现江西崛起目标的艰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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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较

进入新世纪，江西投资增长明显加速，强劲而持续的投资增长成为拉动江西经济增长，增强发展后劲的强大动力。2001 年

江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 20.5%，增长速度是全国平均水平 13.05%的 1.57 倍，
[5-6]

增长速度列中部六省第 1位(见表

8)，掀起了新一轮投资热潮。2001-2005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 33.5%，增速是“九五”期间的 2.16 倍。[5]据统计，

2005 年江西共实施重点工程项目 82 项，其中，总投资 5 亿元以上的项目 45 项，10 亿元以上的项目 25 项；重点工程建设完成

投资 246.9 亿元，增长 16.3%；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 1580 公里，比 2000 年增加 1166 公里，所有出省主通道和省会通往各

设区市的道路实现了高速化，成为全国高速公路突破 1000 公里的 16 个省份之一。
[4]
可见，固定资产投资的加速增长和一批重大

基础项目的实施和竣工，为实现江西经济崛起目标奠定了更加牢固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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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实际利用外资水平比较

外向型经济发展滞后，经济开放度低一直是制约江西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2000 年江西海关进出口货物总额为 16.2 亿

美元，仅占全国的 0.34%，分别占安徽的 48.4%、湖北的 50.3%、湖南的 64.5%，居中部六省末位，只及中部六省平均水平(24.6

亿美元)的 65.9%。
[6]
近年来，随着江西稳步实施大开放战略，外向型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2001-2005 年全省进出口总额年均增

长 27.6%，比“九五”期间加快 17.8 个百分点；其中，出口总额年均增长 23.8%，比“九五”期间加快 14.9 个百分点。
[4]

与此同时，随着江西投资环境的不断优化，进入新世纪以来，外资进入江西的速度明显加快。2004 年全省实际利用外资 16.12

亿美元，当年增幅居全国第 2位，居中部六省第 1位。2005 年全省实际利用外资 24.22 亿美元，比 2001 年增长 5.1 倍，在中部

六省排名跃升至第 2 位(见表 9)，实际利用外资水平的快速提升成为江西经济发展的一大亮点。

(七)城市化水平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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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水平的有效提升是实现经济、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在推进工业化的同时，加快城市化步伐，是实现江西经济崛

起和现代化目标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之初，江西城市化水平与全国差距不大。但自 20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差距明显拉大，

2001 年江西城市化水平为 30.4%，低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 7.3 个百分点。近年来，江西城市化步伐明显加快，2003 年城市化率

达到 34.02%，比 2000 年提高了 6.33 个百分点，接近 20 世纪 90 年代整整十年的城市化上升幅度。[5-6]2004 年和 2005 年江西

城市化水平分别达 34.02%和 37.1%，在中部六省中由 2001 年的第 4位上升为第 3位(见表 10)。

(八)城乡居民收入比较

经济发展的成效最终体现在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上，江西经济的崛起最终必然伴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的有效提升。2003 年江

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6901.4 元，比 2000 年增加 1797.8 元，增长 35.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2457.5 元，比 2000 年

增加 322.2 元，增长 15.1%。
[5-6]

2005 年江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8620 元，比上年增长 14.0%，超过“十五”计划目标 1460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3266 元，比上年增长 10.6%，超过“十五”计划目标 336 元。
[7]
与中部其他省份相比，江西农民人均纯收

入相对较高，2003 年居中部六省第 3 位，2004 年和 2005 年均跃居中部六省第 1 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对较低，

2003-2005 年均居中部六省第 5位(见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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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及评价

通过以上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1. 本文分析是基于“实现江西在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背景展开的。对江西经济发展状况尤其是工业经济增长状况的分析

表明，江西经济与周边省份的差距主要在工业，今后经济的主要增长点也在工业。进入新世纪以来，江西提出了“实现江西在

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目标和以工业化为核心的战略思路，加快工业化、城市化和扩大经济开放度成为经济发展战略的基点。

研究发现，随着这种工业化取向的发展战略的稳步实施，江西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已呈现出明显的初步崛起态势，主要表

现在：经济增长加速，发展差距逐步缩小；财政收入加速增长；工业经济增长加速，工业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提高，同时随

着经济结构转换升级，工业主导型增长格局以及与工业化水平相适应的 GDP 产业结构序列基本形成；固定资产投资和利用外资

规模加快增长，经济开放度大大提高；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城市化水平也有显著提高。

2. 以“中部崛起”战略为背景，从 2005 年的主要经济发展指标看，江西在中部地区位居前列(列第 1～2位)的指标有：GDP

增长率、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实际利用外资水平、农民人均纯收入；居于中等位次(列第 3～4位)的指标有：人均地方财政收入、

城市化率、第二产业占 GDP 的比重；相对落后(列第 5～6 位)的经济指标有：GDP 总量、地方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这表明，江西在一些经济发展指标上已实现了赶超并处于中部六省前列，江西经济正在加速崛起，这

种良好的崛起态势为江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进一步赶超，并最终实现“综合省力在中部六省领先”目标奠定了观念、体制和经济

基础，但从总体上看，江西“经济总量小，地方财政收入少”的特征和江西作为欠发达省的地位还未根本改变，离实现江西经

济的完全崛起和现代化目标，依然任重道远。因此，实现江西崛起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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