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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开放型经济发展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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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

【摘 要】：发展开放型经济是江西省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战略之一，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江西产业结构的

调整，对扩大就业、稳定社会秩序作出了显著的贡献。近年来，江西省开放型经济发展迅速，但与其他发达省份相

比仍存在较大差距。还存在战略定位不准确，发展方向不清晰，外资规模偏小，外资产业投向不合理，专业人才缺

乏。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较低等问题。提出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升外资经济发展和水平，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

坚持“内外并举”战略，优化市场环境，提升服务质量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开放型经济，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江西省

一、江西省开放型经济发展现状

(一)对外贸易

2013 年 1—6月江西省进出口总额 199.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7%，高出全国平均增速 3.1 个百分点，其中出口 161.8 亿美

元，同比增长 16.9%，继续居中部省份第一。2003—2012 年江西省货物进出口总额，除 2009 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同比下降以

外，其余年份都呈上升趋势，尤其是 2010 年全省实现进出口总额 214.53 亿美元，同比增长 67.9%，居全国第 15 位，出口总值

居全国第 14 位，居中部地区第 2位(详见表 1)。对外贸易是开放型经济的重要内容，从对外贸易角度来看，目前江西省开放型

经济呈良好发展态势，在中部六省(山西、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和安徽)中处于领先梯队。

(二)利用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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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上半年江西省实际利用外资 41.7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27%，高出全国平均增速 6.7 个百分点，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的 55.59%。据商务部统计，江西省实际利用外资规模列全国第 14 位，排在湖南省、湖北省之后，列中部第 3位。其中新批 1000

万美元以上项目 113 个，同比增长 5.6%；1 亿美元以上重大外资项目 8 个，同比增长 3 倍；引进省外亿元以上项目 419 个，同

比增长 20.4%，其中 20亿元以上项目 25 个，同比增长 3.2 倍；对接央企项目 142 个，签约项目 24个，总投资 323.9 亿元。

2003—2012 年，江西省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合计 200 亿美元(如图 1 所示)，呈现良好的增长态势。从外资角度来看，江西省

开放型经济呈强劲发展势头。

(三)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

2013 年上半年，江西省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10.2 亿美元，同比增长 50.4%，增幅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35 个百分点，排

名全国第 14 位。全省外派劳务人员 2515 人，期末在外 13739 人，分别同比增长 5.2%、4.6%。

2003—2012 年，江西省对外经济合作(如图 2所示)，尤其是对外承包工程也呈现良好上升态势，促进了开放型经济的稳步

发展。

二、江西省发展外向型经济存在的问题

(一)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不清晰

江西作为一个中部省份，资源条件有限，依靠周边发展经济几乎成为必要之选。2013 年 8 月江西省重提“做强南昌、做大

九江”昌九一体化战略。而在此前，包括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和振兴发展赣南等原中央苏区两大国家级区域发展规划在内，江西

省已经制定实施了多个战略规划，这些战略规划均围绕外向型经济展开。意味着江西省必须依赖周边地区的发展拉动，而一旦

周边地区战略规划发生变动，江西省也就必须随之进行调整，处境被动。无论是长三角、珠三角、海西经济区，还是属中部崛

起的长江中游城市群等区域规划，江西省都希望从中借力亦或分得一杯羹，而在不同的战略规划中游弋也映射出其发展焦虑与

发展战略不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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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资企业规模偏小，外资产业投向结构不尽合理

2013 年 1—9月全省新批外商投资企业 606 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55.66 亿美元，同比增长 9.11%，由于大项目和优势项目

少，缺乏具有产业龙头地位、有明显带动效应的重点产业项目，产业集群效应弱；尤其是世界排名 500 强的跨国公司在赣投资

较少，500 家跨国企业中仅 24 家落户江西，影响了江西省利用外资的整体规模和质量。外商投资的行业仍然以第二产业为主，

外商直接投资第一、二、三产业比重分别为 10.5%、70.4%、19.1%，其中，农副食品加工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非金属矿

物制品业等是外商投资的重点领域，制造业最受外商投资的青睐，居主导地位，全省制造业项目引进外资占全省利用外资比重

达到 60%左右；但在高效生态农业、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和金融、保险、服务外包、港口物流等现代服务业领域外商投资份

额偏低。外商投资产业分布不均衡，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三)人才资源不足，尤其是开放型人才匮乏

人才匮乏严重制约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江西省人才总量少，尤其是缺乏既懂国际商务、金融又熟悉国家外经贸政策、精通

国际谈判实务技巧和相关法律法规知识的专业人才，缺乏既懂项目管理、具有较强国际工程经验和知识又懂外语的复合型人才。

(四)经济发展速度总体较低，投资环境不优良

近年来，江西省地区生产总值虽保持了 10%以上的高速增长，但作为内陆省份，经济增长格局仍然是农业主导型，经济总量

依然在全国处于下游水平，在中部六省中处末位。在基础配套设施建设投入方面也较为滞后。江西省投资与发展环境在中部六

省中排名第四位，与东部五省比较排名最后，差异巨大。投资企业对港口、铁路运输、能源供应等满意度不高，软环境方面差

距也较大。

三、加快江西省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升外资质量和水平

以优化外资结构、提高对外开放质量为重点，调整完善利用外资政策，把引进外资与调整产业结构结合起来，树立长远发

展的理念，有选择性地引进适合自身经济特点和资源优势的资金和项目，按照江西省重点发展的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着力推

进新能源、新材料、航空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发展。引进高新技术、先进适用技术和现代企业管理技术，加

快对有色、钢铁、汽车、石化、建材、陶瓷、纺织等传统产业升级改造，推动产业结构由价值链低端向中高端转变，着力提高

产品研发、设计、营销、管理水平，增强产业竞争力。

(二)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培育本土外向型企业

本土企业“走出去”是外向型经济发展成功的标志之一，要继续推进实施“引进来”与“走出去”并举的发展战略，通过

出台各种优惠政策与措施，鼓励有实力的本土企业推进国际化经营步伐；鼓励企业在境外投资收购或自建销售渠道、生产基地，

打造自主品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对外投资和参与各种形式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培育一批具备一定国际竞争力的本土企业。

(三)坚持内外并举人才战略，培养与引进外向型人才

充分利用好“省内与省外”，“国内与国际”两个人才市场：一方面通过教育培训，加大力度培育本土专业人才；另一方

面注重引进外向型人才，研究制定留住人才、吸引人才、用好人才的长效机制，通过营造良好的创业发展和用人环境，培育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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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一批具有全球眼光、熟悉国际贸易规则的外向型经济人才，具有国际经营和先进管理理念的人才，以及国际投资、国际金

融、国际市场营销等方面的专门人才。

(四)优化市场环境，提升服务质量

健全和完善各类服务体系，提高市场服务水平和质量。尊重市场规律，着眼于全球化和市场化，加大重点领域改革力度，

简政放权，转变政府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建立服务型政府。建立健全外商投诉服务机构和外商投资服务网络，配备懂法律、

懂政策、懂业务的专职人员，依法公平、公正、公开协调处理外商反映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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