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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园区产业集群发展与升级路径

——以江西省为例
*1

张新芝 孔凡斌 王圣云

【摘 要】: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对江西省工业园区产业集群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与新要求， 在此情况下江西

省工业园区产业集群发展需要实现转型升级。研究表明：江西省工业园区发展表现出显著的小而全的特征，产业集

群的数量较多但是规模不大，能够发挥引领作用的大企业较少；江西省工业经济发展还表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特征，

已形成了中北部、赣东北、赣西和中南部四大区域增长极，成为推动江西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江西省工业园区

产业集群发展要实现转型升级，这就要求江西省必须集中优势资源培育优势产业集群、发展绿色工业、深化两化融

合以及加快园区体制机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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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长达 30 多年的高速增长时期，但随着我国经济体量不断增大，经济改革不断深入，我国经

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 经

济结构调整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
[1]
。工业仍然是江西经济

发展的主动力， 推动工业企业发展是江西未来经济增长的必然要求。自 1991 年江西省首设南昌高新区以来， 工业园区已成为

江西省工业发展的重要载体。现有研究表明，工业园区能汇集了企业，形成完善的产业发展要素，从而对城市化、经济增长发

挥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2][3]

。

中国经济新常态为江西工业园区和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带来了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 中国制造 2025”、长江经济带、“一

带一路”、长江中游城市群等多种国家战略交叠以及极为便利的交通条件， 已经成为江西发展的强劲推动力。然而，江西省也

面临工业发展基础薄弱、研发水平不高、产业层次低下、经济发展水平显著落后于周边省份
[4]
等问题。由此， 导致江西省工业

经济发展面临龙头企业优势和带动能力不足、产业集群集约化水平偏低、产业链条延伸有待加深、科技创新能力有待加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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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机制改革攻坚克难等诸多问题和挑战。基于此， 本文从推动江西省工业园区产业集群升级发展的角度进行研究， 分析江西

省工业园区及其产业集群的发展现状以及升级路径， 并据此提出推动江西省产业集群升级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江西省工业园区发展现状

（一）发展现状

1．工业园区对江西省经济增长的贡献呈上升趋势。依据江西省政府信息公开网资料显示，2015 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 7268.9 亿元， 同比增长 9.2%，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43.5%； 江西全省工业园区全年完成工业增加值 5454.0 亿元，占全省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 75.0%， 同比增长 9.3%；2015 年工业园区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5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6%；实现利税

总额 2973.2 亿元。这表明，江西省工业园区以高于全省工业平均水平的增速增长，为全省规模工业保持 9.2%的中高速增长作

出了重要贡献。数据还显示，2016 年 1-7 月，全省工业园区经济总量进一步扩大，完成工业增加值 3128.60 亿元，同比增长

9.5%，7 月末的园区投产企业数达到 9957 户。总的来看，江西省工业园区主营业务收入总量在 2009 年之后就呈现快速增长态

势，2010 年接近 1 万亿元，2013 年底接近 2 万亿元，3 年内实现了翻番，2015 年就超过 2.5 万亿元。

2．江西省工业园区发展规模迅速壮大。近年来，江西省园区经济快速发展，发展升级步伐不断加快。以超千亿园区为龙头、

国家级开发区为引领，过百亿园区为主体，筹建园区和其他园区为补充，覆盖 11 地级市的全省工业园区格局基本形成。2015 年，

江西省主营业务收入超过 1000 亿元的园区有 4 个，超 500 亿元园区有 16 个，超 300 亿元园区 30 个，超 200 亿元园区 47 个，

超 100 亿元园区达到 75 个。



3

图 2 2015 年江西省工业园区发展状况

3．江西省工业园区区域发展差异显著。截至 2015 年，江西省共设立由国家发改委等有关部门审核审批的工业园区 94 个，

基本上达到了每个县都有一个工业园区。其中，包括 15 个国家级工业园区，20 个省级重点工业园区， 分别占工业园区总数的

16%和 21%。赣州工业园区数量最多，共 16 个，占全省工业园区总数的 17.02%；其次是九江和吉安，分别拥有 14 个和 13 个工

业园区， 比例为 14.89%和 13.83%。上饶、宜春、抚州和南昌拥有工业园区数量比较均衡，每个市约有 10 个工业园区。然而，

在 11 个地级市中拥有工业园区数量最少的是新余、鹰潭、景德镇和萍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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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展阶段划分

1．起步发展阶段（1991－2000 年）。创建于 1991 年的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江西省首个工业园区，1992 年江西省

政府在南昌、抚州、景德镇等地设立了 7 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到 1999 年，全省共创建了 21 个开发区， 其中包括 2 个国家级

开发区和 19 个省级开发区。2000 年，江西工业园区发展初见成效，当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4851 元，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2003.07

亿元。然而，这一时期江西的工业经济基础依然薄弱，发展起点低，工业园区发展整体上比较缓慢，在全国经济处于相对落后

地位。

2．全面发展阶段（2001－2003 年）。进入新世纪以来， 江西省在省内各地全面开启了依托园区办工业的发展模式，大大

激发了江西产业集群发展活力。2003 年全省工业园区数量发展至顶峰时期高达 137 个， 实际投产企业达 3579 个； 完成工业

增加值 192.89 亿元，同比增长 82.9%；实现销售收入 587.7 亿元，同比增长 90%；利润总额 33.99 亿元，同比增长 51.1%；实

交税金 28.9 亿元，同比增长 74.3%，安置就业人员 52.85 万人，同比增长 61.3%。

3．规范整顿阶段（2004－2005 年）。随着工业园区全面发展，江西省出现大量圈地、违规建设和扩增园区的乱象。故江

西省于 2004 年对园区发展开始了规范整顿，通过减园合并，开发区数量由 137 个减少到 98 个； 总规划面积由 1155 平方公

里减至 512 平方公里。这一阶段，尽管工业园区的数量和占地面积都有较大幅度的减少，但是工业园区在龙头企业带动下，聚

集了相关配套企业，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初步培育起具有一定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如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形成了家电产

业集群，袁州、樟树医药工业园打造成医药企业聚集地，贵溪市工业园则形成了以铜加工为主要特色的产业集群。

4．提质发展阶段（2006－2010 年）。“十一五”期间，江西工业园区和产业集群进入了提质发展阶段。江西省大力壮大

支柱产业，积极打造块状经济，进一步加速产业集聚。2010 年，全省工业园区实现工业增加值 2310 亿元、主营业务收入 9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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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利税总额 973 亿元，分别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的 74.5%、69.3%、67.3%。主营业务收入超百亿元园区达到 34 个，其中超

200 亿元的 13 个；国家级高新区、经开区达到 13 个，比 2005 年增加 10 个；省级生态工业园区试点达到 42 个，南昌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获环保部批准进行国家级生态工业示范园区试点建设。

5．升级初级阶段（2011－2015 年）。“十二五”时期，江西工业园区和产业集群进入了升级初级阶段。江西省提出着力

培育打造了 60 个省级重点产业集群和 20 个示范产业集群的发展策略。积极推进园区“两化融合”，加快了传统产业升级换代，

建设了“两化融合”示范区。2014 年全省工业园区实现主营业务收入首次突破 2 万亿元大关，同比增长 12.3%，占全省规模以

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的 76.0%； 工业增加值首次突破 5000 亿元大关，同比增长 12%，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的 80.0%。全省 60 个

重点产业集群主营业务收入突破 9000 亿元， 跨 15 大行业， 分布 45 个县区市，百亿元以上产业集群达 35 个，提供的就业

岗位占江西工业园区用工岗位的一半以上。

二、江西省工业园区产业集群发展现状

（一）江西产业集群发展

截至 2015 年， 江西省共培育了 154 个产业集群，其中重点产业集群 60 个。全省 60 个重点产业集群在 2015 年完成主营

业务收入 1.04 万亿元， 利税 984 亿元。主营业务收入占全省工业比重由 2013 年的 24.9%提高到 2015 年 40.62%。全省主营

业务收入超 100 亿元产业集群增加到 41 个， 占 60 个重点产业集群的 68.33％；超 300 亿元产业集群 10 个，占 60 个重点产

业集群的 16.67％；前 10 强产业集群主营业务收入达 4099.6 亿元， 占 60 个重点产业集群的 39.57％。全省 60 个重点产业

集群构成由锂电、机械、软件、机电、汽车、航空、食品、冶金、钢铁、光伏、建材、医药、石化、纺织、电子信息、轻工和

有色金属共 17 个产业组成的产业集群体系。

江西省以园区为主要载体， 每个设区市已重点培育 2－3 个产业集群，每个县市区基本上重点发展 1 个产业集群，初步形

成布局集中、特色鲜明的集群发展格局。下表 2 汇总了江西省 60 个产业集群的发展及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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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江西省产业集群发展存在的问题

1．产业集群经济规模偏小，产业集聚水平不高。2015 年， 全省 60 个重点产业集群没有 1 个单个产业集群的主营业务收

入超过 1000 亿元。60 个重点产业集群中具备较强影响力和带动力的集群不多，大多数产业集群缺乏实力雄厚、技术领先、带

动作用大的龙头企业作支撑。江西省产业集聚发展表现出明显的水平不高、集群优势不突出等现象，产业园区表现出盲目招商

引资的特征， 从而不少工业园区都是“小而全”的综合型工业园区，缺乏各自特色
[5]
。

2．产业同构现象普遍，产业集群竞争优势不突出。江西省 94 个工业园区之中，主导产业不突出、产业分工不明确的问题

十分凸显。江西省 2014 年大部分园区都有 3 个以上的主导产业， 最多的有 6 个主导产业， 其中有 3 个以上主导产业的园区

有 73 个，占比 77.7%。这些园区存在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布局不协调、产业园区布局分散、产业发展和项目选择随意等问题，

难以形成体量大、带动广、竞争强的产业集群。

3．产业创新能力不强，产业集群发展缺乏内生动力。现有研究表明，科技进步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6]
，对企业经营发

展具有内生影响。江西省企业研发活动覆盖面小，2014 年全省规模工业企业研发覆盖率为 11.5%。在全国 1098 家国家级企业

技术中心中，江西也仅有 12 家。企业研发经费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仅为 0.41%， 低于全国 0.84%的一半。全省建立研发机构的

规模工业企业 705 家，研发机构普及率仅为 7.8%。

4．资源集约利用水平不高，产业集群发展缺乏长期动力。江西省工业园区过度依靠要素投入驱动，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

和增长方式粗放的问题尚未根本改变，导致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加剧
[7]
。江西省各地工业园区每年用地指标普遍紧张，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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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普遍存在大量闲置和低效用地现象，批而未用率偏高，土地利用强度偏低，全省园区综合容积率只有沿海发达省份的一半左

右。

5．园区服务平台建设滞后，产业集群社会功能设施不足。江西省信息服务和电子商务基础不足，导致工业园区开展“互联

网＋”缺乏先发优势。园区企业物流成本普遍偏高，集聚效应得不到更好体现。金融配套服务不足，融资手续繁琐、周期长、

成本高，导致园区融资难。园区用地指标紧张，用地指标报批困难，土地供需矛盾突出，制约园区转型升级发展空间。多数园

区尚未建立完整有效的“一站式”服务大厅，导致交易成本较高，从而也抑制了产业集群发展。

三、江西省产业集群升级路径

（一）促进产业集群培育壮大，助推转型升级新战略

产业集群是工业园区发展的重要支柱， 工业园区则是培育产业集群的主要载体。工业园区发展升级的核心是产业升级，产

业升级的关键是工业升级，工业升级的核心动力是产业集群加快发展
[8]
。为此，江西省工业园区需要加强龙头企业培育引进， 增

强产业集群带动能力，聚焦发展一批核心竞争力强的大企业。优选一批有成长前景、有爆发空间、有增长后劲、有突破潜力、

有管理优势的成长型企业，实施重点扶持。同时，还需要完善延伸产业链条，加强产业集群配套水平，加快发展大批具有“专

精特新”特征的中小企业，促进中小企业对龙头企业的支撑作用。

（二）推进产业绿色发展，创新转型升级新模式

一方面，加快传统产业集群绿色改造升级，推行绿色发展。江西省需要推进钢铁、有色、化工、建材、轻工、印染等传统

制造业绿色改造，采用绿色工艺技术装备，加强绿色产品研发应用，打造绿色产业链和绿色供应链。另一方面，积极构建绿色

工业体系，开展示范园区建设。构建绿色工业体系，制定绿色工业发展规划、节能环保产业行动计划，这是江西省工业经济发

展的必然要求和趋势。为此，需要建设绿色工厂， 加大先进节能环保技术、工艺和装备的研发力度，加快制造业绿色改造升级。

（三）强化创新驱动和“两化融合”，打造转型升级新引擎

以工业化与信息化两化融合为主线，创新驱动、智能制造与“互联网＋”应用为驱动，绿色发展为特色，开拓江西工业园

区和产业集群升级新空间，引导产业集群不断向智能化、创新化和绿色化转型升级。一方面，江西省发展需要增强创新驱动能

力，推进协同创新体系建设，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活力。另一方面需要深化“两化融合”，加快智能制造和“互联网+工

业”发展。

（四）加快体制机制改革，释放转型升级新活力

首先需要理顺管理体制，优化管理模式，提高管理绩效。依据“小政府、大社会，小机构、大服务”理念，积极探索“大

部门制改革、扁平化管理、企业化服务”管理模式，推进工业园区管理标准化、服务企业化和去行政化。其次完善招商引资机

制，探索多样化招商模式，加强项目科学布局。推进招商机制市场化运行，探索多样化的项目招商模式和利益分享机制。同时

还需引入竞争激励机制， 推进园区用人体制改革，激发人才创新潜能。

四、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8

本文总结了江西省工业园区及其产业集群的发展现状，并提出了其升级路径。本文的研究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江西省工业园区及其产业集群发展表现出显著的小而全的特征， 基本实现每个县拥有一个工业园区，每个地级市都有

不等数量的产业集群。然而，江西省许多县市的工业园区呈现“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特征，产业发展的动力不足。每个县

市的产业集群虽然汇集了一些行业， 形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产业集群，但是在全国乃至江西省都没有明显的带动能力。各级政

府都支持当地产业发展，然而这种盲目支持也进一步导致江西省工业经济发展表现出明显的地域不均衡和孤立的特征，导致地

区工业发展资源错配，使许多工业园区都缺乏了自身特色，也丧失了工业园区与工业园区之间的横向关联性。

2．江西省工业经济发展区域特征明显，形成了特有的菱形结构。从江西省工业园区与产业集群的分布来看， 江西省已经

初步形成了全省范围内的工业经济发展格局，分别是中北部昌九一体化地区、赣东北景鹰饶地区、中南部吉抚赣地区、赣西新

宜萍地区。其中，中北部昌九一体化地区是江西省经济发展的引领地区，其次是中南部吉抚赣地区，这四个地区的交互联动发

展，推动江西省工业经济发展，且分别形成了地区具有特色的产业集群。

3．江西省工业园区产业集群转型升级，需要集中优势资源培育优势产业集群、发展绿色工业、深化两化融合以及加快园区

体制机制改革。江西省工业经济发展缺乏产业集群的领头羊， 工业发展也仍然较为粗放。在此情况下，需要进一步推进资源向

大型企业集中， 将绿色化的发展理念融入到工业经济发展过程中。与此同时，信息化和工业化是我国未来工业经济发展的必然

要求， 江西省工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信息化水平也处于较低水平。在此情况下，需要推动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 实现

以工业化促信息化和以信息化促工业化的发展局面。

（二）政策建议

根据前文的研究， 可以看出江西省工业园区发展表现出显著的小而全特征， 区域发展特征十分明显， 江西省工业园区产

业集群发展需要实现转型升级。据此提出如下建议：

1．完善产业集群重点领域布局与空间优化。江西省需要构建产业发展的五大方阵：其一，推进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为代

表的优势型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爆发式升级的“领跑方阵”；其二，推进以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等成长型战略性新兴产

业集群跨越式升级的“潜力方阵”；其三，推进以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装备、机器人等培育型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突破式升

级的“培育方阵”；其四，打造以汽车及零部件、化工产业、船舶产业等先进制造产业集群做大做强的“制造方阵”；其五，

打造以钢铁、有色金属、石化等传统产业集群改造提升的“升级方阵”。

2．地方政府应在财税、金融、产业发展和土地方面给予产业集群发展充分且合理的政策支持， 充分发挥地方政府规范产

业发展的作用。通过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工业重大项目建设、企业技术改造和关键基础设

施建设。利用各级工业产业专项、创业投资、技术改造、节能环保、中小企业发展专项等资金，对重点产业集群产能扩大、平

台建设、合作创新等优先给予资金支持。建立并完善产业集群发展态势监测报告制度，制定重点产业集群发展指导目录， 明确

产业集群发展重点和升级路径。整合、挖潜和盘活存量土地，完善工业用地退出机制，建立以单位土地面积投资强度、产出效

益、创造税收等为指标的工业用地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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