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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人靠什么把国内外的资本、人才源源不断的吸引到这片红土地？江西人把自己与长三角、珠三角、闽东南三角洲紧紧

捆绑在一起，主动调整发展思路寻找战略实施。 

江西：在开放潮头中崛起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委书记 

孟建柱：和谐兴赣 赣兴人和 

江西是一个农业比重比较大的省份，三分之二的国土是丘陵，三分之二的人口在农村，农民是否安居乐业对于建设和谐江

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现在江西为了实现在中部地区崛起的目标，正在加快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但是工业化、城市

化进程加快也会凸现出一些矛盾和问题。因此，统筹城乡发展既关系到江西的崛起大业，也关系到占全省人口三分之二的农民

的切身利益。为此，我们提出必须更加注重统筹城乡发展，坚持把工业反哺农村，城市支持农村放在工作的重要位置。 

江西的省情是六山一水二分地，三分之二的国土面积在山上，进一步发展林业，实现林业产权制度的改革，激发农民创造

的活力，潜力很大，所以说希望在山。水面占一成，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水质很好。我们要利用湖面、水库把各种特色养

殖搞起来，这就叫潜力在水。第三句重点在田，江西土地的利用潜力很大，一方面要利用二分田建绿色粮仓，把粮食搞上去，

同时进一步调整农业结构，给农民增收建立了稳定的基础。还有后劲在畜，就是要大力发展山地草食动物养殖，搞产加销一体

化的实体。最后一句出路在工，有两层意思，一是要发展农产品的加工，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二是要利用江西省劳动力资源

丰富的优势，鼓励农民外出打工。去年江西外出打工的农民就比前一年增加了一百万，总数达到了五百五十万。按照这个思路

采取措施并加以落实，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就会有一个稳固的机制。 

“建设和谐平安江西，共创富民兴赣大业”，根据中央的精神和江西的省情，今年我们开展了“建设和谐平安江西，共创富

民兴赣大业”的主题教育活动。为什么要开展这样一个主题教育活动呢？因为我们感到，江西这几年的发展得益于和谐，江西

要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依然有赖于和谐，也就是说，发展是和谐的基础，和谐是发展的前提。这几年江西经济社会都出现良好

的发展势头。江西已经提前一年完成了十五计划确定的主要经济指标，2001年到 2004年，财政总收入由 172亿元提高到 349亿

元，实现了四年翻一番；工业经济总量和在校的大学生也翻了一番；所有出省公路和省会南昌通往各设区市的公路全部实现了

高速化，江西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 1500多公里，位居全国第九位。这几年我们还改造了近 30000 公里农村公路，这样就基

本形成了全省城乡一体的交通网络。江西社会经济发展又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要实现更快更好的持续发展，就要坚持正确

的发展思路不动摇，咬定的既定的发展目标不放松。当前江西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随着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社会利益关

系日益多元化，社会矛盾增多。同时，人民群众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需求进一步提高。这个时

期，既是一个具有巨大发展潜力和动力的时期，又是一个充满风险和挑战的时期，既是发展的机遇期，又是矛盾的凸现期，因

此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能否保持持续发展的好势头。我们要抓住战略机遇期，保持经济快速发展，保持社会长治久安，完成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按照中央的要求，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谐江西，以发展

促和谐，以和谐促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省长 

黄智权：对接长珠闽 融入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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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与中国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洲紧紧相连，江西也是惟一一个与三个三角洲毗邻的省份。 

2001年，江西省委、省政府首次提出了以工业化为核心、以大开放为主战略，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强动力，大力推进工业化、

城市化、农村产业化，不失时机地推动信息化的发展战略，并响亮地提出了“实现江西在中部地区崛起”的奋斗目标，确立了

“三个基地，一个后花园”的发展定位——“把江西发展成为沿海发达地区的优质农产品生产供应基地、沿海产业梯度转移承

接基地、劳务输出基地，把江西打造成沿海发达地区的旅游休闲后花园”。 

近三年的实践表明，江西找到一条错位发展与补位发展之路。所谓错位发展，就是避开先进发达地区产业发展的锐气，减

少不必要的重复建设，所谓补位发展，就是寻找出江西自身产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着力填平补齐，扬己之长，实现真正的对

接、互动、融入。 

江西在这个战略定位下，全面融入沿海经济圈，获得加快发展的强大动力，使江西获得出口大通道。费孝通先生曾就区域

经济发展提出过一个“口腹关系论”，所谓“口”，是指一个经济区域内的流通条件和贸易进出通道，指这个区域连接大市场的

出入口；所谓“腹”，是指这个出入口所能带动和辐射的腹地。“口”的要害是四通八达，货畅其流，“腹”的要害是发展生产，

增加收入。江西融入沿海经济圈，就使沿海发达地区有了更大的“腹”，其吞吐能力更大，而江西则有了“口”，通过香港、深

圳、厦门、宁波、上海等出海口，连接沿海乃至全国大市场，连接世界大市场，使江西能货畅其流，大大拓展江西发展的空间。

江西全面融入沿海经济圈，还将更多地获得沿海发达地区的资金与技术。江西现处在工业化初期，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资金和

技术短缺。与沿海形成优势互补的产业结构，经济技术协作更为紧密，江西不仅可以更多地承接沿海的传统产业的转移，还可

以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进行合作，使江西与沿海的产业在更高层次形成互动和互补，使沿海资金和技术更大规模进入江西。 

“中部崛起”先行一步给江西带来了丰厚的收获。2004年江西全省生产总值 3500亿元，比上年增长 13．2％，超过“十五”

计划预期目标 500 亿元；财政总收入 349．2 亿元，增长 22．2％，其中，地方财政收入 205．1 亿元，增长 22％，财政总收入

实现了 4年翻一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