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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江西金融业发展成绩、 

挑战与对策建议 

陈宇 

【摘 要】1978 年以来的四十年是我国经济金融跨越发展的四十年，本文尝试对改革开放以来江西金融业发展

情况进行系统回顾与总结，对于深入的金融改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全面总结了四十年来江西省金融业发展取

得的成绩，分析了江西省金融业发展仍然存在的差距，并据此提出了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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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江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呈现了“崛起”和“赶超”的良好发展势头。作为“共和国

金融摇篮”的江西，金融业发展成绩、主要困境及前进方向是什么？本文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 

一、改革开放以来江西金融业发展成绩 

（一）各项存贷款余额巨量增长，大幅领先于生产总值增长 

2017年末，全省各项存款余额为 32536亿元，是 1978 年的 1952倍，全省各项贷款余额为 25900亿元，是 1978 年的 655倍。

2017 年末，全省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为 20819亿元，是 1978年的 239倍，增长倍数分别低于全省各项存款增长（1712倍）

和贷款增长（416倍）。 

（二）保险业市场发展从小到大，呈现迅猛发展势头 

改革开放前期，江西省的保险业市场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发展，全省呈现迅猛发展势头。2017 年，全省

保费收入为 727.6 亿元，是 1990 年的 218.4 倍，保险赔款支出为 216.8 亿元，是 1990 年的 163 倍，保险密度为 1584 元/人，

是 2005年的 7倍，保险深度为 3.0%，较 2005年快速提高了 0.9个百分点。 

（三）资本市场发展从无到有，直接融资历史性增长 

改革开放四十年，江西资本市场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历史性巨变，全省直接融资实现历史性的突破。2017 年，全省实现

社会融资规模为 5347.11 亿元，仅占 2017 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总额（21770.43 亿元）的 24.6%，但是 1978 年全省固定资产投

资总额（8.13亿元）的 658倍。2017年，全省上市公司有 39家。2016年，全省上市公司发行股票 17.03亿股，股票筹资额 191.56

亿元，分别是 2012 年的 2.1 倍和 2.9 倍。2015~2017 年间全省实现企业债券融资 1105.4 亿元。2015 年 7 月，江西联合股权交

易中心注册成立，在商业银行和沪深交易所之外，为江西开辟另一个新型融资渠道。2018 年 2月末，中心已经有 4834 家挂牌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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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其中，登记托管企业有 238 家，登记托管总股本为 459.89 亿股，融资总额为 333.48 亿元。 

（四）金融业发展指数持续提升，金融业发展进入快车道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江西金融业发展形势良好，主要衡量金融业发展状况的指标稳步提升，特别是近十年来发展状况较好。

2017 年，全省金融深化程度（采用“各项贷款/国内生产总值”的近似值代替）提升至 124.4%，是 1978年 45.4%的 2.74倍，较

2005 年提升 48.9个百分点，连续 13年保持快速提升。四十年来，全省金融业增加值在 GDP中占比呈现较大波动。1978年，全

省金融业增加值在 GDP 中的占比为 1.4%，逐步上涨至 1990 年的 6.4%，随后逐年下降至 2015 年的 1.7%，2015 年来，再度呈现

快速上涨趋势，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分别为 5.3%、5.7%和 6.1%（预计），近十五年来全省金融业发展对生产总值增长的

贡献率明显提高。 

二、江西金融业赶超发展挑战 

（一）存贷款总量全国占比仍然偏低，人均保有量差距扩大 

一是全省存贷款总额全国占比低于生产总值占比的情况没有得到改善。1978年，江西各项存贷款总额在全国占比为 1.8%，

江西生产总值在全国占比为 2.4%，两项占比指标相差 0.6 个百分点，到 1995 年两项占比指标在全国占比均为 1.9%，到达历史

较好水平。1995年后两项占比指标出现了明显分化，即江西生产总值在全国占比持续上升，2017年占比为 2.5%，江西各项存贷

款总额在全国占比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2017年占比为 2.1%，两项占比指标相差 0.4个百分点。总体来看，改革开放四

十年，江西存贷款总额在全国占比低于生产总值占比的情况没有得到改善，代表江西金融业总量和经济总量的两项指标在全国

占比存在差异，金融总量滞后于经济总量发展。二是全省人均存贷款总额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仍在持续扩大。1978 年，江西人均

存贷款总额为 177元，四十年来呈现迅猛增长势头，2017年江西人均存贷款总额为 126428 元，是 1978年的 716倍。1978年全

国人均存贷款总额为 316元，改革开放以来迅速上涨至 2017 年的 204475元，是 1978年的 646倍。虽然江西人均存贷款总额四

十年来增长倍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从绝对值看，总量差距仍然在快速扩大。江西人均存贷款总额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 1978

年为 139元，2017年为 78047 元，两个时点的差距倍数为 558倍。 

（二）保险业发育程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绝对值差距仍然在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江西保险业和全国一样经历了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但进入 21世纪以来，江西保险业市场发育程度仍然落

后全国平均水平。据统计，2005 年江西的保险密度为 226.3 元/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52元/人，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59.82%，

江西的保险深度为 2.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0.6 个百分点。2017 年，江西的保险密度为 1584 元/人，较全国平均水平低 1062

元/人，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59.86%，江西和全国保险密度的比值基本没有改变，绝对值差距呈扩大趋势。2017 年，江西的保险

深度为 3.0%，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4个百分点，较 2005年扩大 0.8个百分点。 

（三）资本市场发展刚起步，直接融资规模仍然偏小 

改革开放以来，江西的资本市场融资和全国一样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2010 年，江西上市公司共有 30家，占全国上

市公司总数的 1.5%，2017年江西上市公司增加到 39家，占全国上市公司总数的 1.1%，较 2010年下降 0.4个百分点。2016年，

江西股票发行量 17.03 亿股，股票筹资额 191.56 亿元，仅占全国股票市场筹资总额 2.1 万亿元的 0.91%。2015~2017 年江西企

业债券融资大幅增加，三年共实现企业债券融资 1105.4亿元，但仅占全国企业债券融资总额 63887亿元的 1.7%。因此，与全国

发展状况比较，江西的资本市场以及直接融资发展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巨大。 

（四）社会投融资增长加快，投融资匹配程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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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江西的社会投融资较快增长。投资方面看，2017 年江西固定资产投资额 21770.4 亿元，是 1980 年的 1157

倍，较 2013 年增长 69.4%。2017 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额 641238 亿元，是 1980 年 667 倍，较 2013 年增长 43.7%。1980 年江

西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的比重为 2%，逐步上升至 2015 年的 3%和 2017 年的 3.4%。融资方面看，2017 年江西社会融资规模（增

量）5347.1 亿元，较 2013 年增长 37.2%，全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194430 亿元，较 2013 年增长 12.3%，江西增幅大于全国

24.9 个百分点。2017 年江西社会融资规模在全国的占比仅为 2.8%，较 2013 年提升 0.5 个百分点，低于江西固定资产投资全国

占比 0.6个百分点。然而，从投资与融资的匹配度看，江西社会融资规模与固定资产投资比值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3年，

江西社会融资规模与固定资产投资比值为 30.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8.5 个百分点，2017 年社会融资规模与固定资产投资比值

为 24.6%，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5.7 个百分点，表明江西的投资力度较大，增加融资加快发展的空间仍然较大。 

（五）金融业发育程度不高，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一是江西金融深化程度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情况没有明显改变，甚至有所扩大。1978 年，江西金融深化程度为 45.4%，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6 个百分点，除 1995 年外，1978~2000 年间，江西金融深化程度和全国的差距总体在 10 个百分点内。2000

年，江西金融深化程度和全国的差距有扩大趋势，2017年江西金融深化程度为 124.4%，较全国平均水平低 20.8个百分点，2010

年差距最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33个百分点，表明江西金融业发展与全国横向比较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二是江西金融业增加

值在 GDP 中占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金融业对经济增长贡献度仍有提升余地。1978 年以来江西金融业增加值在 GDP 中占比呈现

明显上升趋势，特别是近十年来占比明显上升，2016 年江西金融业增加值在 GDP 中占比为 5.7%，较 1978 年 1.4%提高 4.3 个百

分点。然而，全国金融业增加值在 GDP中占比明显高于江西，2012年全国金融业增加值在 GDP中占比为 6.5%，较江西高 3.3个

百分点，2016年全国金融业增加值在 GDP中占比为 8.4%，较 2012年提高 1.9个百分点，较江西高出 2.7个百分点。 

（六）金融业竞争力不强，居中部地区中游靠后位置 

根据中部省份《“十三五”金融业发展规划》（河南未出台），2015年江西一些主要金融业发展指标落后于中部其他省份。如

金融业增加值仅为 897.7亿元，在五个省份中排名倒数第一；社会融资规模仅为 3019.7 亿元，排名倒数第一；本外币存贷款余

额、沪深港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数量均排名倒数第一；其他金融总量指标排名均比较靠后。从发展前景看，2020 年江西主要金

融指标目标值在中部地区也处在中游靠后位置。如金融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本外币存贷款余额、上市公司数、证券化率、保

险深度以及保险密度等指标目标值低于其他省份。 

三、促进江西金融业加快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大力推动江西区域金融一体化战略 

江西的金融业发展家底薄、起步慢，加快金融业赶超发展应加大要素整合，形成协同发展效应，实施以省会南昌为内核的

区域金融一体化战略。在“昌九”和“昌抚”一体化框架下，制定金融一体化政策体系、出台《江西金融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2025）》以及《关于加快推进江西金融一体化的指导意见》等指导性文件；进行金融一体化综合配套改革先行先试；制定区域

内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流通管理以及金融业创新合作等金融同城化具体政策措施；出台国土、财税、工商等“1+N”配套性

政策（刘俊芳，2007）。实施“三步走”金融一体化推进战略：第一步，实现基础性金融服务同城化，签署《金融同城化专题协

调会备忘录》；第二步，实现区域投融资便利化，搭建两地融资服务共享平台，实现金融分支机构设立同城化，金融类企业经营

区域同域化，实现金融综合管理一体化以及投融资体系一体化等；第三步，实现金融市场融合发展，围绕城市之间产业融合导

向，实现金融捆绑式发展。 

（二）大力推动省会南昌区域金融中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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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制定南昌金融集聚区发展规划，加快建设区域金融中心。加快发展科技金融、物流金融和航运金融，推进南昌金融综

合改革示范区建设，开展股权资本化、智力资本化和资产证券化试点，建设南昌资本特区。到 2030年，推动南昌初步建成中部

地区全国性专业金融中心、全国性金融后台服务基地。鼓励金融机构在南昌设立区域总部，引导外资银行在省内设区市设立分

支机构。支持九江、赣州金融业集聚发展，推进赣州省域副中心城市和九江长江流域副中心城市建设；支持南昌和抚州金融业

集聚、融合发展。推动“一元多层次”战略实施，鼓励有条件的设区市城市结合自身产业特点，做好本地金融发展规划，打造

特色产业金融中心，支持区域产业发展和经济转型升级。 

（三）大力推动区域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 

江西是具有较多“绿色资本”的省份。张智富（2018）指出，要抓住重大机遇，推动重点金融改革任务扎实落地。本文建

议江西加快建设国际级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在全省绿色金融总体发展规划基础上，针对绿色金融政策体系、绿色金融要素交

易、绿色金融基础设施、机构培育及产品创新等方面建立更专业、具体的二级规划体系，同时规划应注重长中短期相结合，如

三年规划、五年规划、年度规划等，从而清晰地梳理出绿色金融发展战略与具体实施方案。成立江西绿色金融发展协调推进小

组，负责绿色金融改革发展的总体规划、统筹协调、整体推进和监督落实，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出台一致性行动方案，统筹绿

色金融政策的实施。 

（四）大力构建多层次区域金融市场体系 

建议推动金融与区域产业的融合发展，通过金融机构联合授信、银团贷款等多种形式，支持优势产业发展壮大，实行上下

游联动和横向联合。加大对优势产业及关联企业的信贷投放力度，为优势产业集群提供更加完善的融资、结算和理财服务等。

发挥南昌总部金融中心优势，促进区域内直接融资市场发展。加大对区域内企业改制上市的扶持力度，培育上市后备资源，支

持中小企业及民营企业上市融资，积极探索发行项目债券、市政债券、设立产业基金，指导、支持和帮助区域内企业通过发行

短期债券等。探索建立区域保险中心，加大对重点产业出口信用保险的扶持力度，加快发展再保险市场，完善保险市场功能。

加快区域内“海峡交易所”等股权、期权市场建设，大力扶持大宗商品、农产品等期货证券投资市场发展。加快区域内产权交

易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发挥产权交易市场在企业改制、兼并破产、资产重组，以及企业库存积压变现、盘活企业存量资产等方

面的积极作用。建立区域的民间资本投融资对接服务平台，出台相应的财政补贴、减免税收等优惠政策，采取 PPP、TOT、BT、

BOT、BRT以及 BOOT等方式吸纳区域内的民间资本参与区域合作的重大项目建设。 

（五）大力改善区域金融业发展基础环境 

一是加快区域支付清算系统建设，推进“银行结算通”业务，实现金融 IC卡跨行业应用同城化，推动区域公交系统的金融

IC 卡互联互通，鼓励和引导更多的银行机构与非银行机构合作发行联名卡，并利用银行的发卡网络和银联跨行转接网络及资金

清算系统，实现金融 IC卡跨地区跨行业消费、支付结算服务同城化。二是建立区域票据交换系统，将区域内银行同时纳入到该

清算系统中，并实现在当地收票，以提高清算效率，减低清算风险及业务成本。三是建设区域政策法规信息平台，使银行和企

业能及时查询到区域内政策法规、工商信息等完善区域内金融信息共享机制。取消异地限制，实现区域内企业征信、个人信用、

空头支票、银行账户等信息的同城查询。四是建立区域动产不动产信息系统，统一全省抵押登记手续，增强信息披露和共享，

建立跨区域不动产抵押的制度安排，为金融机构开展相应的金融服务提供便利。五是推动区域统一的信用体系建设，整合政府

部门、金融机构及互联网企业等数据资源，完善企业信用评价体系，探索建立统一的跨区域企业资信评价标准和相互认定系统。

六是深入推进省级金融安全区和金融生态良好城市创建，开展金融生态评估，完善金融生态建设激励约束机制，引导金融资源

向金融生态建设成果突出地区倾斜。 

（六）大力完善区域金融发展政策支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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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建立财政专项基金，对来赣新设或新引进的金融机构法人总部、业务总部或营运中心等给予奖励，

对特定的股权投资、创业投资、风险投资、金融租赁、私募基金及公募基金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给予一定奖励，加大税收支持力

度，全面落实金融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加强金融发展中的法律保护，优化金融业发展的法治环境。逐步完善金融消费者保护体

系，完善金融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二是制定金融人才队伍引进与培养计划。组建全省金融人才培训中心，对政府机关、金融机

构人员进行专业培训，着力提高金融管理人员指导金融业发展的能力。大力吸引熟悉国际金融市场、精通金融衍生工具和金融

创新的高级管理人才。对来赣发展的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给予适当优惠和便利。实施金融人才交流计划，优化干部队伍结构。

三是建立江西金融协同发展综合协调机制。由政府金融管理部门、金融监管部门联合成立综合协调机构，负责区域金融协同发

展的总体规划设计、区域金融资源协调整合与优化配置，引导建立政、企、银间协调机制，共同推进金融协同发展。四是加强

地区金融风险和跨区域资金流动监测，建立和完善区域金融稳定协调机制、反洗钱协调合作机制等，共同防范金融风险。五是

深入开展金融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增强金融法治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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