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融入“一带一路”推动经济跨越发展 

李 娟 

（中共抚州市委党校，江西抚州 344000） 

【摘 要】“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重大举措。江西省作为我国中

部重要省份，努力抓住这一战略机遇，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对于推动江西省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

义。江西凭借自身的先天优势和后天努力，完全有能力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有所作为。全面对接“一带一路”，

通过争取国家支持、加快通道建设、拓宽合作领域、深化人文交流，实现江西经济的跨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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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顺应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推动世界各国及中国各省市开放发展的新平台。江西自古以来与“一带

一路”有着深厚的渊源，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货源地和重要起点之一。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建设，江

西应主动作为，抓住机遇，融入其中，把江西省建设成为“一带一路”内陆腹地的重要战略支点和内陆双向开放示范区，推动

江西经济的跨越发展。 

一、“一带一路”对江西的战略意义 

（一）助推开放型经济发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世界上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带，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潜力不断激发，

将促进中国中西部地区和沿边地区对外开放。江西作为中部地区，建设“一带一路”对江西的开放型经济发展升级意义尤为重

大。2015年，江西企业对外承包工程在“一带一路”沿线 25个国家承揽项目 52个，新签合同额 5.99亿美元，增长 6倍；完成

营业额 8.64亿美元，占江西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的 24.7%。对“一带一路”沿线 30个国家进行直接投资，中方协议投资额

6.4 亿美元，是 2014 年的 2.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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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在“一带一路”大框架下，江西的对外经济已初显成效，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交流合作明显增多，提高了江西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助推江西省开放型经济跨越发展。 

（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一带一路”战略要求我国各省市把最终落脚点落在产业的不断升级、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上。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促使江西省政府必须帮助已经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转型升级，或者到“一带一路”沿线有此产业需求的国家创造产业价值。同

时，政府需要修改那些不利于对外开放、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则，为产业升级、技术创新提供更好的平台，在这其中政府要发

挥因势利导的作用。通过企业自身以及政府引导，江西参与“一带一路”战略来推动产业升级、技术创新发展地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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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促进国际知名度提升 

“一带一路”战略涉及 60多个国家，但江西既不靠海也不沿边，属于内陆腹地，江西要在国际市场上发光，就必须不断提

高相关产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把优势产业推向“一带一路”，这样才能在众多国家与地区当中凸显出来。同时利用江西丰富的

历史文化及生态资源，加大人文宣传，提升国际知名度。 

二、江西有能力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有所作为 

江西省是全国唯一同时毗邻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海西经济区这三个活跃经济区的省份，“一带一路”战略赋予了江西

省“内陆腹地战略支撑”和南昌市“重要节点城市”的战略定位和历史使命。面对区位优势和战略机遇，江西可以在“一带一

路”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作为我国中部崛起战略的重要一员，随着我省开放型经济的跨越发展，在基础建设、医药、航空、

光伏等领域形成了一大批具备较强优势的企业，这些企业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经贸合作、产业投资等合作方面积累了较为丰

富的经验，有能力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有所作为。 

（一）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成效明显 

基础设施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抓手，江西省在对外工程承包上有比较优势。截至 2015 年 10 月底，全省有对外承包工程

资质企业 118 家，和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往来，市场主要集中在非洲和东南亚国家。其中，江西国际、中鼎国际和江西中煤 3

家外经企业连续多年入围全球最大 250 家国际承包商。江西国际公司是我省在国外的龙头企业，2014 年公司全年签订的对外工

程承包合同额超过 10亿美元。江西中鼎国际 2014年在非洲阿尔及利亚成功签订了 8410 套社会保障房建设项目，总合同金额达

3亿多美元，这是我省本地企业在国外承揽工程以来，获得的最大国际工程承包项目。2014 年 7月，江西中煤在肯尼亚签约 1.7

亿美元的道路工程项目，是江西迄今在境外获得的最大道路承包工程项目。我省通过积极争取国家金融支持来参与基础设施互

联互通项目，如争取亚投行、丝路基金等“一带一路”战略金融支持，推动我省对外承包工程发展升级。2015年 1-11月，江西

对外承包工程累计完成营业额 30.07亿美元,占年计划 91.97%，同比增长 27.27%。新签合同额 28.02亿美元，同比增长 19.12%，

主要涉及电力工程建设、房屋建筑、交通运输建设、石油化工等领域。2015年前 11个月，江西新签 500万美元以上项目 73个，

合同总额 25.35 亿美元。1 亿美元以上项目有 5 个，分别是江联重工在埃塞俄比亚 6.47 亿美元糖厂 EPC 总承包项目、江西国际

2.8 亿美元赤几民生工程项目、江西水利水电 1.2 亿美元埃塞隧洞项目、江联国际 1.16 亿美元印尼金光电站项目以及江西中煤

1亿美元肯尼亚公路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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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以及我省积极融入和对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成效非常显著，江西省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中完全有能力承担重任，在打通“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经脉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经贸合作发展迅速 

经贸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是新兴市场或发展中的经济体，我省大部分出口商品在“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有广阔的市场，如江西的机电产品、医药、茶叶、瓷器等。2014 年，江西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贸

易合作的企业超过 2000多家，进出口贸易总额超过 120亿美元，占全省比重近 30%。我省在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累计超过 15亿

美元，设立企业或机构 340 国家。江西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在稳步推进，有着扎实的合作基础，重点开拓中东

欧、中西亚和东南亚市场，在推动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和地区的贸易往来中将扮演重要的角色。 

（三）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强 

生态环境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眼睛，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像保护眼睛一样来保护生态环境，



这样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江西是我国实施长江经济带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的重要省份，同时也是实施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

和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等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的省份，是国家建设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在资源环境方面优势非常明

显，并且政策、人才、资本和项目等要素都已经聚集。江西的生态环境优良，可以承载对生态环境要求较高的产业，如医药、

高新技术产业、食品加工业等。江西的矿产资源、农业生态资源和旅游资源等相对优势为我们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的经贸往来和投资合作奠定了互补互利互惠的基础。 

（四）历史文脉渊源颇深 

历史渊源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桥梁，江西与古代丝绸之路有着非常深厚的渊源。秦朝时期，江西与广东连通的大庾岭驿

道即已修通。唐朝时期，商品可以沿着赣江南运至广州。在赣江以北，江西的粮饷物资经鄱阳湖而入长江，商品在长江两岸各

大城市畅销。明朝建立后，“运河-长江-赣江-北江”成为全国贸易的黄金水道，使得江西在国内、国际贸易中处于非常有利的

地位。当时，盛极一时的“江右商帮”带着瓷器、茶叶出海，并在新加坡、菲律宾等地建筑了江西商人的“图腾”——万寿宫。

“江右商帮”的兴起，推动全国和江西经济的繁荣，也在古丝绸之路的贸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江右商帮”传承了江西人的

艰苦奋斗、合作共赢的精神，推动了江西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发展。 

三、江西融入“一带一路”战略的建议 

（一）争取国家支持，全面对接参与 

虽然江西未被纳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规划和总体实施方案中，但是南昌已经被列为“一带一路”的节点城市，将成为

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这是我省融入“一带一路”的巨大红利。此外，江西应继续争取国家在总体规划、战略布局、务实合作

以及扶持政策等方面的支持。一是平台建设支持。争取国家批复设立昌九新区、将南昌、九江等重点城市作为开发开放合作试

验区，打造对接融入“一带一路”重大战略平台。二是通道建设支持。我省应积极争取国家支持通道建设，加快融入“一带一

路”战略中，如：开通国际铁路货运班列和铁海联运班列、铁路机场建设、港口建设等。三是金融政策支持。亚投行、丝路基

金和国家政策性银行是融入“一带一路”战略的金融保障，江西是欠发达地区，争取金融支持是至关重要的。政府应积极帮助

我省企业争取国家金融支持，推动重点扶持和鼓励的对外投资企业纳入国家税收激励范围，落实出口退税、税收抵免、税收减

免、延期纳税等政策。江西一方面通过争取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支持，另一方面全面对接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实现我省

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二）加快通道建设，实现互联互通 

融入“一带一路”战略，通道建设是基础。江西应在发挥现有交通网络优势的基础上，契合“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

逐步实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一是打通“陆上丝绸之路”通道。加强与长三角地区合作，共同推进建设跨区域

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并依托国内现有的亚欧、泛亚铁路运输通道，加快武九客专、蒙西至华中地区铁路煤运通道等项目建设，

进一步打通我省对接中亚、中东欧、欧盟及东南亚的“陆上丝绸之路”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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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建设“汉新欧”、“渝新欧”等中欧国际铁路

班列，建立赣欧（亚）国际铁路货运通道，并积极对接福建货运，使货运班次实现常态化运行。实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铁路互联互通，构筑连接“一带一路”战略的铁路货运主动脉。二是打通“海上丝绸之路”通道。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打造一

系列出海铁路，以及通达东南沿海高速公路，加强与沿海港口合作。充分发挥九江城西港启运港优势，加强与上海洋山港等沿

海港口对接，提高海上运输能力，融入海上丝绸之路。三是打通“空中丝绸之路”通道。充分发挥南昌的航空优势，积极推进

“一干九支”机场布局建设，加密开通“一带一路”沿线航班，同时积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洽谈航运客货运输，加快与

“一带一路”重点地区空中对接。四是打通“数字丝绸之路”通道。“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缺少不了信息化的连通，江西要融

入“一带一路”战略必须加强数字信息化的建设，主动参与长三角、珠三角、海西经济区三大经济区的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大

力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境电子商务，拓宽“数字丝绸之路”的通道。 



（三）拓宽合作领域，加强经贸往来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拥有不同的自然资源和产品需求，我省应充分发挥与东盟、中亚等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往来的优势，

拓宽合作领域，加快对外贸易转型升级。一是培育贸易新增长点。在着力巩固我省优势农产品和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出

口优势的同时，要进一步提升机械制造、电子信息等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能力，加大对节能环保、环境服务等资本

技术密集型领域的进口力度。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提高新兴国家占比，培育新的贸易增长点。二是打造产业合作

支点。江西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应发挥绿色食品、瓷器工艺、新能源新材料、生态健康旅游等优势，重点

将优势产业推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推动江西优势产业具有国际地位，成为“一带一

路”的产业支点。三是深化能源资源合作。2015 年 12 月 30 日，在省国资委牵头组织下，成立了江西海外能源资源开发联盟，

这是我省首家成立的企业海外产业联盟，是省属国有企业融入“一带一路”、参与国际合作的重要举措。在共同参与境外能源资

源开发的同时，我省应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能源资源开发与加工的合作，推动境外资源的合作

利用。四是加大金融支持力度。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往来不断扩大，必须要完善金融服务。

鼓励江西金融机构创新融资模式和金融产品，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江西企业要加大融资扶持力度。推动建立我省“一带

一路”信用保险统保平台，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规模和覆盖面，对大型成套设备出口融资应保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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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加强对企业的金融扶持

力度，促进我省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 

（四）深化人文交流，促进合作共赢 

人文交流，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江西与“一带一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深化与沿线国家的人文

交流对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的友好合作精神、促进合作共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是打造文化艺术交流平台。充分发掘我省优

秀传统文化，推进儒释道文化、赣南客家文化、稻作文化、青铜文化等交流平台建设，扩大传统文化国际影响。同时江西应积

极争取举办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人文领域合作的各种活动，充分展示江西的优秀文化，促进文化艺术的交流，深

化合作发展。二是密切人文交流交往。通过推进人才、非政府组织、媒体等友好交流促进合作共赢。如鼓励并支持我省有关高

校积极吸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留学生并选派优秀的学生去对象国学习，让这些留学生成为江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纽带，形成合作共赢的人脉资源。三是加强生态旅游合作。江西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和全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我省应抓住

生态优势，扩大旅游规模，联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打造具有丝路特色的旅游路线和产品，宣传江西的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树立生态文明的国际形象。 

江西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是我省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必然要求，对我省经济跨越发展、提高我省国际知名度有着重要

的意义。江西省作为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内陆省份，利用自身的优势，以加快通道建设为基础，以加强经贸合作为重点，以

深化人文交流为纽带，以争取国家支持为支撑，全面对接“一带一路”建设，实现我省经济的跨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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