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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赣州 

综合保税区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 

黎文龙 熊雨轩 艾晨欣 张静
1
 

（南昌师范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2） 

【摘 要】：赣州综合保税区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经过近七年的建设和发展，逐渐成为了赣州市开

放型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为突破发展瓶颈，赣州综合保税区应着力夯实产业基础、提升产业协作能力，搭建整合

高效的物流信息服务平台，加大优质人才吸引、培育力度。该研究旨在促进赣州综合保税区深入对接“一带一路”

发展，助力构建江西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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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综合保税区是设立在内陆地区的具有保税港区功能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由海关参照有关规定对其进行管理，执行保税港

区的税收和外汇政策。综合保税区集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区、港口功能于一身，可以发展国际中转、配送、采购、

转口贸易和出口加工等业务。 

“一带一路”倡议是 2013年底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旨

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

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赣州市积极对接“一带一路”建设。2019年，赣州市外贸进出口总额达 399.38亿元，同比

增长 14.0%。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计进出口值为 127.26亿元，占进出口总额的 31.86%，同比增长率远高于进出口

总额的数值，达到了 46.55%。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赣州市对外贸易发展水平得到稳步提升。而作为赣州市对外贸易

的一大“引擎”，赣州综合保税区未来该走向何方，这一问题也值得我们更深入去研究。 

2 赣州综合保税区的发展现状 

赣州综合保税区于 2014年 1月获国务院批复成立，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背景下，于 2016年 10月正式通关运行，是

江西省第 1个、全国第 35个综合保税区。赣州综合保税区对赣州积极对接“一带一路”，建设成为“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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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重大意义，对促进江西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的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其发展现状和前景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 

赣州综合保税区自 2016年 10月通关运行，截至 2020年 7月累计引进亿元以上项目 34个，签约资金 218.25亿元，入驻企

业 67家。区内进出口总额呈持续增长的态势。赣州综合保税区 2017年进出口总额为 297万元，2018年进出口总额为 4.68亿元，

2019 年再创新高，进出口总额达 8.61 亿元。即使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2020 年全年进出口总额也达到了 31.61 亿元的新高，

成为江西省重要的进出口加工贸易基地。 

赣州综合保税区的业态功能逐步丰富，综保区立足综合保税功能，逐步向加工制造、物流分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销

售服务五大中心发展。区内打造形成了以智能终端制造为主导的产业集群，并入驻了京东物流等多家物流企业。此外，赣州综

保区也积极推动区内跨境电商产业的发展。2020 年 5 月，中国(赣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正式建成，跨境电商产业也将成

为赣州综合保税区发展的一大支柱。此外，赣州综合保税区展示服务中心也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中。 

3 赣州综合保税区发展存在的问题 

3.1产业基础薄弱 

由于地处内陆，受地方经济的影响，赣州综合保税区的产业基础并不占优势，产业协作能力有待加强。赣州综合保税区离

赣州国际陆港的距离远达 36公里，二期项目与赣州港的土地置换迟迟未有进展，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产业进出口程序增多，拉低

了效率。其次，从工业产业方面看，2019年赣州市第二产业增加值为 1368.19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 39.38%，缺乏

强大的工业基础支撑。此外，赣州、南昌、郴州综合保税区都是由出口加工区转设成立，由表二可知，后两者在扮演出口加工

区的角色上要略胜一筹。 

3.2缺乏整合型的物流信息服务平台 

物流是沟通综保区内企业与国内外市场的桥梁，物流服务能力是影响综保区发展的关键性因素。赣州综合保税区内物流整

合能力相对较弱。目前，区内主要有力佳物流配送、赣州捷运仓储物流、赣州市祺达物流、赣州恒益物流以及飞尚供应链保税

物流及配送中心等物流企业。物流企业虽然不少，但多为地方性本土企业，企业规模小、知名度低，且国际业务涉及较少，涉

及国际货代报关业务的企业在综保区管委会综合服务大厅中也仅有两家。赣州综合保税区缺乏强有力的物流信息资源整合平台，

导致区内物流企业各自为政，无法做到信息共享，物流产业协作能力急待加强。 

3.3专业人才吸引力较弱 

“国以才立、政以才治、业以才兴”，赣州综合保税区未来的发展也离不开专业人才的支持。赣州综合保税区要想对接“一

带一路”，成为助推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引擎，离不开大量的国际贸易、外语、物流、管理、跨境金融服务等方面的专业人才，

甚至多种专业的复合型人才。 

工资收入是吸引人才的关键因素，在 2019年江西城镇私营单位分地区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数据中，赣州作为江西的副省级

城市，其就业人员年均工资水平仅能排到全省第 7 位，这个位次在全省所有地级市中处于中间靠后的位置，且相较于其他 3 个

拥有综合保税区的城市，赣州的平均工资水平仅优于吉安，但明显低于南昌和九江。 

4 赣州综合保税区的发展对策 

4.1夯实产业基础，提升协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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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综合保税区应坚持创新驱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周边综保区的产业定位经验可以为赣州综保区的产业定位提供借鉴。

例如湖南郴州综合保税区产业转型，以智能制造企业为主推动产业链往高附加值环节延伸，现已形成新兴产业集群，重点发展

有色金属、电子信息、保税仓储等产业。其管理模式、产业转型及人才管理经验值得中西部地区的综合保税区借鉴。为夯实产

业基础，赣州综合保税区应大力发展稀土和钨深加工及其应用、有色金属深加工等六大支柱产业，促进产业集群化发展；积极

承接大湾区优质产业转移，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发展以智能终端制造为主导的产业集群，进行产业优势互补、联动发展。 

提升产业协作能力的重点在于优化保税区的营商环境。赣州综合保税区应从打造便捷高效的政务环境、开放包容的投资贸

易环境及竞争高效的市场环境、优化创新创业孵化环境、构建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等方面着手不断优化区内营商环境。 

4.2搭建整合高效的物流信息服务平台 

“一带一路”背景下综合保税区的发展需要有强大的物流体系作为支撑。赣州综合保税区可以充分利用国家对外贸的支持

以及“一带一路”专项资金，加大对物流平台、物流网络建设的投入；与国内其他综合保税区通力合作，共建畅通无阻的物流

信息传输网络，为进出口贸易的物流业态提供及时、准确、全面的信息支持与保障；促进企业间物流信息共享共建、互联互通，

实现资源的优势互补；同步加强招商引资扶持力度，积极引进行业知名物流企业，加强与第三方、第四方物流企业的合作。此

外，综保区政务服务能力也亟需提升，可于管委会综合服务中心增设物流、报关、保险、金融等业务窗口，允许相关企业入驻，

降低区内外企业进出口作业的时间和信息成本，实现综保区服务能力跨越式提升。 

4.3加大优质人才吸引、培育力度 

赣州综合保税区内正在培育智能终端制造、跨境电子商务、保税展示等新业态。这些新业态的发展离不开人才资源的支持，

综保区作为外向型经济的窗口，应搭建国际化人才交流合作平台，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才交流与合作；与省内及

大湾区高校和科研院所共建校地、校企协作和技术对接的网络平台；积极对接大湾区科技人才资源库，在大湾区引进一批专、

精、高的创新科技高端人才，引进人才的专业背景需要与综保区未来的发展相适应。 

在人才协作的基础上要加大人才自我培养力度，在综保区内建立独立人才资源库，建立专项人才培育基金；鼓励扶持区内

企业自主开展员工培训，对有创造新就业岗位的企业予以资金奖励；完善生活配套设施建设，推进“产城融合”；积极对接高

铁新区的建设，完善综保区周边服务配套，构建“宜居宜业”的环境留住人才，提升人才吸引力。 

参考文献： 

[1]刘孟强，钟清兰.构筑内陆双向开放新高地[N].赣南日报，2020-11-26(001). 

[2]赣州市统计局.赣州市 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N].赣南日报，2020-03-20(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