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地处长江申下游南岸南与广东接填于大庚岭和九连山西与湖南相接于罗雷

山，向东经武夷山与福建相连。江西在唐代属江南西道监察区，取“江南西道”简称江西。

由章江和贡江汇聚而成的赣江由南至北，是全省最大的河流，因此省名简称睛。

一、省情特点

江西古称“吴头楚尾、粤户闽庭、形胜之区飞素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誉，奇

秀险峻的自然景观和深远悠长的人文历史交相辉映、异彩纷呈。基本情况有以下几个特

点：

(1）区位条件优越。

江西是唯－同时毗邻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东南三角区的省份，导港澳台

和沿海发达地区山水相连，人缘相亲。经过近几年的发展，路网密度和等级明显提高，

正在形成快速便捷的综合运输网络。面向珠江三角洲 己有愤粤高速公路、 105国道和

京丸铁路相遇。面向长江三角洲 有横贯江西的沪瑞高速公路、 320国道和浙赣铁路相

连。面向闽东南三角区离京福高速公路、昌厦λ闽公路、鹰厦铁路、横南铁路、赣龙

铁路等连接。江西在南昌、九江、景德镇、赣州、井冈山等地建有机场，南昌昌北国际

机场航线可直达全国主要城市及香港、新加坡、吉隆坡等地。从南昌到上海、杭州、南

京、广州、深圳、福州、厦门的飞机只需要1小时左右遇边铁路可以实现夕发朝至。

水运有赣江经鄙阳湖进入长江可直达上海、宁波、厦门、香港等港口城市。便捷的交

通，优越的区位，为产业发展和配套创造了虽好的条件，既有利于总部在港澳台和东部

省份的生产企业搬迁到江西 又有利于为江西支柱产业配套的企业来赣落户。

(2）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

江西农业资源较好，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水稻面积居全国第2位，建国以

来从未间断向国家调出粮食，每年调出稻谷80亿斤以上。矿产资源种类多、储量大，

具有巨大的开发利用潜力。现E发现各类矿产160种 真中铜、银、铀、钮、重稀士、

伴生金等12种矿产储量居全国第－位。江西水资源丰富 人均水资源占有量2800立方

米，高出全国平均水平73%。全省水力资源蕴赢量682万千瓦，可开发装机容量610万

千瓦。全省淡水面积2500万亩，占全国的9.3% ，列全国第三位。江西河流众多，水系

发沽，流λ珠三角的东江源头就在赣南的三百山。江西人力资源丰富，－~是全国劳动

力输出的主要省份之一。

(3）产业基础较好。

江西目前己形成汽车航空、冶金、电子、医药、食晶、化工等六大支柱产业。 2006

年铜产量45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近四分之－；钢材1200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2.8%;

汽车22.5万辆，占全国总产量的3.6% ；水泥4300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3.1%。在铜、



销、稀土、有机硅等领域具有较强竞争优势，贵溪冶炼厂是全国最大的铜冶炼基地，冶

炼能力达45万吨，属世界铜工业前十强。特别是基础产业比较好，水、电等供给明显

优于东部地区。电力供应充沛即使是历史用电负荷最高的夏季全省也未出现扭闸限

电，目前平均电价只有浙江的80%、广东的70%。平均水价仅为上海的50%、广东的60%。

(4）生态环境且好。

江西山色葱郁，风景秀丽。全省森林面积1.43亿亩，活立木蓄积量3.54亿立万米，

森林覆盖率60.05% 居全国第二位。全省有庐山、井冈山、三清山、龙虎山、三百山、

仙友湖等11个国家级凤景名胜区，有鄙阳湖等5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36个国家级森林

公园。庐山享有“匡庐奇秀甲天下”之美名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和世界地质公园。

鄙阳湖为中国第－大淡水湖，拥有国家级的部阳湖候鸟自然保护区。江西十分重视生态

环境保护，在发展中坚持“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全省8条主要河流1-111类水质

断面比例为76.5%。

(5）文化鹿蕴深厚。

江西历史文化悠久南昌、景德镇、赣州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域。南昌腺王阁为

江南三大名楼之－ 江南才子王勃在此留下“落霞与孤莺齐飞秋水共长天－色”的千古

绝唱。景德镇吉聋窑、赣州八境台、乐安流坑村、安义古村落群等记载着江西辉煌的历

史。江西是中国道教和佛教三京的发源地现有庐山东林寺、九江能仁寺、云居山真如

寺、吉安净居寺、龙虎山天师府5处全国重点寺观。江西的古代书院曾驰名天下，庐山

的自鹿洞书院为中国四大书院之一。江西自古人文萎萃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中有王安石、

曾巩、欧阳修出自江西。

(6）特色产晶众多。

景德镇的聋器源远流长，以“自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馨”的特色闻名申外，

中国的英文名℃HINA”就来源于国外对中国聋器的认识。槽树的四特酒，周恩来总理赞

誉为“清、香、醇、纯”囚特酒由此而得名。遂川狗枯脑茶叶笛获巴拿马国际食品博

览会金奖。南丰密桔历史上是皇室贡晶。此外还有庐山云雾茶、中华狲猴桃、赣南

脐橙、南去板鸭、泰和乌鸡、江铃汽车、凤凰相机、金圣卷烟等，列入中国驰名商标的

晶种有9件。

二、发展概况

改革开放以来，江西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取得新的成绩。特别是进入新世纪，江西

积极学习兄弟省市改革开放先进经验，走经济社会发展新路，大力实施大开放主战略，

加快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农业产业化和信息化。确立了把江西建设成为沿海发达地区

产业梯度转移的承接墓地、优质农副产晶加工供应基地、劳务输出墓地和沿海地区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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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休闲的“后花园”的战略定位加快对接长珠闽、联结港澳台、融入全球化。－系列

战略举措，使江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呈现出崭新面貌。

。）全省经济进λ快速发厦新阶段。

建国以来江西经济发厦大体经历三个阶段：第－阶段是建国初期至改革开放前的

1978年，经济年均增长4.3%。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后至上世纪未，即1979年至2000

年，经济年均增长9.4%。第三个阶段是进λ新世纪以后，江西经济进入快速发展的新

阶段， 2001至2005年，年均增长11.6%。这五年中，全省 GDP 由2003亿元增加到4070

亿元，人均 GDP 由586美元增加到1140美元。财政总收入由172亿元增加到425亿元，

年均增长19.9%。在新的起点上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又迎来“十－五”虽好开局。 2006年

生产总值4619亿元，增长12.3% ；财政总收λ518.1亿元，增长21.7% ，超亿元县（市、

区）达到94个，占全省县（市、区）总量的95%。

(2）经济结构明显改善。

三次产业结构继续优化 由 2000 年的 24.2:35.0:40.8 调整为 2006 年的

16.9:50.0:33.10 工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2006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150亿元，

增长22%。农业的基础地位更加巩固， 2006年粮食产量379.3亿斤，连续三年增产，并

创历史新高。服务业繁荣发展新型业态和现代商贸物流迅速兴起。多种经济成分共同

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规模以上工业中私营、三资企业增加值比重超过40%。

(3）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

江西在发展中精力营造成本低、固报快、信誉好、效率高的环境晶牌，做大开放

型经济平台，正在呈现对海内外资金的集聚效应。 2001至2005年，全省利用国外提外

资金75.7亿美元，超过以往历年利用外资总和。 2006年利用外商匮接投资28.07亿美元，

继续位居中部六省主首。在世界500强企业中 已有美国福特、日本铃木、日本五十铃、

日本东草、美国默克、法国罗纳、日本富士重工等24家人驻江西。对外贸易快速增长，

2006年外贸进出口62亿美元，其中出口37.5亿美元，分别增长52.6%和53.8%。

(4）发展环境发生巨大变化。

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1770公里，所有出省主通道

和省会到设区市道路均实现高速化是乡和农村公路改造铁路、机场、码头建设全面

推进，基本形成省内1小时经济圃”和省际“8小时经济圈：统调装机容量巴达728万千瓦，

在建电力装机285万千瓦。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全省94个工业园区顺利通过国家审核并

公告，园区数量居全国第四、中西部第－。农村电网改造、县乡村道路建设以及城市美

化、绿化成效明显 f成本低、回报快、效率高、信誉好”的投资环境正在得到越来越多

海内外有识之士的认可。

(5）各项社会事业全面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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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取得新成就，社会保障

体系避－步健全。江西拥有南昌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江西财经大学、江西农业大学、

华东交通大学等全国知名高等学府。在校大学生达到60余万人将为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更多的智力支持。全省已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青 特别是农村办学条件己显著改善。

在公共卫生方面，基本建成覆盖全省的三级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极大提高了全省疫病防

治能力。人民群众生活得到有效保障，健全了养老保险制度，对城乡居民实行了最低生

活保障，做到应保尽保。

(6）己形成浓厚的发展氛围。

经过近几年的实践，科学发展、实现崛起、富民兴赣巴成为各界的共同心声，思

发展、议发展、谋发展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全省上下已经形成心齐劲足、气顺人和，

－心－意谋发展、众志成城促崛起的强大合力和虽好氛围。

三、未来展望

今后一段时期是江西加快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江西将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现和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牢牢把握发展的新机遇，深入实施大开放主战略，

加快与包括泛珠三角区域在内的沿海地区对接互动在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推进合作与

交流，促进共同繁荣发展。今后－段时期，立西将坚持把经济社会发展的藉:J:J点放在全

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增进人民群众的福扯上 大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型工业化、

新型城镇化、经济国际化和市场化，建设创新创业江西、绿色生态江西、和谐平安江西，

实现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综合经济效益比较好，资源和j用效率比较高 ，城乡发展比较

均衡，人与自然关系协调，整个社会和谐，人民群众获得更多实惠和幸福感，在建设充

满活力、富榕文明、山清水秀、和谐平安的新江西上迈出关键性的－大步。我们设想，

通过努力实现以下阶段性目标：今后五年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

境的基础上，实现全省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两个翻番”，力争全省生产总值达到或接近

10000亿元、财政收入超过1000亿元，人均生产总值达到2000美元以上；到2020年 ，

人均生产总值力争这到4000美元。厦望未来 江西将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江西崛起的新

跨越，固有的资源优势、区位优势、低成本优势、生态优势将不断体现，已飘累的经济

建设基础将显示出巨大效应 一个更加繁荣美好的江西必将到来。

资料来源：江西省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