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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新世纪以来，江西走过了极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历届省委省政府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

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大力弘扬伟大的

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科学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各种自然灾害的严

重冲击，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迈出了

科学发展、绿色崛起的坚实步伐。

当前，江西已经站在一个新的起点，正处在科学发展、绿色崛起的

关键阶段。

一是正处在加速发展的爬坡期。从发达省份的经验看，经济总量

突破万亿元后，经济发展都经历了一个持续快速增长期，特别是从 1

万亿元到 2万亿元的阶段，几乎都保持了 4 ～ 6 年的两位数经济增长。

2011年，我省经济总量和固定资产投资双双突破 1 万亿元，标志着开

始进入加速发展阶段。但同时也要清醒看到，现在我省保持快速发展

的环境和条件与发达省份当时的环境和条件相比，已经发生了极大变

化，面临着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不断提高，资源环境约束日益趋紧

等诸多制约因素，不仅加快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而且加速转型的任

务也十分繁重。因此，对我省而言，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既有加速发

展的可能，更有爬坡过坎的挑战，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

二是正处在全面小康的攻坚期。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到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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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作为一个经济欠发达省份，我省要实

现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任务异常繁重和艰巨。据国家统计局公

布的数据，2011 年全国全面小康社会的总体进度是 83. 2%，我省为

79. 3%，比全国低 3. 9 个百分点。在 6 个大项指标、23 个具体指标中，

我省有 3个大项指标、10个具体指标落后于全国平均进度。特别是在

经济发展方面，全国的实现程度是 76. 1%，我省仅为 59. 8%，比全国低

16. 3个百分点。我省人均 GDP 要在 2020 年赶上全国平均水平，年均

增速须保持比全国高 3. 8 个百分点以上。可以说，能否与全国同步实

现全面小康，是我省面临的最现实、最紧迫的任务。尤其是今后五年，

如果我省全面小康进程不加速推进，不打下坚实基础，在 2020 年前的

冲刺中就有可能被远远抛在后面。

三是正处在生态建设的提升期。良好的生态是江西最大的优势、

最亮的品牌。但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的生态优势，主要是建立在工

业化程度较低、发展仍然不足的基础上的，还相当脆弱。我省作为铜、

钨、稀土等有色金属、稀有金属主要矿产地，一些地方重金属污染较

重。伴随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一些地方还出现了空气污染、水污

染、农业生产面源污染等突出问题。可以预见，随着发展的加快，经济

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矛盾将日益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如果不加快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不采取更为有力有效的措施，我们所引以为豪的生

态优势和绿色品牌，就可能最终丧失。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如何在加

快发展的同时，切实保护好青山绿水，巩固好生态优势，是全省上下必

须努力探索求解的重大课题。

党的十八大开启了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新征程，习近

平总书记发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号召，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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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过上全面小康生活寄予殷切期盼。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江西不发展

不行，发展慢了也不行，发展不好更不行。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

必须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引领，以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为目标，坚持主题主线和战略思路不动摇，紧紧扭住发展这

个第一要务，切实抓好民生这个第一大事，自觉落实稳定这个第一责

任，不断强化改革这个第一动力，进一步解放思想、扩大开放，统筹兼

顾、重点突破，奋力迈出“发展升级、小康提速、绿色崛起、实干兴赣”的

新步伐，努力争创建设富裕和谐秀美江西的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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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推动产业升级，增强经济发展竞争力

产业是发展的基础支撑，产业升级是发展升级的核心内涵，要增
强江西省经济发展的综合竞争力，关键是要推动产业升级。总体上
看，我省产业门类齐全、体系完备，但大部分产业层次不高、竞争力不
强，尤其是缺乏支撑、带动能力强的产业龙头。要彻底改变这一局面，
就必须紧紧抓住当前国际国内产业加快调整升级的历史性机遇，以提
升产业竞争力为核心，加快构建具有江西特色和比较优势的现代产业
体系。重点继续深入实施工业强省战略，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
合，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做大做强做优工业。

一、产业升级的关键在于工业产业升级

围绕工业产业升级，进一步明确产业发展的主攻方向。推动工业
升级的核心任务是要突出我省优势和特色，集中力量、集中资源，下大
力气打造一批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重点支柱产业。抓紧修编十大战
略性新兴产业规划，进一步找准确定一些发展基础好、发展潜力大、财
税贡献多的重点产业，实行省领导联点、一产一策的扶持政策，使之尽
快成长为支撑江西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各地要进一步强化全省“一
盘棋”思想，打破区域界限，严格执行重点产业规划，着力优化产业布
局，在一个或两个地方形成某个重点产业的集聚，避免走低水平重复
建设、同质竞争的老路。

坚持在产业升级中走具有江西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按照构建
现代产业体系的本质要求，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为主线，以改革开放为动力，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推进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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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
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全面优化技术结构、组织结构、布局结构和行业
结构; 把工业发展建立在创新驱动、集约高效、环境友好、惠及民生、内
生增长的基础上，不断增强工业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坚持把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作为产业升级的中心任务。正确
处理好工业增长与结构、质量、效益、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等方面的重
大关系，以提高工业附加值水平为突破口，全面优化要素投入结构和
供给结构，改善和提升工业整体素质，强化工业企业安全保障，加快推
动发展模式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坚持把加强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作为产业升级的关键环节。努
力突破制约产业优化升级的关键核心技术，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完
善产业链条，促进由价值链低端向高端跃升。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增
强新产品开发能力和品牌创建能力，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
推动发展动力向创新驱动转变。

坚持把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工业作为产业升级的重要着
力点。健全激励与约束机制，推广应用先进节能减排技术，推进清洁
生产。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强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积极应对气候
变化。强化安全生产保障能力建设，加快推动资源利用方式向绿色低
碳、清洁安全转变。

坚持把推进“两化”深度融合作为产业升级的重要支撑。充分发
挥信息化在产业升级中的支撑和牵引作用，深化信息技术集成应用，
促进“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加快推动制造业向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转变。

坚持把提高工业园区和产业基地发展水平作为产业升级的重要
抓手。完善公共设施和服务平台建设，进一步促进产业集聚、集群发
展。改造提升工业园区和产业集聚区，推进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建设。优化产业空间结构，加快推动工业布局向集约高效、协调优化

·4·



转变。
坚持把扩大开放、深化改革作为产业升级的强大动力。充分利用

“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稳定外需、扩大内需，实现内需外需均衡发展。
进一步深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加快推动宏观调控手段向更多依靠市场力量转变。

要把培育壮大龙头企业作为推动产业升级的关键工程来抓，坚持
招大引强、扶优扶强，鼓励靠大联强、强强联合，推动优势资源向重点
企业集中，加快培育若干个新的超千亿元产业和超百亿元乃至超千亿
元企业，打造一批技术先进、主业优势明显、核心竞争力强的企业“航
母”和市场前景大的企业“小巨人”。

要把提升基础设施保障水平作为产业发展升级的重要条件，下大
气力推动全省基础设施建设跃上一个新台阶。着力打通我省南北和
东西两个走向的高铁大通道，在加快建设沪昆客专与合福客专的同
时，加快推进昌吉赣客专、赣深客专、武九客专、池九客专等重点铁路
项目，加快实现铁路出省通道高速化。要根据新修编的全省高速公路
规划，加密路网、升级扩能、增强通达性，尽快建成“纵贯南北、横跨东
西、覆盖全省、连接周边”的高速公路网。加快建设通江达海的水路交
通大通道，推进南昌港、九江港一体化建设，振兴“千年赣鄱黄金水
道”。要加快省内民航机场和通用机场建设，扩大机场辐射范围，畅通
航空通道。要加强资源整合，加强能源建设，保障主要资源要素的有
效供给。

二、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不断强化规划引领、平台支撑、资金引导、项目推进和统筹协调功
能，积极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康发展。大力发展节能环保、新能源、
新材料、生物、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及航空制造、先进装备制造、锂电及
电动汽车等先导性产业，争取大项目支持，突破核心关键技术，实现跨
越发展。着力打造鹰潭铜产业、赣州钨和稀土两大国家级矿业产业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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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宜春锂电新能源产业基地，吉安风能核能及节能技术产业、电子产
业基地，新余国家新能源科技城，上饶光伏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南昌生
物产业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积极发展航空制造、先进装备制造等产
业，加快推进通用飞机、民用直升机及大飞机零部件产业基地建设，加
快建设南昌航空城、景德镇直升机产业示范基地，争取国家将我省列
入低空空域开放试点地区。着力推进文化暨创意、绿色食品等产业做
强做大，重点打造一批特色文化产业基地和国家级绿色食品基地。

1. 航空产业

以南昌、景德镇、九江为重点，着力构建“一城二园”的空间格局，
即南昌航空工业城和景德镇航空产业园、九江红鹰飞机产业园，力争
到 2015年，形成航空材料、航空设备、大部件、整机设计制造、国际合作
与转包、试飞及航空文化等相对完整的产业集群，各类民用直升机 460
架、先进教练飞机 150架、通用飞机 50 架、无人直升机 500 架、大飞机
大部件 20 架份的生产能力，把我省打造成为全国直升机、教练机研制
生产主要核心基地，通用飞机、大飞机主要部件研发生产和航空转包
制造重要基地，成为功能较为齐全、特色更加鲜明、中部地区最大的航
空产业基地。南昌航空工业城以国家高技术航空产业基地为依托，主
要建设大型客机零部件研发与制造厂区，教练机、通用机研发与制造
厂区，航空转包生产区，航空设备、材料及零配件加工等配套区。景德
镇航空产业园以昌河飞机工业(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为主，全面应用信
息技术，加快开发直升机新机型并对已有型号改进改型，完成大客机
前缘襟翼、后缘缝翼等大部件以及直升机零部件研制; 以 602 所为主
体，建设无人直升机生产区、培训和维修保障中心以及试验飞行区;景航
锻铸公司重点发展航空锻铸件产品。九江红鹰飞机产业园在九江出口
加工区新建总装生产区、培训中心及相关基础设施，在鄱阳湖畔姑塘镇
建设试飞区，引进生产四种型号直升机和三种型号小型固定翼飞机。

·6·


















































 


















































链接
打造中国版“西雅图”

西雅图，位于美国太平洋西北部，是美国的高科技中心，有
“航空城”的美称。目前，在地球另一边的中国南昌，在风光旖旎
的瑶湖侧畔，南昌高新区的航空工业城正如火如荼地施工建
设中。

南昌航空城规划占地 25平方公里，其中洪都产业区占地 10
平方公里，包括北区( 大飞机及航空转包生产区)、南区( 军品生
产区及通用航空区)、机场区( 试飞区)，着力打造大飞机主力生
产基地、国际航空转包生产基地、通用航空发展基地、教练机生
产基地。

航空城洪都产业区分三期开发建设。一期为大飞机前机
身 /中后机身研制和航空转包生产条件建设，建设内容集中在北
区，力争到 2015年 12月基本完成一期工程建设; 二期为机场和
相关配套设施建设，力争到 2014 年 12 月完成二期工程建设; 三
期为军品生产及通用航空产业区建设，建设内容集中在南区，力
争到 2018年 12月基本完成三期工程建设，并实现洪都集团整体
搬迁。

如今，南昌正孕育着一个航空梦想:打造中国的“西雅图”。
通过大力引进国际航空转包项目、大飞机零部件制造项目以及
航空相关产业，在 2015年左右打造成为国际航空转包生产基地
和大飞机零部件研发制造基地，使之真正成为一个航空产业突
出、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功能齐全、配套合理、环境优雅、经济繁
荣、城区社会和谐的新型现代化卫星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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