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 10 年，是江西革命老区大发展大跨越的 10

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两次来

到江西考察调研，为新时代江西改革发展把脉定

向、擘画蓝图。江西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

进、担当实干，聚焦“在加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

上作示范、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上勇争先”的目

标定位和“五个推进”的重要要求，加快推进高质

量跨越式发展，一幅生机勃勃的新时代改革发展

新画卷在赣鄱大地上跃然呈现。

综合实力实现新跨越

今年以来，江西顶住压力交出了亮丽答卷。

7 月 18 日，江西省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

年，江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 15133.1 亿元，按不变

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9%；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总

值等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继续保持全国前列，顺利

实现“双过半”。

主要经济指标增速保持全国“第一方阵”的

发展态势，江西已延续 7 年有余。党的十八大以

来，伴随中国经济巨轮破浪前行，江西经济综合

实力实现了新跨越。

看 总 量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年 均 增 长 8.4% ，继

2011 年跨越万亿元关口之后，仅用 6 年时间，在

2017 年就实现 2 万亿元的重大突破。2021 年达到

2.96 万亿元，由全国第 19 位上升至第 15 位，人均

GDP 首次突破 1 万美元。

看质量，2021 年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

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分别为 38.5%、23.2%，

均较 10 年前提升 10 个百分点以上。三次产业结

构由 2012 年的 11.7∶53.8∶34.5 优化为 2021 年的

7.9∶44.5∶47.6，实现“二三一”到“三二一”的转折

性变化。

看效益，营业收入过千亿元的园区从无到

有，由 0 个增至 8 个，过百亿元产业集群从 20 个猛

增至 88 个；全省工业增加值从不到 5000 亿元增至

1.08 万 亿 元 ，园 区 营 业 收 入 从 1.55 万 亿 元 增 至

4.05 万亿元，千亿元产业从 6 个扩张至 13 个。

“10 年砥砺奋进，江西经济实力、创新能力实

现大幅跃升，社会生产力、核心竞争力、发展影响

力迈上了新台阶。”江西省委书记易炼红说，江西

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作示范、勇争先”重要要

求全方位、全覆盖、立体式贯彻到各领域各环节，

始终坚持“高质量”这个时代主题，牢牢把握“跨

越式”这个必然要求，不断提升江西在全国发展

大局中的位势。

产业体系加快构建

南昌东郊、瑶湖之畔，曾经的水塘滩地上崛

起了一座产业新城。70 个航空产业项目，9 家整

机企业、若干个配套企业，汇聚而成的集群发展

态势，让新中国航空工业发源地焕发出新的荣

光 。 江 西 加 快 构 建 以 制 造 为 核

心、航空运营为主干、航空

服 务 为 支 撑 的 现 代

航 空 产 业 体 系 ，

2021 年 全 省

航 空 产 业 收 入

1413.26 亿 元 ，规 模

稳居全国前四位。

作 示 范 、勇 争 先 ，产 业 是

关键，更是支撑。10 年来，江西坚持

工业强省定位不动摇，加快构建具有江西特

色的现代化经济体系。“2+6+N”产业加快发展，

航空、电子信息、装备制造、中医药、新能源、新材

料六大优势产业不断壮大，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数量从 2012 年的 6773 家增至 2021 年的 15142

家，2012 年、2014 年、2021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营业收入分别突破 2 万亿元、3 万亿元、4 万亿元，

实现“三级跳”。

江西立足新发展格局，应对全球产业链供应

链调整重构，深入推进营商环境优化升级“一号

改革工程”，以实施产业链链长制为抓手，大力推

进“铸链强链引链补链”工程，重点依托南昌、九

江、赣州等地打造万亿元级京九（江西）电子信息

产业带，做实做强鹰潭“世界铜都”、赣州“中国稀

金谷”、南昌“航空城”、宜春“亚洲锂都”、中国（南

昌）中医药科创城等产业名片，进一步延伸产业

链、提升价值链、融通供应链。目前，江西有色产

业规模居全国第一位，电子信息产业规模居中部

地区第一位。“今年上半年，江铜集团实现销售收

入 2662 亿元，同比增长 12.99%，创下历史最高水

平。”江铜集团董事长郑高清说。

大力实施创新平台攻坚行动，中科院赣江创

新研究院、鄱阳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科院江

西产业技术创新与育成中心、中国信通院江西分

院、北航江西研究院等国家级创新平台相继落地，

成为江西科技创新突破的催化剂和加速器。江西

累计建成国家级研发平台 96 个，培育省级“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 3438 家，获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 144家、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 12家，全

省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实现“七连进”。

“通过成立科创中心、共建研究院等举措，我

们的工业陶瓷产业从‘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实现

‘智能化生产、集群化发展’，发生了脱胎换骨的

变化。”萍乡市湘东区工业园负责人周合军介绍，

10 年来，园区工业陶瓷研发投入

占比从 0.5%提高到 3.4%，年

产 量 从 120 万 吨 增 长

至 500 万 吨 ，成

为 全 国 最 大

的工业陶瓷产业聚集地之一。

数字经济迈上新台阶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蓬勃

兴起，数字经济浪潮汹涌，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变

道超车”“换车超车”带来了历史性机遇。面对战

略性新兴产业成长窗口期，江西紧盯世界产业发

展前沿，抢占新兴产业发展制高点，深入推进数

字经济“一号发展工程”，移动物联网、VR 等新经

济、新业态加速发展，成为推动高质量跨越式发

展的“硬核”支撑。

华为、微软等头部企业项目在这里落户，一

项项 VR 前沿技术难题在这里被攻克，一批批 VR

企业在这里孵化诞生⋯⋯走进中国（南昌）VR 产

业基地，谁能想到，短短 6 年时间，南昌 VR 产业由

虚拟走向现实，并向“世界级 VR 中心”目标不断

迈进。经过多年创新发展，江西 VR 相关企业从

2018 年的几十家增加到目前的 400 多家，VR 及其

关联产业营业收入从 2018 年的 42 亿元增加到

2021 年的逾 600 亿元。

同样蓬勃兴起的还有移动物联网产业，依托

国家 03 专项成果转移转化试点示范，江西大力发

展移动物联网产业，开启“物联江西”“智联江西”

建设，国家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签约落地，南

昌、九江、上饶入选全国首批“千兆城市”，2021 年

物联网及关联产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 1500 亿元。

抢抓数字经济发展风口，江西以产业赛道、

应用场景、集聚区建设为切入口，以点带面促进

能级跃升。在 2021 年数字经济规模破万亿元的

基础上，今年以来江西数字经济承压而上、逆势

上扬，1 月至 5 月，规上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业收

入增长 15.6%，明显快于全国平均增速。目前，江

西数字经济规模占 GDP 比重达 35%，成为经济发

展的核心引擎。“力争用 5 年左右时间，推动数字

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努力实现规模倍增、占全

省 GDP 比重达到 45%左右，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

加值占全省 GDP 比重达到 10%以上。”江西省发

展改革委主任张和平说。

数字产业化发展渐入佳境，产业数字化转型

也在不断提速，以工业互联网、“互联网+制造”、

数据要素赋能为代表的新动能正在江西集聚。

“结合大规模数采、高精度定位、数字孪生等信息

技术，打造‘透明工厂’，预计将提升生产数据价

值 15%，提升生产效率 30%，提升人员安全 30%。”

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制造技术部部长

王付才说。江西深入实施“上云用数赋智”行动，

目前全省企业上云数突破 13 万家。

“牢记嘱托担使命，感恩奋进谱新篇，我们将

凝心聚力加快推动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携手书写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江西的精彩华章。”易

炼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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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牵引产业升级
本报记者 刘 兴

走进位于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小蓝工业园的

江西三鑫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湿测烘干净化车

间，只见机械臂上下挥舞，自动抓取生产线上的透

析器成品进行逐个质检，并为合格产品打上专属

二维码。“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国内第一条透析器

封装生产线。”三鑫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刘

明告诉记者，这些年，公司大力推进数字化工厂建

设，智能制造水平提高 80%以上，过去 3 年产值翻

了一番。

南昌县作为全国百强县、江西工业经济主战

场之一，将智能制造作为园区制造业优化升级的

主攻方向，以重点行业关键环节的示范应用为切

入点，加快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制造

业深度融合，大力推广协同制造、服务型制造、个

性化定制等“互联网+制造”新模式，建设了首批 10

家数字化工厂示范标杆和 6 家“5G+智慧工厂”标

杆项目，启动 36 家传统工业企业数字化升级改造

项目储备，推动数字产业化成为实体经济新的增

长点。

围绕汽车及零部件、食品饮料、医药仪器三大

主导产业和集成电路、智能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

源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南昌县引进同济大学南

昌汽车创新研究院、哈工大机器人南昌智能制造

研究院、江西省智能产业技术创新研究院等七大

创新平台，实现集成电路、智能装备制造、新能源

新材料等新兴产业从无到有，向高端化发展。

江铃股份小蓝工厂总装车间内，各个工位繁

忙有序，生产热火朝天，一辆辆江铃轻客、皮卡接

连下线发往全国各地。工位不远处的办公室内，

该厂制造主管徐超正仔细盯着监控屏幕，实时查

看从焊装到总装下线整个生产过程的运作情况。

“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可以将生产偏差的管控纠

正精确到秒。”徐超说，自 2013 年正式投产至今，江

铃股份小蓝工厂已建立起全过程数字化制造体

系。在数字化技术加持下，2021 年江铃持续巩固

细分市场领先优势，旗下的轻客、皮卡、轻卡销量

分别位列行业第一位、第二位和第四位。

从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到智能制造基

地，再到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拥有众多省级

产业发展“金字招牌”的南昌县已成功走出一条

以先进制造业发展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截

至目前，南昌县集聚了 14 家院士工作站、31 家市

级以上工程技术中心、167 家高新技术企业、9 个

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企业及项目。2021 年，南昌县

规模以上企业总数达 383 家，比 2012 年增加了

185 家，其中与数字经济相关核心产业规模以上

企业达 98 家。

“我们将深入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

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传统产业

‘ 老 树 发 新 枝 ’、新 兴 产 业‘ 新 苗 扎 深

根’。”南昌县委书记、小蓝经开区管委

会主任陈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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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中国航空工业昌河飞机工业中国航空工业昌河飞机工业（（集集

团团））有限责任公司铆装车间内有限责任公司铆装车间内，，工作人员在安工作人员在安

装飞机零部件装飞机零部件。。 刘圣杰刘圣杰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图图②② 江铃新能源汽车基地焊装车间江铃新能源汽车基地焊装车间

内景内景。。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刘 兴兴摄摄

图图③③ 位于江西省南昌市的八一广场位于江西省南昌市的八一广场

上上，，巍然矗立着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塔巍然矗立着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塔。。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刘 兴兴摄摄

江西推进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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