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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部崛起战略探索九江市县域经济的发展
余梦佳

（江西财经大学   江西南昌   330013）

 【摘要】在中部崛起战略大背景下，中部六省奋发图强以求经济上有所起色。各省不是向四方突围就是各自为

战，无法形成集群效应。作为中部省份之一的江西省，同样面临相同问题。考虑到九江作为三省（江西省，安徽

省，湖北省）交界沿江靠湖的重要区位优势，提出打破省级行政隔阂，探索在三省合作下发展九江县域经济的新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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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部崛起的背景
　　中部崛起战略被提及已久，但发展并不那么尽人意，

综合各种因素，中部各省合作协调不够。本文以江西省的

九江市为例，考虑其各种优势，劣势，结合江西省当前经

济发展所存在的问题，引入县域经济，来带动九江市，带

动中部地区的发展。

　　在20世纪80年代，“中部崛起”战略作为中央支持的

地方发展战略被提出并加以实施。国家和列为中部地区的

地方都十分重视“中部崛起”战略。各地区在国家支持和

自身努力下，快速地发展。尤其是在经济规模、环境保

护、基础设施等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其发展过程也

存在着许多问题，比如说各省通常独立发展，合作程度

低；同时创新能力不足；对环境破坏较为严重；在产业发

展过程中，多呈现出低水平，结构升级缓慢等。

　　综合各种因素，中部各省合作协调不够。一是没有

形成完善的合作机制。目前，中部各省大都各自为政，

着眼与自身发展，没有环顾四周的长远眼光。其发展政

策的制定，大都致力于将其他省当成一个竞争对手，而

不是合作伙伴来看待，闭门造车，相互之间的协作程度

低。二是在发展中恶性竞争。中部各省实力相差不大，

谁也不想输给谁，都想在发展中突出，迅速从较为落后

的地区蜕变为发达地区。于是乎，各省都只重视自身的

利益，形成恶性竞争。这样做，浪费了资源，也较容易

形成内耗，使国家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三是各省之间

经济互动，信息交流不足。中部是一个区域的概念，各

地区在地理上并不是紧密相连的，又缺乏信息交流，经

常形成产业雷同。不同的地区，其优劣势各不相同，没

有进行信息沟通，互动发展，其优势无法双倍扩大，而

劣势却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扩大。这是经济发展中

的一种极大浪费。这些情况进行简单的总结就是：中部

地区既没有形成内部极大的凝聚力，充分发挥优势；也

没有形成外部的合作力，借鉴他人优秀的经验和资源。

因此，中部地区想要和谐快速的发展，必须充分发挥自

身的优势，不断进行科技技术创新，重视产业升级。同

时，外部是一个重要的成功因素，要改变竞争战略为合

作战略，取得双赢效应。

　　江西省是中部地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江西呆了

这么多年，一直以来都在被灌输着随中部发展战略崛起的

理念，但是发展的状况似乎不是那么尽人意。政府部门一

直在为此不懈努力着。

二、聚焦九江市
　　九江市是江西省北部的一个既普通又特殊的城市。改

革开放以来，国家大力发展经济，尤其重点扶持较为落后

的地区，贯彻执行“先富带后富，一个不落”的理念。九

江市作为江西北门的一扇大门，在其战略经济中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近年来，江西省政府也丝毫没有松懈对九江市

的关注度，其经济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将其与

沿海的经济发达地区相比，其差距不仅大，而且与日俱

增。这种相对落差，说明如果将所有地区放入同一个比较

系统，九江市是在退步的。而九江作为江西省的重要城

市，是其实现中部崛起的巨大突破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

情况呢？

（一）九江市的优势和劣势

　　谈到九江的优势，除了其耳熟能详的生态优势，比如

充足的资源，特别是水资源，不能不提的是它的地理优

势。长江大桥连接了九江和湖北省的黄梅县。而在上文，

我已经提到，中部地区要想发展，必须重视省与省的合

作，所以这个地理优势应该要被利用。安徽，湖北，江西

这三个省的交界处即使九江市，如果我们加强这三省的合

作，以九江市作为枢纽，形成一个特殊的“合作特殊”，

也许能够开启一个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九江市的劣势也相当明显：工业化水平较低，资源利

用程度低，经济总量小。这三个劣势，是经济发展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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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势必阻碍其成为经济大市。

（二）九江市经济发展现状

　　九江市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受过去计划经济的影响，

属于粗放型平衡增长模式”。工业、农业并举，第一、第

二、第三产业平衡增长。农业以种植业为主，另外九江市

现有经济发展模式分析还有水产和生猪饲养。九江市区工

业以石油、化工、电力、纺织、食品、机械为主，拥有工

业企业1553家，其中轻工业725家，重工业828家，大型企

业19家，中型企业46家。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九江市虽

然对过去的“平衡增长模式”作出了相应的调整，包括招

商引资，发展旅游业，发展第三产业等，但是，受政策、

资本、资源、人才的限制，产业结构调整并不理想，具有

市场竞争活力的产业和企业并没有得到很好地培育和发

展，而一些大中型国有企业却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被淘

汰。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是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但近几

年工业经济效益急剧下滑，亏损加剧，对经济增长的拉动

作用逐年减弱，出现逐年下滑的态势。而第三产业虽然

逐年增长，但由于基数较小，增速不快，发展状况并不理

想。1999年第三产业增速仅为6%，甚至低于国内生产总

值增速2.8个百分点，2000年增速为10.0%，仅与国内生产

总值增速持平，从而导致第三产业在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

偏低，阻滞了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在现有经济成份中，

普遍存在“三低”现象，即：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经

济效益低。

（三）对九江市经济发展的思考

　　如何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如何有效地带动经济发

展？我们无法各个击破，就以县域经济作为我们的一个突

破口。我们提出一个新的发展模式，即以县域经济为基础

的三省合作新模式。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发展离不开合作。国家的发展

离不开与国家的合作，而地方的发展离不开与地方的合

作。国家一直在倡导海西经济发展，不就是要促进海峡两

岸的经济发展吗？江西省何不效仿之？以九江市为基点，

加强与湖北省，安徽省的合作呢？

三、发展县域经济
（一）联合安徽省，湖北省发展九江的县域经济

　　通过实地调查九江市的江西星火有机硅厂，发现实际

中的厂子规模不是很大，前几年的发展较好，利润增长，

这两年没什么很大的增长幅度，员工的薪资水平还停留在

前两年的情况。并且，该厂并没有与外省进行合作，生产

范围还是仅限于当地，发展有限。丰富的天然资源没有得

到充分的利用。显然这种闭关的发展方式并不能带来突破

的经济效益。县域经济应该要走出去了。与九江临近的湖

北省的黄梅县，当地的一大优势就是资源丰富。据不完

全统计，磷矿1300万吨；铁矿5800万吨；重晶石50万吨；

硅石1000万吨等，天然资源极其丰富，是矿石的聚集地。

黄梅县近几年也在不断地号召县域经济发展，在农业等方

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是并没有很好的利用矿产资源

这一先天优势。如果我们能把黄梅县的硅和永修的硅联合

起来，黄梅县的矿和德安县的矿厂资源联合起来，一起合

作，充分利用优秀的资源，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

进行省际合作，必将有良好收益。

　　除此之外，江西达晟纺织有限公司，其主要生产棉

纱，公司的规模不是很大，与外省合作较少，原材料的进

货渠道也比较狭隘，成本却不少。对于该公司的发展，如

果能够与一个盛产棉花的地方达成长期合作的协议，降低

材料的成本，并且能有优质的原料做保证，收益必将提

升。就在安徽省的西南部，有一个盛产棉花的宿松县与九

江市可谓隔海相望。其棉花不仅种植面积较大，年产量约

为2.5万吨，而且品质优良，是国家优质棉的重要基地。

特别是沿江地区的，稳产高产，连续多年成为全国棉花生

产百强之一。假设能够与宿松达成长期合作的协议，必将

能给九江市带来一片新的天空。

　　可见，无论是九江市的县域经济，还是安徽省，湖北

省的县域经济，他们的发展都太传统了，缺乏合作，缺乏

创新。

（二）“九江跨省小三角”口号的提出

　　大胆畅想，给九江，乃至江西省的经济发展提出一个

新的模式，即以九江市为枢纽，与湖北，安徽两省合作，

开创一个新的三省合作，提出一个“九江跨省小三角”的

新口号，分别发挥各省的县域经济的特色，共同合作，带

动发展。

　　当然，这提出的仅仅是一种构想，如何真正实现三省

的有效合作，如何立足于县域经济发展的新模式，还需要

政府强有力的政策帮助。我在参照了闽台合作，东北三省

经济合作，环渤海经济圈，长三角等省际合作的实施状况

以后，意识到政府的引导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立

法上面的政策。假设政府能在政策上，以强有力的法案出

台来肯定这一经济模式，制定与省际合作相关的税收优

惠，规范地方交易制度，并赋予地方更大的权利来扶持中

部地区发展。我坚信，这一崭新的经济模式必将激活县域

经济，为以江西省为中心的中部经济带来意想不到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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