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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综合指数的江西省制造业发展的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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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江西属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江西省制造业，实现发展方式转变，

是破解经济发展落后的主要抓手及主要途径，是推动江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建立现代经济体系的

重要支撑。基于此，通过对近年来的统计数据分析，揭示江西省制造业的发展现状；利用综合发展指数法，

按照比较优势、先进性和可持续发展原则，对江西省制造业综合发展水平进行比较分析，综合分析江西

省的制造业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由此从先进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传统优势制造业升级的产业

体系建设、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提升、人才引进模式的创新四个方面提出了江西省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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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的水平反映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是

国民经济的主体，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由

于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及信息化、数字化的普及，

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智能技术融入到产品研发、

设计、产生及销售的全过程，推动产品服务产出流

程及消费行为发生了重大的变革，我国经济从高速

发展迈向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制造业迎来空前的新

机遇和新挑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新旧动能

转换、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以此来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

在实施“中国制造 2025”和“互联网 +”，加

快建设和发展工业互联网，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

制造业深度融合的过程中，江西省委、省政府高度

重视，出台了《关于深入实施工业强省战略推动工

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江西省人民政府关

于深化“互联网 + 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

实施意见》[1] 、《江西省“2+6+N”产业高质量跨

越式发展行动计划》（2019~2023 年）等政策文件。

加快江西省制造业的发展，转变发展方式，破解经

济发展落后的现状，尽快建立完善的现代经济体系，

推动江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文献综述

对江西省制造业发展的研究，谢品等（2013）

采用 2006~2009 年江西省 11 地级市 20 个制造业构

成的时间—地区—行业的三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

产业集聚、地区专业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刘宇

（2019）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对江西先进制造业的

优势产业进行分析。饶华等（2012）对江西先进制

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进行了研究；黄桂红

等（2021）从江西省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发展

现状出发，建立灰色关联度与嫡权法相结合的实证

模型，对制造业与选取的十个生产性服务业指标之

间的耦合性进行定量分析；杨兴峰等（2020）、叶

国良等（2020）分析了江西省制造业发展的基本情

况、存在的问题及提出对策。

对江西省制造业的整体效益的分析中，定量化

研究较少。制造业的统计指标能够将制造业的经济

效益全面展现出来，但指标较为繁杂，不利于进行

对比分析。有学者运用综合指数法对新型制造业进

行评价 [7] 。综合指数法是较为直观和灵活的测评方

法，而且其应用比较简单 [8]。综合指数法通过对制

造业经济效益的主要指标，计算出综合指数值，将

其作为衡量制造业综合水平的一个量度，可以对制

造业经济效益开展综合性的分析，以此提出更为有

效的对策。

二、江西省制造业发展的现状

（一）工业产业规模进一步扩大，发展增速

2013 年江西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5060.5667

亿元，工业年利润总额：704.51 亿元。2019 年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9253.0220 亿元，工业年利润总

额：2003.7883 亿元。2013 年江西省制造业增加值：

5116.9776 亿 元，2019 年 为 8839.523561 亿 元（ 通

过增长率计算）。在 7 年的发展过程中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工业年利润总额、制造业增加值增长迅

速。近三年增长率基本保持在 8% 以上，2019 年工

业年利润增长显著，取得较好的成绩。（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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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江西省统计年鉴》，以下内容如未特别标注皆

是来源于此）

图 1  2013~2019 年江西省制造业发展及增长情况图

（二）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先进制造业增长快

2013 年江西省轻重工业比例为 34.7：65.7，逐

渐调整至 2019 年的 35.6：64.4，产业结构趋于合

理。2019 年传统产业中有色冶金（有色金属冶炼和

压延加工业 +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 黑色金属冶炼和

压延加工业）增加值最高 2116.4760 亿元，其次是

纺织业（纺织业 + 纺织服装、服饰业）711.4069 亿

元；再是食品业（农副食品加工业 + 食品加工业）

657.8677 亿元。 

全省规模以上的先进制造业增加值从 2013 年

的 1480.1142 亿元增长到 2019 年的 3347.2528 亿元。

从六大类的先进制造业发展来看：计算机、通信和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化

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三大产业增长速度快，具

有较好的发展势头。

1　江西统计局 .《江西省统计年鉴》

图 2   2013~2019 年江西省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图   （数

据来源于《江西省统计年鉴》）

（三）产业集群提能升级的步伐明显加快

在新的竞争态势下，制造业集群对区域发展的

重要战略意义。产业集群是特定区域内产业链上的

企业高度集中、相互配合，集供产销于一体，促进

区域内制造资源的不断优化配置，提高区域内制造

资源的开发利用效率，促进区域内的产业升级 ; 同

时有助于市场形成多样化的创新链，提升区域的整

体创新研发能力。

江西省工业产业集群数，从 2014 年的 60 个发

展为 2019 年的 100 个 [9]。2021 年江西省级产业集

群实现“开门红”。集群实现营业收入、利税总额

分别达到 5715.5 亿元、406.3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43.9%、39.9%[9]。在保持较快增长的同时，省级重

点产业集群结构、层次持续优化，发展质量持续改

善，产业集群提能升级的步伐明显加快。电子信息、

有色两大万亿级产业的重点产业集群保持较快增

长。新兴产业集群的比重明显提高，电子信息、医

药（中医药）、航空、装备制造（含汽车）、新能源、

新材料等优势新兴产业集群实现营业收入 2648.8 亿

元，占省级重点产业集群营业收入比重 46.34%，较

2020 年同期提高 3 个百分点。[10]

（四）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逐步增强

江西省制造业企业 R&D 投入和专利申请量

逐 年 增 加， 创 新 能 力 逐 步 增 强。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R&D 投入、规模以上工业专利申请数从 2013 年的

121.2208 亿元，1979 个；到 2019 年的 328.7731 亿元，

27813 个 1。在 7 年的发展过程中，保持较高速度的



科研管理
2021 年 3卷 7期

-27-

研发投入，获取的专利增长迅速。

（五）第二产业的民营经济占据重要地位

江西省规模以上民营企业中第二产业仍占主体

地位；549 家规模以上民营企业中属于第二产业的

有 470 家， 占 比 85.61%2。2019 年 规 模 以 上 国 有

工业和国有控股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数量为 540 个、

12187 个 2。江西省制造业以民营经济为主，传统

制造业企业比较多，传统制造业占七成左右，主要

以有色、食品、石化、家具、钢铁、建材、纺织、

船舶等八个产业为重点；传统产业中的建筑业和医

药制造业发展较为迅速，表现突出。近年来参与制

造业先进化进程和自有品牌的培养更加重视核心技

术的研发和标准的制定。

三、江西制造业比较分析

（一）江西省制造业综合发展评价

利用综合发展指数法综合评价江西省的制造存

表 1  2019 年江西省制造业综合发展评价
层

次

                          指标　

行业

比较优势 先进性 可持续性 综合指数
指数 排序 指数 排序 指数 排序 指数 排序

第

一

层

29. 其他制造业 0.032381 13 0.090017 6 0.281381 1 0.403778 1
30.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0.047626 5 0.053079 21 0.197579 2 0.298283 2

28. 仪器仪表制造业 0.030982 14 0.061458 13 0.182103 3 0.274543 3
25.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交

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0.055841 4 0.101149 4 0.094073 4 0.251063 4

13.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0.066202 2 0.098888 5 0.074682 7 0.239772 5
4. 烟草制品业 0.017289 28 0.131897 2 0.049324 15 0.198510 6

3. 酒、饮料和精制造业 0.019681 26 0.145397 1 0.031476 26 0.196553 7
27.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
0.074909 1 0.039871 26 0.074777 6 0.189557 8

19.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0.008876 30 0.114173 3 0.065384 9 0.188433 9

第

二

层

11.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0.019097 27 0.072003 9 0.073691 8 0.164792 10
21. 金属制品业 0.035287 10 0.035588 30 0.086274 5 0.157149 11

26.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0.045147 6 0.056229 15 0.055142 13 0.156518 12
9. 家具制造业 0.057497 3 0.041571 25 0.054760 14 0.153829 13

16. 化学纤维制造业 0.026296 21 0.064403 11 0.062470 11 0.153170 14
24. 汽车制造业 0.035383 9 0.049023 24 0.063323 10 0.147729 15

12.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

造业
0.026044 22 0.055574 18 0.061021 12 0.142639 16

5. 纺织业 0.026435 20 0.080845 8 0.032168 25 0.139448 17
1. 农副食品加工业 0.030550 15 0.083962 7 0.021474 29 0.135986 18

8.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制品业 0.029649 16 0.067303 10 0.038083 21 0.135035 19

第

三

层

7.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

业
0.027932 17 0.062593 12 0.038267 20 0.128792 20

17.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0.043060 7 0.053993 19 0.028480 27 0.125533 21
14.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0.025328 23 0.052272 22 0.047456 18 0.125055 22

23. 专用设备制造业 0.037587 8 0.037393 29 0.047950 17 0.122930 23
22. 通用设备制造业 0.032747 12 0.039589 27 0.047991 16 0.120327 24

6. 纺织服装、服饰业 0.027774 18 0.056115 17 0.034187 23 0.118076 25
2. 食品制造业 0.026507 19 0.056599 14 0.034258 22 0.117364 26

15. 医药制造业 0.032849 11 0.053725 20 0.027323 28 0.113896 27
10. 造纸和纸品业 0.024024 24 0.056134 16 0.033209 24 0.113366 28

20.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0.014278 29 0.051213 23 0.044790 19 0.110281 29
18.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0.022743 25 0.037944 28 0.016905 30 0.077592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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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问题。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指标可取性、

区域产业发展规律等因素，按照比较优势、先进性

和可持续发展原则，对江西省制造业行业综合发展

水平进行评价。其中采用行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衡量行业的比较优势，将全员劳动生产率和制造业

行业增加值率作为行业的先进性指标，选取产值利

润率和每吨标准煤产值衡量行业的可持续性。

所有数据来源于江西省统计局官发网布的《江

西省统计年鉴》，指标数据经过无量纲化处理，采

用变异系数法求取各指标的权重，求得 2019 年江

西省制造业各行业比较优势、先进性、可持续性的

评价指标值及综合评价指标值，如表 1 所示。同时，

将 30 个制造业行业根据综合发展指数的分值分成

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共有 9 个行业大类，第二层次

有 10 个行业大类，其他 11 个行业在第三层次。

从以上数据分析可以看出：计算机、通信和其

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

业、家具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交

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这此行

业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

2019 年 全 省 的 制 造 业 行 业 的 工 业 增 加 值 为

9253.0220 亿 元， 其 中 先 进 制 造 业 的 工 业 增 加 值

为 3347.2528 亿元，占全省制造业的工业增加值的

36.17%。先进制造业对经济的贡献度比较好的。计

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铁路、船舶、

航空航天和其他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先进性与可

持续性都较强，具有明显的优势。

（二）制造业发展中的问题分析

从江西省制造业综合发展评价分析可知，制造

业发展取得一定的成绩，但制造业水平提升到居全

国中等偏上水平仍存在一定的问题，不发达和不均

衡仍是当前发展的现状；尤其是先进制造业的引领

作用还需进一步提升。

1、制造行业发展的不够均衡

在综合性、比较优势、先进性、可持续性来看，

先进制造业中的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交通运

输设备制造业比较均衡，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在比较优势、可持续上非常明显，但在

先进性还有待于提高；其它产业的均衡性不够，特

别是劳动密集的传统产业加工业如食品、服装、木

材等能耗高，竞争力不足，可持续性差。这就导致

了江西省制造业质量的竞争力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2、综合指数高的行业有明显的短板

从第一层次看，综合指数高的行业，可持续性

好，但在先进性与比较优势上有明显的短板，如计

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这说明全员劳

动生产率水平、价值创造水平与工业增加值存在一

定的问题，这些问题反映在行业的人才素质、劳动

技能、创新能力、研发能力与产业的集群发展都有

待于提升。 

3、先进制造业的综合实力较弱

综合指数反映出此层次的产业的整体规模、综

合实力还比较弱，体量不大、层次偏低、投入产出

效率还有待提高等诸多问题；缺乏在国内外具有较

大影响、对行业具有龙头作用的企业。先进制造业

只有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交通运输设备制

造业与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在第一

层次。“2020 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 强”榜单中，江

西省只有 10 家企业上榜；在“2020 中国战略性新

兴产业领军企业 100 强”榜单中，只有晶科能源和

江铃汽车 2 家进入，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问题。

4、创新能力、科技赋能有待提高

从表 1 综合指数的统计数据来看，2019 年江西

省工业 30 个行业工业增加值排前五的是：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

加工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

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在先进性方面，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排名第 15 位，其余都排在

22~28 位之间，全员劳动生产率低下，技术含量不够。

据相关数据显示，江西省多数企业拥有的研发

成果较少，有 73.25% 的企业拥有的发明专利数量

小于 5 件 ( 含 0 件 )，企业的主要技术来源为自主开

发和人才引进，分别为 53.5% 与 42.04%，产学研

合作仅为 26.11%[1]。说明创新能力、科技赋能，人

才、科学技术等高级生产要素的作用还有待发挥与

提升。

5、先进制造业集群尚未进入国家队

从表 1 综合指数的统计数据来看，产值利润率

除生物医药行业外，其它先进制造业外都偏低；全

员劳动生产率也偏低，特别是生物医药行业，因此

可以看出，先进制造业的协同效应与集群效应还有

待提升。集群化是制造业发展向中高端迈进的必由

之路。在 2020 年国家工信部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

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遴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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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个先进制造业集群中江西省没有一个，江西省先

进制造业集群的价值创造还不够优秀，进入国家层

面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四、江西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

按照重点发展先进制造业，优势行业、侧重发展

均衡行业的原则，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国家发展战略

背景下，优先发展生产技术先进、可持续性强的行业，

逐步转型升级劳动密集型的优势较弱的行业。

（一）以先进制造业为核心，提升核心竞争力

先进制造业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极为重要，抓住

先进制造业这个核心，以供给侧进行结构性的改革，

加大这些行业的科技与创新能力的培养，提升其核

技术，核心能力。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通过试点与示范的方式，引领行业的龙头

企业实施信息化与智能化工程（如计算机集成制造

系统（CIMS）、企业资源计划（ERP），试点智能

生产线、智能车间和智能工厂等建设，实现制造业

行业生产流程智能化），带动行业相关企业从信息

化向智能化方向转型，优化流程，提高企业快速反

映能力，提升整体运营绩效，提升价值创造的水平。

2、通过建立创新科技平台，融合项目、资金、

人才、技术，整合与创新高级生产要素的培育、整

合、融合与发挥（如充分发挥中科院江西产业技术

创新与育成中心的平台效应），促进科研机构、院

校科技创新资源与企业资本、商品化能力有效结合，

形成企业与科研机构、院校间的协作网络，提高先

进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先进性与可持续性。重点培

育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等先进制造产业的

创新能力，加大科技赋能（如借助中药大科学装置

与中科院稀土研究院等科研平台的技术创新的带动

作用），提升江西省生物医药、新材料等先进制造

业的核心科技水平与核心竞争力。

3、提升先进制造业的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构

筑现代产业体系。强化先进制造业，应用数字、智

能化技术，借助供应链管理思想与方法，以价值链

网络体系为依托，进一步强链、补链、延伸产业链，

形成高度聚集、高度协同的产业集群，实现高科技

赋能、创新平台支撑、专业化分工、全产业链融合

的先进制造业的产业基地。

（二）提升传统优势制造业，构筑灵活高效的

2　 《江西省“2+6+N”产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行动计划》

产业链体系

传统优势制造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主体，是区

域经济发展的基石，具有广泛的市场基础、强大的

生产能力、健全的配套能力和灵活的适应性。新冠

病毒疫情打碎了企业和消费者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

以所需的方式获得消费品、制成品和原材料的格局。

这意味着，企业要实现满足市场需求的运营业绩，

运营模式必须更为动态、响应速度更快、更富有弹

性，必须将企业的外部生态系统和内部流程融通，

构建快速反应与高效的产业链体系。

在新的历史时期，以新发展格局实现传统优势

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必须利用数字化智能化推动传

统优势制造业转型。建立“互联网＋数字化”制造

平台，以需求信息拉动制造运营，建立了高效率、

小批量、定制化的新兴制造模式，以数字化赋能传

统优势产业，把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有机地融入产

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物流配送、服务等企业

运营的各个环节，构筑满足市场需要的灵活高效的

产业链体系。通过工作流程的智能化，使流程效率

更高、响应速度更快、适应能力更强，并且是基于

数据的决策与驱动，最大限度提高价值创造与风险

管控。

（三）着力集成协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

化水平

1、强链补链，提升产业集成度

以产业规划为纲，充分发挥政府的招商引资功

能，针对核心产业、优势产业，聚焦产业链的关键

环节和重点领域，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以提

高产业的层次水平、效益，巩固、增强产业发展的

动力，通过产业集成与协同助推企业价值链的升值。

推动行业内分散的制造企业以信息共享、利益风险

共担的合作伙伴关系结成战略联盟；或通过行业内

企业的兼并重组；发挥工商联行业协会、商会作用，

在行业商会内实施多维度的技术共享、业务协同的

供应链运营模式，提高江西制造业的产业集成度。 

2、优化产业空间布局，融入优势产业集群

优化产业空间布局，聚焦航空、电子信息、装

备制造、中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优势产业，大

力实施“2+6+N”2 产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行动，积

极融入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的优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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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集群中，大力发展高质量的生产性服务业，建立

数字平台，发展平台经济。加快新基建研发生产，

推动先进成果的快速转化与应用。

3、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集成协同

欧美等主要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

高度重视基础能力建设，并通过提供政策支持来强

力推进基础能力建设。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程度

还远远不够，对基础科学研究的短板依然非常突出，

要聚焦重大原创性、理论性科研成果的基础能力的

建设。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企业为主导，整合产

业链上下游、科研机构、高校等创新资源，采取市

场化运作的机制、模式，构建江西产业链技术创新

联盟，以“协同创新模式”进行技术合作研发，着

力于底层基础架构、底层基础技术和基础工艺能力

的建设，突破性的解决基础能力建设的难题。加快

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为产业发展的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的

融合赋予新能量、打造新引擎。

（四）创新人才引进模式，为制造业发展奠定

基础

加快制造业的高质量快速发展， “中国制造

2025”,“工业 4.0” 行动纲领的推进，一定要有人

才作为支撑。江西因其特定的地理位置、资源禀赋、

经济的欠发达，造成省内人才流失严重，外省人才

吸引动力又不足，江西省人才环境缺乏足够数量和

高质量的专业性的行业“人才生态圈”。

在此背景下，更需要大力引进高端人才、科技

人才、创新创业领军人才等各类高层次人才。要建

立健全高层次人才的激励机制，创新人才引进模式，

采取专职与兼职、长期聘用与短期服务相结合等方

式，提高对高端制造业、先进制造业的技术人才的

引进与使用。建立建全科技转化机制与平台，优化

人才保障机制，提高技术人才工资待遇，建立完善

多种要素参与的收入分配机制。通过实施人才战略，

带动江西省制造业向智能化、数字化、高端化转变，

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向更高层次、更高价值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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