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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概要 

 

江西省区位优越，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丰富，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陆、海、空综合

交通运输网络。近年来，江西省经济持续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第二产业是拉动

全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23 年，江西省经济总量居全国中游，人均 GDP 处全国

中下游水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在全国排名处于中游水平，财政自给能力偏弱。

受房地产市场低迷影响，江西省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有所下降，上级补助收入对综合

财力的贡献较大。2023 年末，江西省整体债务负担处于全国中游水平。 

从地市层面看，江西省下辖各地级市发展较不均衡，赣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总体

领先，以赣州为核心的赣南地区受益于政策支持，经济发展水平次之，赣西和赣东两

地经济体量相对较小，地区分化较为明显。江西省各地级市产业结构普遍呈现“三二

一”的发展格局。2023 年，江西省各地级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差异较大，南昌市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远高于其余地级市，南昌市财政自给率最高。同期，各地市政府性

基金收入整体同比有所下降，获得的上级补助收入规模较大。江西省各地级市政府债

务余额均保持增长。2024 年，江西省债务管控工作将重点聚焦于坚守底线思维，防范

化解财政风险。 

从企业层面看，江西省发债城投企业以地市级和区县级为主，其中赣州市发债城

投企业数量最多，全省发债城投企业主体信用级别以 AA 为主。2023 年，江西省整体

债券发行数量和规模同比均有所增长，各地级市均保持融资净流入。2024 年前三季

度，南昌市城投企业债券净融资额位列江西省首位。2024 年 6 月末，江西省各地级

市发债城投企业现金类资产/短期债务指标整体表现偏弱，上饶市、赣州市、宜春市

2025 年债券到期规模较大，存在集中偿付压力。2023 年，江西省各地级市“发债城

投企业全部债务+地方政府债务”/综合财力均超过 300%。整体看，江西省各地市财

政收入对发债城投企业债务的支持保障能力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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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西省经济及财政实力 

1．江西省区域特征及经济发展状况 

江西省地处中国东南偏中部，长江中下游南岸，区位优越，自然资源丰富，形成

了较为完善的陆、海、空综合交通运输网络。江西省经济总量居全国中游，人均 GDP

处于中下游水平，人口基数适中但城镇化率低，第二产业是拉动全省经济增长的主要

动力。 

江西省地处中国东南偏中部，长江中下游南岸，区位优越，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

丰富，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陆、海、空综合交通运输网络。江西省，简称“赣”，位于我

国东南偏中部，长江中下游南岸，东邻浙江、福建，南连广东，西靠湖南，北毗湖北、

安徽而共接长江，全省面积 16.69 万平方公里，是承接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产业

转移的重要省份。江西省旅游资源、水能资源及矿产资源丰富，部分矿产资源储量位

居全国前列。2023 年，江西省综合交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137.9 亿元，形成了较为

完善的陆、海、空综合交通运输网络。 

表 1  江西省交通情况及资源禀赋 

现状 
2023年投资规

模 

交通 

情况 

陆

路 

公路 
截至2023年底，江西省公路总里程209560.21公里，其中高速公路

通车里程6742.17公里。 

2023年，江西省

综合交通完成

固定资产投资

1137.9亿元。 

铁路 

江西省以京九、浙赣、皖赣、鹰厦、铜九、武九等铁路为骨干，

另有横南、向乐、分文、弋樟、张塘、张建、新泰等众多支线。

截至2023年底，江西省内铁路营运里程已超过5000公里；随着杭

昌高铁的正式开通运营，江西实现11个设区市全部开通时速350

公里高铁，成为全国首个“市市通时速350公里高铁”的省份。 

轨道交通 截至2023年底，南昌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129.18公里。 

航空 
江西省拥有南昌昌北国际机场、赣州黄金机场、井冈山机场等7个

机场。2023年，江西省民航客运量1499.0万人次，货运量6.6万吨。 

水运 

江西省水路运输发达，以赣江及鄱阳湖航道为主，联通抚、信、

饶、修等101条主要通航河流；沿江环湖有南昌、九江两个全国内

河主要港口和一批区域性重要港口，其中九江港是江西省第一大

港口、长江十大港口之一。截至2023年底，江西省内河航道通航

里程5716公里，其中三级及以上航道里程960.6公里；全省港口拥

有生产用码头泊位533个，千吨级以上深水泊位234个（其中万吨

级煤炭泊位1个）；集装箱码头泊位11个；全省港口吞吐能力达到

2.66亿吨，其中集装箱145.1万标箱。 

资源

禀赋 
旅游资源 

江西省现有世界遗产地5处（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地1处、世界

自然遗产3处、世界文化遗产1处），世界地质公园3处，国际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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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2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18处，国家5A级景区14处，国家4A

级景区213处，旅游资源丰富。此外，江西省是重要的革命老区之

一，其中，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南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诞生地，瑞金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的地方，安

源是中国工人运动的策源地。 

水能资源 

江西省内河网密集，水系发达，长江有152公里流经江西，境内赣

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河五大河流，从东、南、西三面汇流

注入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经调蓄后由湖口注入长江，形

成一个完整的鄱阳湖水系。 

矿产资源 

江西省内矿产资源丰富，铜、钨、铀、钽、稀土、金、银被称为

“七朵金花”，铜、钨、银、钽、钪、铀、铷、铯、金、伴生硫、

滑石、粉石英、硅灰石等储量居全国前三位，已查明有资源储量

的矿产有九大类139种，在全国居前10位的有81种，有色、稀土和

贵金属矿产优势明显，是亚洲超大型的铜工业基地之一，被称为

“世界钨都”“稀土王国”“中国铜都”“有色金属之乡”。 

注：“--”表示不适用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 

江西省常住人口规模在全国排名中游，城镇化水平偏低。截至 2023 年末，江西

省常住人口 4515.01 万人，位列全国第 13 名。江西省城镇化率较上年末提高 1.06 个

百分点至 63.13%，但仍低于全国平均城镇化率水平（66.16%），省内吉安市、上饶市、

赣州市等城镇化率偏低。 

江西省经济总量居全国中游，人均 GDP 处于中下游水平。2023 年，江西省完成

地区生产总值 32200.1 亿元，在全国各省排第 15 名；GDP 增速为 4.1%，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5.9%，主要系制造业、采矿业和房地产业投资下降

所致。2023 年，江西人均 GDP 为 7.12 万元，在全国排第 21 名（较 2022 年下降 5

位），处于中下游水平。2024 年 1－6 月，江西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15638.0 亿元，同比

增长 4.5%，经济保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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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根据江西省及全国统计公报整理 

图 1  江西省 GDP 及增速情况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根据江西省统计公报整理 

图 2  江西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及进出口金额增速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第二产业是拉动全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近年来，江西省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2023 年，江西省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 7.6:44.8:47.6 调整为

7.6:42.6:49.8，三次产业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8.1%、48.7%和 43.1%，第二产

业是拉动全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2023 年，江西省政府制定了《江西省制造业重点产业链现代化建设“1269”行动

计划（2023－2026 年）》，计划目标为电子信息、有色金属、装备制造、新能源、石化

化工、建材、钢铁、航空、食品、纺织服装、医药和现代家具 12 条制造业重点产业链

0.0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35000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江西省GDP（亿元） 江西省GDP增速（%） 全国GDP增速（%）

-15.00%

-10.00%

-5.00%

0.0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增速（%） 进出口金额增速（%）



 

www.lhratings.com  研究报告 6 

现代化水平全面提升，打造电子信息、铜基新材料、锂电和光伏新能源、钨和稀土金

属新材料、航空、炼化一体化和化工新材料 6 个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强的先进制造业集

群。 

2023 年，江西第二产业增加值 13706.5 亿元，同比增长 4.6%，是拉动全省经济增

长的主要动力。江西省全年全部工业增加值 11180.7 亿元，同比增长 5.3%，高于全国

增速平均值。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按行业分，采矿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5.0%，制造业同比增长 6.1%，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同比增长 0.4%。

江西省 2023 年全年建筑业增加值 2531.7 亿元，同比增长 1.5%。 

 

表 2  2021－2023 年及 2024 年 1－6 月江西省主要经济数据 

项目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1－6 月 

GDP（亿元） 29619.7 32074.7 32200.1 15638.0 

GDP 增速（%） 8.8 4.7 4.1 4.5 

三次产业结构 7.9:44.5:47.6 7.6:44.8:47.6 7.6:42.6:49.8 4.9:42.8:52.3 

人均 GDP（元） 65560 70923 71216 /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10.8 8.6 -5.9 3.5 

城镇化率（%） 61.46 62.07 63.13 / 

注：人均 GDP=GDP/当年末全区常住人口数*100%；部分数据未获取，以“/”表示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政策利好助力区域发展。随着中部崛起规划的实施及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

发展规划的推进，江西省区域经济发展和财政实力增长具备潜力。受益于中部地区在

全国区域发展格局中的战略地位以及中央政府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规划，江西省

经济实力有望进一步增强。 

中部地区（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六省）在全国区域发展格局中

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根据国务院批复精神，中部地区将建设成为全国重要先进

制造业中心、全国新型城镇化重点区、全国现代农业发展核心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区和全方位开放重要支撑区。鉴于江西省为重要的革命老区之一，中央政府在开

发建设及投资等方面给予了江西省有力的援助扶持，推动了江西省经济的稳步发展。

此外，江西省在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能力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有力

保障了江西经济的快速发展。 
 

表 3  近年来江西省涉及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的相关政策梳理 

文件 发布时间 发文字号 主要内容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支持革

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 
2021.02.20 国发〔2021〕3 号 

将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纳入国家重大区域战

略和经济区、城市群、都市圈相关规划并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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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重要位置；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和海陆

丰革命老区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

赣州、龙岩与粤港澳大湾区共建产业合作试验

区，建设好赣州、井冈山、梅州综合保税区和

龙岩、梅州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支持吉安申

请设立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鼓励左右江革命

老区开展全方位开放合作，引导赣南等原中央

苏区与湘赣边区域协同发展；支持革命老区积

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关于印发《赣州革命老区高

质量发展示范区建设方案》

的通知 

2022.04.13 发改振兴〔2022〕423 号 

进一步加大对赣州市振兴发展的支持力度，支

持建设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在乡村振

兴、红色文化传承创新等方面发挥示范带动作

用，探索形成一批推进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典

型经验做法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表 4  近年来江西省重要经济政策汇总 

文件 发布时间 发文字号 主要内容 

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进一步加大帮扶力度促

进中小企业平稳健康发展

的通知 

2022.01.25 赣府厅字〔2022〕4 号 

进一步加大帮扶力度，全力帮助中小企业纾

困解难，着力促进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切实

强化中小企业服务支撑，促进中小企业平稳

健康发展 

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

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交

易成本政策措施的通知 

2022.12.14 
赣府厅字〔2022〕121

号 

推动降低市场主体准入成本，规范涉企收

费，推动减轻市场主体经营负担，优化涉企

服务，推动降低市场主体办事成本，加强公

正监管，切实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规范

行政权力，切实稳定市场主体政策预期 

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

发关于深化“放管服”改

革巩固提升一体化政务服

务能力若干措施的通知 

2023.04.10 赣府厅字〔2023〕30 号 

巩固提升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努力提高政

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智能化、便利化、

专业化水平，切实增强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

和满意度，不断擦亮江西营商环境品牌，争

创全国政务服务满意度一等省份 

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

发关于加强数字赋能优化

营商环境若干措施的通知 

2023.05.20 赣府厅字〔2023〕42 号 

以数字赋能为手段，进一步强化数据共享应

用，推动流程重塑再造、改革系统集成，助

力全省营商环境优化升级，更大程度激发市

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

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

效能推动“高效办成一件

事”的实施意见 

2024.04.10 赣府发〔2024〕8 号 

从企业和群众视角出发，围绕“高效办成一

件事”加强整体规划，推动线上线下政务服

务能力整体提升，最大限度利企便民，助力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2．江西省财政实力及债务情况 

2023 年，江西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有所增长，规模在全国排名处于中游水

平，财政自给能力偏弱，上级补助对综合财力的贡献较大，受房地产市场低迷影响，

江西省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有所下降。2023 年末，江西省整体债务负担处于全国中

游水平。 

2023 年，江西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3059.60 亿元，规模在全国排名处于中游水

平，同口径同比增长 3.80%；税收收入占比为 66.08%，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质量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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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自给率为 40.79%，财政自给能力偏弱。受房地产市场低迷影响，2023 年，江西

省实现政府性基金收入 2114.60 亿元，同比有所下降。 

2023 年，江西省上级补助收入同比有所增长，上级补助收入占当年地方综合财

力（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上级补助收入）的比重为 41.70%，对地方

综合财力的贡献程度大。2024 年 1－6 月，江西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808.60 亿元，

同比下降 1.20%。 

表 5  江西省政府主要财政数据 

项目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1－6 月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亿元） 2812.23 2948.30 3059.60 1808.60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 12.15 10.60 3.80 -1.20 

税收收入（亿元） 1929.33 1788.90 2021.80 1099.90 

税收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 68.60 60.68 66.08 60.81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亿元） 6778.87 7288.30 7500.60 3723.20 

财政自给率（%） 41.49 40.45 40.79 48.58 

政府性基金收入（亿元） 2935.81 2252.00 2114.60 525.90 

上级补助收入（亿元） 2951.39 3363.72 3699.51 / 

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亿元） 9013.34 10859.50 12710.93 / 

债务率（%） 103.61 126.80 142.67 / 

负债率（%） 30.43 33.86 39.47 / 

注：1.财政自给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00% 

2.政府债务率=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上级补助收入）*100%  

3.政府负债率=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全省地区生产总值*100% 

4.部分数据未获取，以“/”表示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江西省整体债务负担处于全国中游水平。2023 年，江西省地方政府债务率和地

方政府负债率分别为 142.67%和 39.47%，在全国 31 个省份中分别排第 19 位和第 16

位（按照从小到大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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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按照各省地方政府负债率从低到高排序 

资料来源：各省市自治区财政厅、联合资信整理 

图 3  2023 年全国地方政府债务率与地方政府负债率 

 

二、江西省各地级市经济及财政状况 

1．江西省各地级市经济实力 

江西省下辖各地级市发展较不均衡，赣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总体领先，以赣州为

核心的赣南地区受益于政策支持，经济发展水平次之，赣西和赣东两地经济体量相对

较小，地区分化较为明显。江西省各地级市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比较高，

产业结构普遍呈现“三二一”的发展格局。 

江西省下辖南昌、赣州、九江、宜春、上饶、吉安、抚州、新余、鹰潭、萍乡和

景德镇 11 个地级市。根据《江西省城镇体系规划（2015―2030 年）》，江西省构筑“龙

头昂起、两翼齐飞、原中央苏区振兴、绿色崛起”的多极发展区域格局，规划形成“一

群两带三区”的省域空间发展总体结构。“龙头”包括南昌和九江（赣北，以下简称

“昌九”），“龙头昂起”是指深入推进昌九一体化，使昌九地区成为对接“一带一路”、

长江经济带的核心区。“两翼”包括以上饶、景德镇和鹰潭三市构成的“右翼”（赣东）

和以宜春、萍乡、新余三市构成的“左翼”（赣西）。“两翼齐飞”是指：赣东地区积

极推动对外开放，深化区域合作，加快承接长三角、海西经济区产业转移，吸引新材

料、新能源、航空制造、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集聚，打造中部地区重要的产业转移承

接示范区；赣西地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推进新宜萍同城化发展，加快建设动力储能

电池、新材料、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基地，提升钢铁、煤炭、

建材、盐化等传统产业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原中央苏区”（赣南）主要包括赣州、

吉安和抚州三市，“原中央苏区振兴”是指在中央的特殊支持政策下，强化赣州市在

“苏区振兴”战略中的核心引领作用，重点实施基础设施提升、重大平台建设、特色

产业培育工程，推动赣州、吉安、抚州等原中央苏区整体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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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图 4  江西省行政区划图 

 

产业发展方面，南昌市具备良好的经济和产业基础，为全省的产业发展提供了核

心活力。从产业分布来看，江西省各地市依托自身资源优势等发展相关产业，拥有 10

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9 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 78 个省级开发区。江西

省拥有 A 股上市公司 88 家，行业集中在计算机、化工、医药和有色金属等方面。其

中，南昌市具备良好的经济和产业基础，产业结构较为多元，为全省的产业发展提供

了核心活力。此外，景德镇市、新余市、萍乡市、赣州市和宜春市等 5 个城市为资源

型城市，其中景德镇市、新余市和萍乡市为资源枯竭型城市，面临着经济转型的挑战。 

 
表 6  江西省产业空间布局情况 

地市 发展定位 主要产业 
上市公

司数量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

区、国家级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 

南昌市 

国际先进制造业集聚区、全国数字经济

发展先行区、全国绿色低碳发展示范

区、全国市域治理现代化试验区、国家

现代流通体系重要枢纽 

汽车及新能源汽车产业、

电子信息产业、生物医药

产业、航空装备产业 

33 

南昌经济技术开发

区、南昌小蓝经济技

术开发区、南昌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 

赣州市 

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示范区、较大影响力

的文化强市、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

示范区 

现代家居、有色金属和新

材料、电子信息、新能源

和新能源汽车、纺织服

装、食品医药、旅游等 

13 

龙南经济技术开发

区、瑞金经济技术开

发区、赣州经济技术

开发区、赣州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 

九江市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区、国际山水

文化旅游城市 

石油化工、新材料、装备

制造、纺织服装、钢铁有

色等 

4 

九江经济技术开发

区、九江共青城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 

宜春市 

绿色有机农产品供应基地、硒产业发展

示范区、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商

旅文融合示范区 

锂电新能源、生物医药、

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 
6 

宜春经济技术开发

区、宜春丰城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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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饶市 
全国光伏光学产业基地、国家康养产业

示范区、世界文化旅游目的地 
有色金属、光伏新能源等 8 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 

吉安市 

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全国生态保护

与建设示范区、革命老区先进制造业发

展示范区 

电子信息、机械制造、绿

色食品、医药化工产业、

冶金建材业、电力等 

5 

井冈山经济技术开发

区、吉安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 

抚州市 

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示范市、全国践行

“两山”理论先行区、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发展高地、大南昌都

市圈重要支撑城市、江西内陆双向高水

平开放的重要窗口 

生物医药、汽车及零配

件、新能源新材料、现代

信息等 

3 
抚州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 

新余市 
中部新型工业强市、一体共享区域小

市、宜居宜业山水美市 
钢铁、锂电产业等 5 

新余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 

鹰潭市 

特色优势区域性创新中心、“2+N”现

代化工业体系、国际道文化养老养生旅

游首选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支

点、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城乡融合

发展先行示范区 

铜基新材料产业等 2 
鹰潭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 

萍乡市 
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内陆开放赣

湘合作核心区、城乡融合发展先行区 

煤炭、电子信息、节能环

保、装备制造等 
3 萍乡经济技术开发区 

景德镇市 

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

国家夜间文化旅游集聚区、国家文化和

旅游消费试点城市、国家文化产业和旅

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 

陶瓷、航空、精细化工和

医药等 
6 

景德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 

注：上市公司数量数据时间截点为 2024 年 10 月 8 日；各地级市上市公司数量根据上市公司注册地统计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江西省各地级市经济发展水平分化明显，南昌市经济总量明显高于江西省其他地

级市，除鹰潭市外，各地级市产业结构均呈现“三二一”的发展格局。从区域发展水

平看，2023 年，江西省各地级市 GDP 均保持增长，上饶市、抚州市和鹰潭市 GDP 增

速较快，但由于各地级市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等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分化明显。南昌

市作为江西省省会、环鄱阳湖城市群核心城市，是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长江中游地

区重要的中心城市，经济体量处于全省绝对领先地位，2023 年 GDP 超过 7000 亿元；

排名次之的赣州市在 4000 亿元以上；紧随其后的宜春市、上饶市、吉安市和抚州市

GDP 均分布在 2000~3500 亿元之间；其余地级市 GDP 均分布在 1000~2000 亿元之

间。分区域来看，由南昌和九江两市组成的赣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总体领先；以赣州

为核心的原中央苏区受益于政策支持，经济发展水平次之；赣西和赣东两地经济体量

相对较小。江西省各地级市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比较高，除鹰潭市外，

产业结构均呈现“三二一”的发展格局。 

赣州市是江西省下辖地市中常住人口最多的城市，省会南昌市城镇化水平最高。

2023 年末，赣州市是江西省下辖地市中常住人口最多的城市，达到 898.92 万人，省

会南昌市常住人口为 656.82 万人，位居全省第二。江西省下辖地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均超过 50%，其中，省会南昌市最高，为 79.58%；另有新余市和萍乡市城镇化率也超

过 70%；吉安市最低，为 5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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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023 年江西省各地级市 GDP 及人口情况 

地市 
GDP 

（亿元） 

GDP 增速

（%） 

人均 GDP

（万元） 

常住人口 

（万人） 

城镇化率

（%） 
三次产业结构 

南昌市 / 4.0 / 656.82 79.58 / 

赣州市 4606.21 5.3 5.12 898.92 58.18 9.9:39.2:50.9 

九江市 3845.11 1.1 8.46 453.61 63.82 6.8:43.3:49.9 

宜春市 3467.48 3.7 7.00 494.43 59.18 10.0:41.0:49.0 

上饶市 3401.60 6.7 5.3 639.59 57.06 9.8:38.5:51.7 

吉安市 2735.07 3.7 6.21 438.61 55.07 9.4:44.1:46.5 

抚州市 2034.91 6.3 5.69 356.26 59.72 11.9:39.1:49.0 

鹰潭市 1282.25 7.0 11.12 115.09 67.13 5.9:51.5:42.6 

新余市 1261.89 2.5 10.51 119.85 75.08 5.9:40.5:53.6 

景德镇市 1201.10 3.5 7.41 161.67 67.51 6.4:43.1:50.5 

萍乡市 1151.66 3.0 6.38 180.16 70.42 6.75:41.28:51.97 

注：“/”表示数据未获取；赣州市 GDP 增速按不变价计算，九江市和鹰潭市 GDP 按可比价计算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2．江西省各地级市财政实力及债务情况 

（1）财政收入情况 

2023 年，江西省各地级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差异较大，南昌市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远高于其余地级市，且财政自给率最高；各地级市政府性基金收入整体同比有

所下降；各地级市获得的上级补助收入规模较大。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方面，2023 年，除景德镇市外，江西省其余地级市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同比均有所增长，增幅在 3.0%~10.0%，其中南昌市增长率为 9.3%，位列全省

第一位。江西省各地级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差异较大，其中，南昌市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为 500.2 亿元，远高于江西省其余地级市；赣州市、九江市、宜春市、上饶市

和吉安市组成第二梯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在 200.0~330.0 亿元；其余地级市为

第三梯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在 90.0~150.0 亿元。2023 年，新余市税收收入占比

相对较高，为 76.10%，九江市税收收入占比最低，为 57.65%。 

财政自给率方面，2023 年，除南昌市、上饶市、吉安市和抚州市外，江西省其余

地级市财政自给率同比均有所下降。其中，南昌市财政自给率最高，为 54.04%，其余

地级市财政自给率在 29.00%~45.00%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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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江西省各地市财政决算报告和预算执行报告整理 

图 5  江西省各地级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 

 

江西省各地级市政府性基金收入整体较上年有所下降。2023 年，除赣州市和吉

安市外，江西省其余地级市政府性基金收入均较上年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新余

市政府性基金收入较上年下降 27.80%，降幅最大。赣州市、南昌市、上饶市和景德镇

市政府性基金收入排名全省前列，均在 200.00 亿元以上；鹰潭市和新余市政府性基

金收入均在 80.00 亿元以下；其余地级市政府性基金收入在 100.00~200.00 亿元之间。 

 
注：萍乡市暂未披露 2023 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及其增长率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图 6  江西省各地级市政府性基金收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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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各地级市获得的上级补助收入规模较大。2023 年，赣州市、上饶市、宜春

市、吉安市和南昌市获得的上级补助收入规模均超过 300.00 亿元，其中赣州市获得的

上级补助收入规模最大，为 601.44 亿元。除吉安市、赣州市和抚州市外，江西省其余

地级市上级补助收入在综合财力中比重均在 45.00%以下。 

 
注：萍乡市暂未披露 2023 年政府性基金收入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图 7  2023 年江西省各地市综合财力构成情况 

（2）债务情况 

2023 年末，江西省各地级市政府债务余额均保持增长；2023 年，江西省各地级

市负债率和债务率均较上年有所上升，九江市、鹰潭市和吉安市债务负担重。2024 年，

江西省债务管控工作将重点聚焦于坚守底线思维，防范化解财政风险。 

2023 年末，江西省各地级市政府债务余额均保持增长，其中景德镇市债务余额增

长最快，增速为 31.14%。除鹰潭市和新余市外，其余地级市政府债务余额均在 500.00

亿元以上。政府负债率方面，2023 年，江西省各地级市负债率均较上年有所上升，其

中景德镇市负债率超过 50.00%，为省内政府负债率最高的区域。政府债务率方面，

2023 年，江西省各地级市债务率均较上年有所增长，且均高于 100.00%，其中，九江

市、鹰潭和吉安市债务率均超过 1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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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南昌市暂未披露 2023 年 GDP，萍乡市暂未披露 2023 年政府性基金收入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图 8  2022－2023 年末江西省各地市政府债务情况 

 

债务管控方面，2024 年 1 月，《江西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2024）》强调常态化

开展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测算评定，“一债一策”制定化债实施方案，坚决遏制隐

性债务增量，稳妥有序化解存量。2024 年 7 月，《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 2023 年省级

决算和 2024 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指出严格贯彻落实江西省人大及其常委

会对政府债务审查监督的意见，扎实做好新增债务限额分配下达、政府债券发行使用

管理等各项工作；稳妥推进地方债务“降存量、控增量、防爆雷”；发行再融资债券

支持高风险地区开展隐性债务化解试点；坚决落实化债方案，按照中央统一部署，稳

步推进全省地方债务全口径监测。 

三、江西省城投企业偿债能力 

1.  江西省城投企业概况 

江西省发债城投企业以地市级和区县级为主，其中赣州市发债城投企业数量最

多。江西省发债城投企业主体信用级别以 AA 为主，高信用级别城投企业主要集中在

南昌市和赣州市。 

截至 2024 年 9 月末，江西省内有存续债券的城投企业共 133 家（未剔除母子公

司情况），其中省级城投企业 2 家、地级市级城投企业 50 家、区县级城投企业 72 家、

园区级城投企业 9 家。从各地级市企业分布看，江西省所有地级市均有发债城投企

业；其中城投企业数量排名前两位的地级市分别为赣州市（28 家）和上饶市（18 家）；

新余市发债城投企业家数最少，仅有 3 家。从级别分布看，最新主体级别为 AAA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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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投企业共 12 家，其中省本级 2 家、南昌市 6 家、九江市 2 家、赣州市和上饶市各

1 家；AA+及 AA 级城投企业分别占 18.4%和 54.40%；AA 以下城投企业主要集中在

经济和财政实力相对较弱的区县。整体看，江西省发债企业信用级别以 AA 为主，高

信用级别城投企业主要集中在南昌市和赣州市。 

 

 
注：数据已剔除 AA-以下及无级别发债城投企业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图 9  各地级市城投数量、级别和层级分布情况（单位：家） 

从级别迁徙来看，2023 年及 2024 年上半年，江西省主体信用级别从 AA 上调至

AA+城投企业 1 家，位于吉安市。AA+上调至 AAA 城投企业 1 家，位于九江市；无

评级展望变动情况。 

2. 城投企业发债情况 

2023 年，江西省整体债券发行数量和规模同比均有所增长，各地级市均保持融

资净流入，赣州、上饶和南昌净融资规模较大。2024 年前三季度，南昌市城投企业

债券净融资额位列江西省首位；受存续债券集中到期叠加债券提前兑付、回售规模相

对较大等因素影响，上饶市、抚州市和鹰潭市城投企业债券融资呈现较大规模净流出。 

2023 年，江西省共有 80 家城投企业发行债券，发行数量合计 319 只，规模为

2314.48 亿元，债券发行数量和规模同比均有所增长；南昌、上饶和赣州城投企业发

债规模合计占全省的 48.84%。2024 年 1－9 月，江西省城投企业债券发行规模相当于

上年全年的 79.50%，其中省本级、景德镇、吉安和宜春市城投企业债券发行规模已

超过上年全年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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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图 10  各地市城投企业债券发行情况（单位：亿元） 

2023 年，江西省城投企业债券净融资 432.11 亿元，净融资规模较上年略有下降；

各地级市均保持融资净流入。从区域上看，赣州市、上饶市和南昌市净融资规模较大，

其中赣州市净融资 109.49 亿元（占 25.34%）；吉安市和抚州市净融资规模相对较小；

南昌市、宜春市、九江市和抚州市净融资额较上年有所下降。2024 年前三季度，南昌

市城投企业债券净融资额位列江西省首位；受存续债券集中到期叠加债券提前兑付、

回售规模相对较大等因素影响，上饶市、抚州市和鹰潭市城投企业债券融资呈现较大

规模净流出。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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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各地级市城投企业债券净融资情况（单位：亿元） 

3. 城投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2024 年 6 月末，九江市、萍乡市和宜春市的发债城投企业全部债务增量位于江

西省各地级市前三位；江西省各地级市发债城投企业现金类资产/短期债务指标整体

表现偏弱，上饶市、赣州市、宜春市 2025 年债券到期规模较大，存在集中偿付压力。

2024 年上半年，受融资环境影响，鹰潭市、新余市和抚州市发债城投企业筹资活动

现金转为净流出，其余地市均保持净流入。 

2024 年 6 月末，江西省规模为 23530.83 亿元，排名前三位（由高到低）的分别

为南昌市、上饶市和赣州市，上述 3市城投企业有息债务合计占江西省全省的 56.15%；

新余市城投企业全部债务规模相对较小，其余各地级市发债城投企业全部债务规模均

超过千亿元。债务负担方面，2024 年 6 月末，九江市、萍乡市和宜春市的发债城投

企业全部债务增量位于江西省各地级市前三位，合计占江西省全部债务增量总额的

46.91%；景德镇市、萍乡市、九江市和抚州市的发债城投企业全部债务资本化比率增

幅较为突出，其他地级市发债城投企业整体变动相对较小；除抚州市和新余市以外，

其余各地级市发债城投企业全部债务资本化比率超过 50%，债务负担相对较重。债券

集中兑付方面，2025 年，江西省发债城投企业到期债券（在考虑行权的情况下）规模

为 1304.32 亿元，其中上饶市、赣州市和宜春市 2025 年到期规模较大，存在集中偿

付压力。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图 12  各地级市发债城投企业债务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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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图 13  各地市城投债余额及 2025 年到期债券规模（单位：亿元） 

 

短期偿债指标方面，2023 年末，江西省各地市发债城投企业现金类资产对短期

债务的覆盖倍数均小于 1.0 倍，除萍乡市和新余市以外，其余地级市覆盖程度较上年

底均呈不同程度的下降。2024 年 6 月末，江西省大部分地市发债城投企业现金类资

产对短期债务的覆盖倍数较上年底整体上升，抚州市和南昌市发债城投企业现金类资

产对短期债务的覆盖倍数指标表现相对较好，吉安市、新余市、宜春市、赣州市和上

饶市发债城投企业现金类资产对短期债务的覆盖倍数均小于 0.3 倍，短期偿债压力相

对较大。再融资方面，2023 年，江西省各地市发债城投企业筹资活动现金流均继续净

流入，南昌市筹资活动现金净额规模最大；赣州市、萍乡市、景德镇市和九江市筹资

活动现金净额均超百亿元。2024 年上半年，受融资环境影响，鹰潭市、新余市和抚州

市发债城投企业筹资活动现金流转为净流出，其余地市均保持净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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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图 14 各地级市城投企业现金类资产/短期债务情况（单位：倍）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图 15 各地级市城投企业筹资活动现金净流情况（单位：亿元） 

 

4. 各地级市财政收入对发债城投企业债务的支持保障能力 

2023 年，江西省各地级市的“发债城投企业全部债务+地方政府债务”/综合财

力超过 300%，其中萍乡市超过 900%，上饶市和南昌市超过 600%，鹰潭市、赣州市

和景德镇市亦超 400%；整体看，江西省各地市财政收入对发债城投企业债务的支持

保障能力较弱，萍乡市和上饶市等地的支持保障能力承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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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图 16  2023 年江西省各地级市财政收入对“发债城投企业全部债务+地方政府债务”保障

能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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