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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情简介 

 

  江西简称“赣”，因公元 733 年唐玄宗设江南西道而得省名，又因为江西最大河流为赣

江而得简称，是中国内陆省份之一。江西位于中国东南部，在长江中下游南岸，以山地、丘

陵为主，地处中亚热带，季风气候显著，四季变化分明。境内水热条件差异较大，多年平均

气温自北向南依次增高，南北温差约 3℃。全省面积 16.69 万平方公里，总人口 4592 余万，

辖 11 个设区市、100 个县（市、区）。全省共有 55 个民族，其中汉族人口占 99％以上。少

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为回族和苗族。 

 

  江西区位优越、交通便利。江西省地处中国东南偏中部长江中下游南岸，古称“吴头楚

尾，粤户闽庭”，乃“形胜之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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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的腹地，与上海、广州、厦门、

南京、武汉、长沙、合肥等各重镇、港口的直线距离，大多在六百至七百公里之内。境内高

速公路基本建成 6000 公里，出省主要通道全部高速化。京九线、浙赣线纵横贯穿全境。航

空和水运便捷。 

 

  江西资源丰富、生态良好。江西 97.7%的面积属于长江流域，水资源比较丰富，河网密

集，河流总长约 18400 公里，有全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已发现野生高等植物 5117

种，野生脊椎动物 845 种。全省现有世界遗产地 5 处，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地 1 处，世界

地质公园 4 处，国际重要湿地 1 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14 处，林业自然保护区 186 个（国

家级 15 个），森林公园 180 个（国家级 46 个），湿地公园 84 处（国家级 28 处）。江西矿产

资源丰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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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世界钨都”、“稀土王国”、

“中国铜都”、“有色金属之乡”的美誉。 

 

  江西物产丰富、品种多样。景德镇的瓷器源远流长，以“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

如磬”的特色闻名中外。樟树的四特酒，周恩来总理赞誉为“清、香、醇、纯”，四特酒由

此而得名。遂川狗牯脑茶叶，曾获巴拿马国际食品博览会金奖。南丰蜜桔，历史上是皇室贡

品。此外，还有庐山云雾茶、中华猕猴桃、赣南脐橙、南安板鸭、泰和乌鸡、江铃汽车、凤

凰相机、金圣卷烟等，列入中国驰名商标的品种有 9 件。  

 

  江西名人辈出、文化璀璨。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江西人才辈出，陶渊明、欧阳修、

曾巩、王安石、朱熹、文天祥、宋应星、汤显祖、詹天佑等文学家、政治家、科学家若群星

灿烂，光耀史册。江西红色文化闻名中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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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金是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的地方，安源是中国工人运动的策源地。第二次国

内革命战争时期，江西籍有名有姓的革命烈士就有 25 万多人，占全国的六分之一，为中国

革命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江西产业齐备、特色鲜明。江西农业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是建国以来全国两个从未间



断向国家贡献粮食的省份之一。生态农业前景可喜，有机食品、绿色食品、无公害食品均位

居全国前列。进入新世纪以来，江西大力实施以新型工业化为核心的发展战略，有色产业、

电子信息、医药、汽车、航空、食品、纺织、光伏、锂电、钢铁、石化、建材等产业呈现了

良好的发展势头。同时，江西还在大力发展旅游业，主要旅游景区可概括为“四大名山”、

“四大摇篮”、“四个千年”、“六个一”。 

 

 

地理气候 

 

  江西常态地貌类型以山地、丘陵为主，山地占全省面积的 36％，丘陵占 42％，平原占

12%，水域占 10%。主要山脉多分布于省境边陲，东北部有怀玉山，东部有武夷山，南部有

大庚岭和九连山，西部有罗霄山脉，西北部有幕阜山和九岭山。   

 

  江西位于长江以南，纬度较低，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四季分明且天气复杂多变。冬

季冷空气活动频繁；春季多对流性天气；4～6 月降水集中，是江西的雨季，这时期易发生

洪涝灾害；雨季结束后全省主要受副热带高压控制,天气以晴热高温为主,常有干旱发生。7～

8 月有时受台风影响，会出现较明显降水。秋季晴天多、湿度较小、气温适中，是江西省一

年中最宜人的季节。 

 

江西年平均气温 18.0℃，最冷月 1 月平均气温 6.1℃，最热月 7 月平均气温 28.8℃，极

端最低气温为-18.9℃（1969 年 2 月 6 日出现在彭泽县），极端最高气温为 44.9℃(1953 年 8

月 15 日出现在修水县)；年平均日照时数 1637 小时，年总辐射量 4446.4MJ/㎡；年平均降水

量为 1675 毫米；年无霜期平均天数 272 天。 

 

 

自然资源 

 

  生物资源 

 

  江西已知野生高等植物 5117 种，占全国总数的 17％，其中，苔藓类 563 种，蕨类 435

种，裸子植物 31 种，被子植物 4088 种。其中，国家Ⅰ级保护野生植物 9 种，Ⅱ级保护野生

植物 46 种；省Ⅰ级保护有 9 种、Ⅱ级 39 种、Ⅲ级 115 种,国家珍贵树种 26 种，约占全国的

20%。分布于宜春市的落叶木莲为我省特有树种，是木莲属唯一落叶的植物；东乡县的野生

稻为近代水稻始祖，是我国分布最北的野生稻；南昌金荞麦、鄱阳湖莼菜、彭泽中华水韭、

宜黄水蕨、赣南野生茶、九江野生莲均为国内珍稀物种；萍乡市的长红檵木母树，树龄 300

多年，为世界仅存的长红檵木母树。此外，宜丰县的穗花杉群落、铅山县的南方铁杉天然林、

德兴市和玉山县的华东黄杉天然林均为国内罕见的珍稀植物群落。  

 

  动物资源 

 

  江西已知野生脊椎动物 845 种，占全国野生脊椎动物总种数的 13.5%。其中，哺乳类 105

种，约占全国的 21%；鸟类 420 种，约占全国的 34%；爬行类 77 种，约占全国的 20%；两

栖类 40 种，约占全国的 14%；鱼类 205 种，约占全国的 5.9%。鄱阳湖是闻名世界的水鸟越

冬地，每年到鄱阳湖越冬的候鸟多达 60-70 万只，其中国家Ⅰ级保护鸟类 10 种、Ⅱ级保护



鸟类 41 种，越冬白鹤最高数量达 4000 余只，占全球 98%以上。鄱阳湖长江江豚约 450 头，

占整个长江江豚种群近一半。 

 

  森林资源 

 

  江西森林覆盖率 63.1%，活立木蓄积量 4.45 亿立方米，活立竹总株数 19 亿根，均位居

全国前列。全省森林多属天然次生林，针叶林面积比重大，杉木、马尾松、樟树为本省主要

乡土树种；油茶、板栗、柑橘为本省主要经济林树种。截至 2016 年 9 月，江西有林业自然

保护区 186 个（国家级 15 个、省级 31 个），森林公园 180 个（国家级 46 个、省级 121 个），

湿地公园 84 处（国家级 28 处、省级 56 处）,44 处湿地列入省重要湿地名录。 

 

  矿产资源 

 

  截止 2015 年底，全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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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第一位的有钨、钽、铷、碲、普通萤石、化工用白云岩、滑石、玻璃用脉石英、

陶瓷土、麦钣石、饰面用板岩等 11 种；居第二位的有锂、铯、伴生硫、电气石、光学萤石、

粉石英、保温材料用粘土等 7 种；居第三位的有铜、银、铋、铍（绿柱石）、冶金用砂岩、

化肥用灰岩、叶蜡石、透闪石、水泥配料用页岩、海泡石粘土、饰面用辉石岩、水泥用辉绿

岩、饰面用大理岩等 13 种。我省有色、稀有稀土和贵金属矿产具有明显优势，其中铜、钨、

铀、钽、重稀土、金、银誉称为江西矿产“七朵金花”，是亚洲超大型的铜工业基地之一，

有“世界钨都”、“稀土王国”、“中国铜都”、“有色金属之乡”的美誉。 

 

  水资源 

 

  江西是长江流域的重要省份之一，全省 97.7%的面积属于长江流域，水资源比较丰富，

多年平均降雨量 1638 毫米，多年平均水资源量 1565 亿立方米。境内河流、湖泊众多，赣

江、抚河、信江、修水和饶河为全省五大河流，全境 10 平方公里以上河流有 3700 多条，2

平方公里以上湖泊有 70 余个，人均拥有水量和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旅游资源 

 

江西是“红色摇篮、绿色家园”，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全省现有世界遗产地 5 处，世界

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地 1 处，世界地质公园 4 处，国际重要湿地 1 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14

处。主要旅游景区可概括为“四大名山”:庐山、井冈山、三清山、龙虎山;“四大摇篮”:

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人民军队的摇篮南昌、共和国的摇篮瑞金和工人运动的摇篮安源；

“四个千年”:千年瓷都景德镇、千年名楼滕王阁、千年书院白鹿洞、千年古刹东林寺；“六

个一”:一湖（鄱阳湖）、一村（婺源）、一海（庐山西海）、一峰（龟峰）、一道（小平小道）、

一城（共青城）。经过多年的发展，现有旅游景区（点）2500 余处。其中，国家 A 级旅游景

区 231 处，5A 级旅游景区 10 处。当前推向市场的五彩精华旅游线、红色经典旅游线、绿色

精粹旅游线、鄱阳湖体原生态旅游线等四条黄金旅游线路受到海内外游客的青睐。 

 

 

人口 

 



  人口统计            

 

  2016 年末，全省常住人口 4592.26 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2438.49 万人，乡村人口 2153.77

万人。男、女性人口分别为 2356.02 万人、2236.24 万人。 

 

  人口增长率          

 

  2016 年末，全省常住人口 4592.26 万人，与上年相比，全年净增人口 26.63 万人，比上

年多增加了 3.16 万人，总人口比上年增长了 0.58%，增幅比上年提高了 0.06 个百分点，人

口总量继续保持稳定增长，人口增速有所加快。 

 

  民族及人口          

 

  江西共有 55 个民族。其中，汉族人口最多，占总人口的 99％以上。少数民族中人口较

多的有畲族、苗族、回族、藏族、哈萨克族、黎族、壮族、满族、瑶族、蒙古族、侗族、土

家族、布依族、彝族等，其中人口最多的为畲族和苗族。此外还有裕固族、锡伯族、乌孜别

克族、维吾尔族、佤族、土族、塔塔尔族、塔吉克族、水族、撒拉族、羌族、普米族、怒族、

纳西族、仫佬族、门巴族、毛南族、珞巴族、僳僳族、拉祜族、柯尔克孜族、景颇族、京族、

基诺族、赫哲族、哈尼族、仡佬族、高山族、鄂温克族、俄罗斯族、鄂伦春族、独龙族、东

乡族、德昂族、傣族、达斡尔族、朝鲜族、布朗族、白族、阿昌族等。少数民族中畲族聚居，

主要分布在铅山太源畲族乡和贵溪樟坪畲族乡等地，以及永丰、泰和、吉安、兴国、武宁、

德安、资溪、宜黄、乐安等市县的 30 多个畲族乡村；瑶族部分聚居，如全南瑶山、喇叭山

等；其他各少数民族均为散居性质。 

 

 

发展概况 

 

  2016 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的第一年。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

的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对江西工作

提出的“新的希望、三个着力、四个坚持”重要要求，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牢牢把握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实干为本、发展为先，统筹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优生态、

惠民生等各项工作，较好完成了省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实现了“十三五”

良好开局。 

 

  ——经济保持稳步增长。全省生产总值 18364.4 亿元，增长 9%。财政总收入 3143 亿元，

同口径增长 9.6%，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151.4 亿元，同口径增长 8.7%。固定资产投资

19378.7 亿元，增长 1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6634.6 亿元，增长 12%。主要经济指标增速

位居全国“第一方阵”。 

 

  ——产业结构优化提升。粮食总产量 427.6 亿斤，实现“十三连丰”。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 7803.6 亿元，增长 9%，其中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 10.8%，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的比重达 30.1%。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突破 40%，三次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发展动能加快转换。创新驱动能力增强，R&D 经费支出增加 25 亿元，占 GDP 比重

为 1.1%。专利申请总量增长 65.9%，增幅全国第一；专利授权量增长 30.3%，增幅是全国平

均水平的近 3 倍。互联网与各行业加速融合，电子商务交易额增长 40%以上。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蓬勃开展，新登记市场主体增长 17.7%。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

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民生福祉持续增进。城镇新增就业 55.2 万人，新增转移农村劳动力 59.9 万人，超

额完成全年计划。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 2%，控制在 3%左右的调控目标内。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 28673 元，增长 8.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2138 元，增长 9%，人民生

活进一步改善。 

 

 

经济发展 

 

  2016 年，全省实现生产总值 18364.4 亿元，增长 9%。财政总收入 3143 亿元，同口径

增长 9.6%，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151.4 亿元，同口径增长 8.7%。固定资产投资 19378.7

亿元，增长 1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6634.6 亿元，增长 12%。主要经济指标增速位居全

国“第一方阵”。粮食总产量 427.6 亿斤，实现“十三连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7803.6

亿元，增长 9%，其中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 10.8%，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 30.1%。

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突破 40%，三次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创新驱动能力增强，R&D

经费支出增加 25 亿元，占 GDP 比重为 1.1%。专利申请总量增长 65.9%，增幅全国第一；专

利授权量增长 30.3%，增幅是全国平均水平的近 3 倍。互联网与各行业加速融合，电子商务

交易额增长 40%以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开展，新登记市场主体增长 17.7%。新技术、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城镇新增就业 55.2 万人，

新增转移农村劳动力 59.9 万人，超额完成全年计划。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 2%，控制在

3%左右的调控目标内。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8673 元，增长 8.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12138 元，增长 9%，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