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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与全国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 进程、难点与建议

李晓园， 陈 武
( 江西师范大学 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 江西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面临诸多难点问题，基于 2012 年和 2020 年监测指标值对比，得出江

西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的难点问题主要有: 监测指标中达成指标少且主要集中在权重较小的指标，权重

较大指标达成目标难度大; 经济欠发达与科技创新能力低以及城镇化率低与工业化进程缓慢形成两个不良

循环; 产业结构不合理制约产业转型升级; 文化资源优势未能形成产业优势。基于此提出江西省应当继续深

化改革进一步挖掘改革红利; 以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工业化进程，以工业发展促进新型城镇化进程; 以协同创

新驱动产业优化升级; 以信息技术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 以深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产业发展，从而实现与全国

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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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gxi Builds an All － round Well － off Society With National
Synchronization: Course，Difficulties and Proposals

LI Xiaoyuan， CHEN Wu
( School of Business，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Jiangxi 330022，China)

Abstract: Jiangxi faces lots of difficult problems，if it wants to build a well － off society with China
synchronously． Based on comparison the indexes between 2010 and 2020，the problems which Jiangxi
builds a well － off society with China synchronously are: in monitoring indicators，the index reached
is lesser and focuses on the smaller weight indicatos; the index that the weight is bigger is difficulty
to reach; one of poor circulations is economically underdeveloped and low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y，another one is low urbanization rate and slow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the in-
dustrial structure is irrational，which restricts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the superiority of
cultural resource does not form industrial advantage． Based on these，this paper comes up with some
proposals． Jiangxi should continue deepen the reform，further excavate the reform dividend，promote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according to the new type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facilitate the new
type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by industrial development，drive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optimization
through the synergy innovation，promote the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by information technology，ac-
celerate the cultural industry via the structural reform． Jiangxi may achieve the goal of building an all



－ round well － off society with national synchronization based on those countermeasures．
Key words: building an all － round well － off society; course; difficulties; implementation path; Jian-
gxi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确保到二○二○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并根据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实际，要在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新的要求，新要求主要

有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

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1］目前江西正处于全面小康的攻坚期，城镇化

水平低，尚有 22 个国家级贫困县，2011 年经济发展进度为 59． 8%，比全国低 16． 3%，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总体速度比全国低 3． 9%，2012 年状况与 2011 年大致相同。能否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是江西省

面临的最现实最紧迫的任务。要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任务艰巨，未来七年时间里必须在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但是江西目前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诸多难点问题，如

何破解发展难题，探索出一条绿色崛起之路，如期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正是本文研究的宗旨。

一、小康社会的科学内涵与评价标准

( 一) 小康社会的科学内涵

科学界定小康社会的内涵是研究小康社会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但迄今为止，仍然众说纷纭，尚未

形成比较一致的看法。目前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对小康社会内涵进行界定。
一是从小康社会包含的内涵来界定小康社会。认为小康社会应是指一种生活水平、生活状态、生活

质量。“所谓小康，从国民生产总值来说，就是人均八百美元。”［2］小康社会是指在温饱的基础上，生活

质量进一步提高，达到丰衣足食的状态，这不仅包括物质生活的改善，也包括精神生活的充实; 既包括居

民个人消费水平的提高，也包括社会福利和劳动环境的改善。［3］［4］随着小康进程的推进，小康社会内涵

所包含的内容更为丰富，更为全面，不仅要求覆盖面的全面，还要求建设领域的全面，包括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五个方面。［5］［6］［7］

二是从小康社会的性质来界定小康社会。全面小康社会的本质特征就是它的社会主义性质，在于

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追求共同富裕这一目标的过程，不管是总体小康的实现，还是全

面小康的推进，都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准备、必经阶段和实际步骤，实现共同富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必然结果。［8］［9］［10］［11］［12］

小康社会的内涵具有典型的阶段性特征，不同时期包含的重点不同，考察侧面也会有所不同。因

此，这需要我们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以及小康社会建设的不断推进，对其内涵不断完善。
( 二) 小康社会的评价标准

1991 年国家统计局与计划、财政、卫生、教育等 12 个部门的研究人员组成了课题组，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提出的小康社会所包含的内容确定了 16 个基本监测指标和小康临界值。在此基础上，国家统计

局制定了《全国人民小康生活水平的基础标准》、《全国城镇小康生活水平的基础标准》、《全国农村小康

生活水平的基础标准》三套小康标准。2003 年，国家统计局提出了由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生活质量、民
主法制、科教文卫、资源环境等六部分 25 项指标组成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同年中

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构建了包括社会结构、人口素质、经济效益、生活质量、社会分配结构、社会

稳定与社会秩序六个领域，共 60 个指标组成的小康社会的指标体系。2008 年，国家统计局对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进行了修改，将原来的六大类 25 项指标改为 23 项指标。目前中央政府与

地方政府正是运用该指标体系测算与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差距。
2008 年修订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由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生活质量、民主法制、

文化教育、资源环境六部分 23 项指标组成。其中经济发展在指标体系中权重最大，其中又以人均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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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重最大，此外基本社会保险覆盖率、环境质量指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社会安全指数、文化产业增

加值占 GDP 比重、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城镇人口比重、人均住房使用面积、公民自身民主权利满意度等指

标的权重较大。江西与全国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必须要在这些权重大的指标上达标。

二、江西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分析

2011 年江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总体实现程度为 79． 3%，比全国低 3． 9 个百分点。其中江西在经济

发展方面实现程度最低，只有 62． 1%。2012 年江西省 20 个监测指标的指标值和到 2020 年与全国同步

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年均增长幅度，如表 1 所示。
表 1 2012 － 2020 年江西与全国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指标年均增长幅度

监测指标
2012 年
指标值

2020 年
目标值

2012 － 2020 年
平均增长幅度%

经济发展
29%

人均 GDP 28800 ≥31400 1． 086
Ｒ＆D 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 0． 83 ≥2． 5 14． 78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34． 6 ≥50 4． 71
城镇人口比重 47． 5 ≥60 2． 96
失业率( 城镇) 3 ≤6 达标

社会和谐
15%

城乡居民收入比 2． 54 ≤2． 8 达标

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系数 48． 7 ≤60 达标

基本社会保险覆盖率 81． 27 ≥90 1． 28
高中阶段毕业生性别差异系数 116 !100 "1． 84

生活质量
19%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3543． 2 ≥15000 1． 29
恩格尔系数 41． 7 ≤40 "0． 52
人均住房使用面积 43． 72 ≥27 达标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12． 33 ≤12 "0． 34
平均预期寿命 75 ≥75 达标

社会安全指数 96 ≥100 0． 51

文化教育 14%

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3． 14 ≥5 5． 99

居民文教娱乐服务支出占家庭消
费支出比重

11． 6 ≥16 4． 1

平均受教育年限 9． 14 ≥10． 5 1． 75

资源环境
12%

单位 GDP 能耗 0． 6133 ≥0． 84 达标

耕地面积指数 102 ≥100 达标

数据来源:《2013 年江西统计年鉴》，其中基尼系数、公民自身民主权利满意度、环境质量指数三个指标数据暂未统

计，故本表未列出。

从表 1 可知，江西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存在较大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 一) 达成指标少且主要集中在权重较小的指标

表 1 中统计的二十个监测指标中只有七个指标达成，达成率仅 35%。达成的指标主要是失业率、
城乡居民收入比、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系数、人均住房使用面积、平均预期寿命、单位 GDP 能耗和耕地面

积指数( 见下图 1) ，七个指标所占比重只有 22%，其中人均住房使用面积比重最大只有 5%，城乡居民

收入比、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系数、耕地面积指数三个指标比重为 2%。达成指标的指标值与目标值差距

不大，如城乡居民收入比为 2． 54，指标值为 2． 8，相差 0． 26，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乡差距可能进一步

缩小。图 2 显示虽然 2003 年到 2007 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出现由低到高的变化趋势，但是 2009 年到 2012
这一比值却明显呈下降趋势，因此这一指标达标困难不大; 单位 GDP 能耗值为 0． 61，目标值为 0． 84，相

差 0． 23，随着江西在中部地区的崛起，工业发展水平将进一步上升，势必消耗更多能源，江西能源消耗

呈快速增加趋势，但是单位 GDP 能耗值却呈下降趋势( 见图 3) 。综上，在全面小康监测指标中，可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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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的指标少且在指标体系中的权重不高。

数据来源: 2013 年江西统计年鉴( 部分数据做了放大处理，便于作图) 。
图 1 达标指标值与目标值对比情况

数据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图 2 江西省城乡居民收入比值趋势变化

数据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2008 － 2013 年江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图 3 江西省单位 GDP 能耗、煤炭消费量( 亿吨) 变化趋势

( 二) 大权重指标的目标达成难度较大

权重较大指标主要有七个，分别是人均 GDP( 12% ) ，基本社会保险覆盖率( 6% ) ，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6% ) ，社会安全指数( 6% ) ，文化产业占 GDP 的比重( 6% ) ，平均受教育年限( 6% ) ，城镇人口比

重( 5% ) ，占所有指标比重为 47%。上述指标分别实现了 2020 年目标值的 91． 7%、90． 7%、90． 3%、
96%、62． 8%、87%、69． 5%。要在八年的时间内实现全面小康目标，其年均增长幅度必须达到 1． 09%、

821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年



1． 28%、1． 29%、0． 51%、5． 99%、1． 75%、2． 96%，如下图 4 所示。因此经济发展、养老、城镇化、文化产

业和教育将成为江西在 2020 年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大的障碍。

数据来源: 2013 年江西统计年鉴( 部分数据做了放大或者缩小处理，便于作图) 。
图 4 权重较大指标与目标值对比情况

三、江西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关键绩效指标达标的难点

( 一) 两个不良循环是达成全面小康目标的主要短板

虽然江西经济持续保持增长，全省生产总值由 2002 年的 2450 亿元增长到 2012 年的 12948． 5 亿

元，十年间，年均增长 18． 12%。但从表 2 数据可以看出经济增长是江西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的主

要短板，要在 2020 年实现目标，人均 GDP、Ｒ＆D 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城
镇人口比重、必须每年增长 1． 086%，14． 78%，4． 71%、2． 96%。实现上述目标存在以下困难:

一是经济欠发达与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形成的不良循环。2012 年江西省生产总值占全国生产总值

的 2． 5%，在全国 31 个省市( 区) 的排名中处于第 19 位，在中部六省中位居第五位。人均生产总值为

28798． 9 元，仅为全国人均生产总值水平的 74． 9%，在全国排名 24 位，处于落后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滞

后，也会影响政府在产业科技方面的投资力度，从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研究与发展实验经费是江西最薄

弱的环节，进而影响高新技术产业落户江西，导致江西科技创新动力不足，科技创新动力不足又影响江

西经济发展，从而形成不良循环。
二是城镇化率低与工业化进程缓慢形成的不良循环。2012 年江西省城镇化率为 47． 5%，2020 年

城镇化率要达到 60%，即意味着要减少农业人口 562 万人( 以 2012 年数据计算) ，平均每年减少 70． 3
万人。但是 2012 年农业人口达 2364 万人，较 2005 年 2716 万人减少 352 万人，平均每年减少 50． 3 万

人，因此必须要加大农业人口转移。城镇化水平不高，影响工业化进程，而工业不强又影响农业人口转

移，影响城镇化进程。形成又一个不良循环。
( 二) 产业结构不合理制约产业转型升级

近五年来，江西省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取得较好的成效: 全省三次产业结构由 2007 年的

15. 6∶ 51． 3∶ 33． 1 调整为 2012 年的 11． 7∶ 53． 8∶ 34． 5。但是与全国相比较，第一、二产业比重偏高，

第三产业比重过低。2012 年全国三次产业结构比为 10． 1: 45． 3: 44． 6，与之相比，江西第一产业比重高

出全国 1． 6 个百分点。江西第二产业比重高出全国 8． 5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低于全国 10． 1 个百分

点。上表 2 数据显示，要与全国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江西省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必须以

年均 4． 71%的增速增长八年。但当前江西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第一产业比重虽偏高却非农业强省。农业整体呈现出规模小，产业化程度低特征。2012 年江

西省农业总产值 2399 亿元，人均农业增加值只有 3380． 8 元，与全国水平相比少 497 元，低 12． 8%。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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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六省中仅高于山西，居第五位，同时没有形成特色产业和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龙头企业，如赣南等

原中央苏区农业化生产仍然是粗放式的经营，缺少将农产品进行加工的主导企业。
二是第二产业比重虽偏高却非工业强省。江西第二产业在产业结构中所占比例在全国各省市

( 区) 排第八位，但是第二产业增加值排在第 17 位，处于中部六省末位，可见其比重与实力差距甚大。
导致此种差距的原因: ( 1) 江西企业创新能力弱，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江西省 2010 年有 7217 家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其中开展研发活动的企业仅占 6%，4． 2%的企业建立了自己的技术创新机构，但其中却有

一半机构不能正常运作。江西省拥有七个经国家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在中部六省中最少; 而河南( 55
个) 、湖北( 36 个) 、安徽( 36 个) 、湖南( 28 个) 、山西( 22 个) 。江西省 2011 年研发共投入 96． 8 亿元，占

GDP 的比重为 0． 83%，处在中部六省的末位。( 2) 重工业比重过大。江西省重工业占工业总量的三分

之二，能耗占 90%，2012 年江西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重工业比重高达 66． 4%，其比重不降反升，

反映出结构严重失调，并导致每年都需要消耗更多的能源。但是重工业的最终产出却低于轻工业，并且

出现产能过剩现象，2012 年江西省水泥产能利用率为 69． 5% ; 电石产能利用率为 54． 4%。( 3 ) 企业实

力弱，江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户均资产 1． 6 亿元，比全国平均水平( 2． 1 亿元) 低 23． 8% ; 平均每户工业

企业利润 1782 万元，比全国平均水平( 1886 万元) 低 5． 5%。全省仅六家企业进入中国企业 500 强，居

中部六省末位。2012 年，全省工业园区每平方公里土地实现工业增加值 6． 1 亿元，比沿海发达地区低

39%左右。
三是第三产业比重过低不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第三产业投资不足，发展严重滞后，低于全国水

平 10． 1 个百分点。2012 年，江西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 5%，比全省生产总值增幅低 1． 5 个百分

点，比工业增加值增幅低 3． 9 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34． 5%，比全国 44． 6% 的

平均水平低 10． 1 个百分点，比中等收入国家 50% 的平均水平低 15． 5 个百分点，比发达国家 60%—
70%的水平相差 25． 5—35． 5 个百分点，在我国排名处于第 21 位，第三产业的滞后将导致江西经济总量

总体偏低。因此江西要与全国同步实现建成小康社会，需要更大的勇气、更长远的目光、更聪明的智慧、
更坚强的领导谋求发展，任重而道远。

( 三) 文化资源丰富，但文化产业落后

江西省文化资源十分丰富，主要体现在: ( 1) 红色文化产业不断壮大。江西红色旅游规模已占全国

三分之一。［13］2012 年江西接待国内旅游人数 20347． 3 万人次，比 2011 年增长 28． 3% ; 国内旅游收入

1372． 0 亿元，增长 27． 1%，占 GDP 比重 10． 6%，而 2004 年旅游收入占 GDP 比重只有 2． 4%。( 2) 红色

旅游资源丰富。江西不仅有“红色摇篮”井冈山、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始发地、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

政府诞生地等众多中国革命之最，同时也有陶瓷研修体验游、瓷之源、茶之乡游、明清古建筑博览游、休
闲度假游、回归自然游等众多旅游项目。［14］( 3 ) 文化精品璀璨。江西省具有浓郁赣文化特色的文艺精

品，如大型实景演出《井冈山》、大型原创剧《瓷魂》、《茶》、大型歌舞《赣风》、大型历史风情魔幻歌舞《神

奇赣鄱》、大型通景屏风瓷板画《西江揽胜图》等等。
但是 2012 年江西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只有 3． 14%，相差 2020 年目标 1． 86 个百分点。文

化产业发展对于调整产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关系到江西红色旅游品牌的传播和绿色产品的影

响力。江西落后的文化产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文化体制改革滞后。2010 年江西省政府下发了《江西省十大战略性新兴行业( 文化及创意) 发

展规划》，2011 年江西省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情况的

报告》，2012 年出台《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文化建设专项规划》。江西近三年密集出台关于文化产业

发展的相关文件，但是相应的配套措施和实施细则以及对原有文化产业制度的改革则需要时间进行调

整，政府服务跟不上，难以满足当今文化发展的需求。
二是文化产业人才缺乏。江西省文化产业人才，特别是创意产业文化人才缺乏。2012 年江西文

化、体育和娱乐产业从业人员只有 3． 87 万人，占总城镇就业人口只有 1%。图 5 显示江西省文化、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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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娱乐产业占总城镇就业人员比重，从 2008 年到 2011 年文化产业从业人员呈下降趋势，到 2012 年有

所回升，但是仍然低于 2008 年文化产业从业人员。

数据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图 5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占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比重

三是区域文化产业发展不平衡。区域文化产业主要有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产业、广播影视流通业、广
播电视台产业、新闻出版产业等。江西省 2010 年广播影视系统产业经营创收 26． 15 亿元，相比较“十

五”末期增长 13． 54 亿元，增长 107． 38%。［15］虽然文化产业收入增加，但是各个区( 县) 发展极不平衡，

例如广播影视产业，从图 6 可看出南昌市广播影视产业收入最高，达到 25 亿元以上，吉安市、新余市和

赣州市则突破 15 亿元。而萍乡则只有 6500 万元，与南昌相差 37． 9 倍。

资料来源: 关于 2013 年江西省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产业经营情况的通报

图 6 各设区市广播影视产业经营收入对比

四、促进江西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的建议

( 一) 继续深化改革进一步挖掘改革红利

江西积极推进改革开发，对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2013 年江西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75．
5 亿美元，增长 10． 7% ; 利用省外 5000 万元以上项目资金 3670 亿元，增长 15% ; 外贸出口 281． 7 亿美

元，增长 12． 2%。［16］可见改革能够释放的巨大红利，江西省仍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改革。
一是继续推进简政放权。2013 年江西省衔接国务院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项目 93 项，取消和下

放省级行政审批与备案项目 61 项。［14］政府的简政放权行为直接促进了社会资本流动，使更多的社会资

本能够参与经济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建设。
二是转变政府职能。政府职能要从管理职能逐步转向服务职能，在更大程度上和更大范围内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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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政府通过服务市场来释放市场活力并提高民众参与社会经济建设的积极性。
三是推进税费制度改革。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期，推进税费制度改革，有利于鼓励和引导非

公有制经济参与政府公共服务建设，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同时可以吸引更多的企业到江西落户，

增强经济增长动力。
( 二) 以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工业化进程，以工业发展促进新型城镇化

一是扩大开放水平。以建设“一群两带三区”的新型城镇体系规划为契机实施全方位、宽领域、多
层次的开放合作格局，吸引更多的国内外人才、企业到本地投资，积极深化与中部地区发展与合作，提高

合作水平，使江西与中部六省的发展实现优势互补，积极对接沿海城市群的发展战略，如积极推进九江

沿江开放开发，赣南苏区振兴发展，南昌一小时经济圈等，这些项目的发展可以与珠江三角、长株潭实现

合作共赢发展格局。
二是打造区域经济品牌。各地区可以依托自身的资源优势、区位优势，着力打造适合自身的区域经

济品牌。以特色树品牌，以品牌促发展，以发展聚人才，以人才聚集促进工业化、城镇化发展。
三是以“雁归经济”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发达地区务工，不仅增加了收入，而

且开阔了视野。其中的佼佼者掌握了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其返乡创业有利于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

地转移，促进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因此必须出台相关政策和举措，积极支持和鼓励外出务工农民

返乡创业。
( 三) 以协同创新驱动产业优化升级

一是积极开展协同创新。积极开展产学研协同创新，重点突破一批支撑江西经济发展的关键技术，

建立一批高水平的省级和国家级技术研究发中心。
二是增加科技投资力度。江西在研究与发展试验经费投入太低，2012 年 Ｒ＆D 经费占 GDP 比重只

有 0． 83%，必须年均增长 14． 78% 才能实现目标。因此要增加科技投入比重，特别是一些关键科技领

域，如节能技术，混合动力汽车技术等。加大对小微企业的科技扶持力度，努力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

和生态经济，把生态文明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
三是促进成果应用。将研究成果快速转化成生产力并产生经济效益十分重要，2012 年江西省技术

成交额为 39． 78 亿元，相比湖北省相差 156． 61 亿元，居中部六省第五位。可见江西省技术成果转化弱，

不能快速产生经济效益，因此江西省要树立省级科技成果示范工程，建立省级成果推广应用公共服务平

台，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宣传、推广、咨询等服务，形成产业科技集聚。
( 四) 以信息技术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

信息技术正在改变着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加强信息技术在金融、科技、信息、物流、文化、旅游等现

代服务行业的应用，不仅有利于提高产业竞争力，而且有助于改善三次产业结构比重，在绿色发展中做

大做强经济总量。
一是宽领域建设电子商务信息平台。由于电子商务具有普遍性、方便性、整体性、安全性等特点，能

够实现广告宣传、网上订购、咨询洽谈、网上支付、服务传递、电子帐户、意见征询、交易管理等各项功能，

因而被广泛应用于现代商业领域，江西在电商领域发展与沿海地区具有较大差距，政府应当加大对商务

信息平台基础设施建设，为企业事业单位提供优质的信息发布平台。
二是积极建设电子政务。电子政务就是政府部门通过政府网站面向社会提供电子化服务和管理的

平台，企业和公众可以通过政府网站快速查询和办理各类服务，可以实现各类信息资源共享互通，更为

重要的是，电子政务是政府转变政府职能，对政府部门进行流程再造，提高政府服务效率的重要载体，也

是建立新型服务型政府的必要手段。
( 五)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产业发展

文化产业是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的集中体现，文化产业具有优结构、扩消费、增就业、促跨越、可持

续的独特优势和突出特点，对促进经济增长、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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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以改革促发展。政府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通过税收、金融制度改革等手段吸引海内外优秀

文化产业项目落户江西，也可以结合地方特色吸引文化企业投资。完善政府公共服务包括融资、人才引

进交流、技术协同创新、知识产权保护等公共平台建设。以此保障江西文化市场健康、稳定、富有活力地

发展。
二是加大县域文化发展扶持力度。江西县域文化资源丰富且各具特色 ( 景德镇陶瓷、宜春温泉

等) ，但迫于资金、技术、人才、金融、财税等压力导致开发薄弱。江西省政府应当从资金、技术、政策方

面加大扶持力度，帮助地方文化特色走向市场、走向国际化，推动地区实现文化旅游。
三是树典型以点带面。培养江西文化龙头企业，以此为典型在全省范围内进行技术推广和传播，发

挥龙头企业的示范作用，带动其他文化产业共同发展。
四是优化环境吸引人才。优化环境主要通过建设科技文化产业孵化园，为文化企业、文化人才提供

文化产业创业基地，引进现代先进科技技术提升江西文化科技含量，为培育新兴文化产业( 如动漫产

业) 发展奠定基础。同时提供优质的企业配套服务制度和设施，政府出台吸引、用人和留人政策，重点

引进和培养工艺美术制造、新闻出版、文化艺术表演、影视制作、动漫制作等行业核心人才，特别是具有

资深文化背景的创意人才以及熟悉市场运作和管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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