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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生产性服务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壮大的重要支撑产

业，做优做大生产性服务业也是做强现代服务业、完善新区

产业体系的重点。近期，西咸研究院围绕新区生产性服务业

开展深入调研，全面了解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状况，围绕

生产性服务业规模、结构、需求等系统分析，在总结梳理发

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报告呈送党工委管委

会后，主要领导相继予以批阅批注，岳华峰同志批示：“明

年一季度召开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专项推进会，请改创局、

研究院做好准备”。现将调研报告全文刊发，供决策参考。 

 
西咸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调研报告 

西咸新区研究院专题调研组 

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发展迅速，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



 2

现，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的服务应用和创

新日益活跃，2018 年服务业对我国 GDP 增长贡献率达到

60.5%，超过二次产业 23.8 个百分点，服务业已成为推动我

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是衡量一个地区综合竞争力与现代

化水平的重要标志。按照管委会主要领导要求，近期，研究

院对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情况进行深入调研，形成如下调

研报告。 

一、新区服务业发展概况 

近年来，新区把产业发展作为工作重心，确立了六大主

导产业，获批国家“十三五”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国家服

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等国字号试点。各新城依托资源禀赋，

初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服务业格局，西安市先后认定沣东新

城三桥汽车服务业聚集区、泾河新城丝路茯茶镇聚集区，泾

河新城乐华城文化旅游聚集区、空港新城文化产业聚集区等

4个市级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聚集区，2019 年新区出台产业

发展规划，安排 109 个服务业重点项目，年计划投资 511.3 

亿元，完成投资 561.24 亿元，完成目标任务 112.77%。新区

和新城分别制定了现代服务业、文化创业、旅游、总部经济、

金融服务业、科技研发等 32 项具体政策，设立了 50 亿的战

略性新兴产业基金。两年多来，引进三一产业园、同方未来

丝路研究院、宝能汽车创新研究院等重大项目。 

目前，新区共有服务业企业 47087 户，以流通贸易类企

业、信息服务、再制造与维修等为主。2018 年新区服务业增

加值完成 180.61 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47.29%，生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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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16%。今年前三季度，新区规模以上服务

业企业共75家，实现营业收入65.89亿元，同比增长37.3%，

高于西安市 27.1个百分点，整体呈现高速平稳的发展态势，

服务业已成为新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和重要引擎。 

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情况 

服务业按服务对象分为两大类，即生活性服务业和生产

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是直接向居民提供物质和精神生活

消费产品及服务，主要包括商贸服务业、文化旅游业、餐饮

住宿业等。生产性服务业主要服务于农业、工业、贸易等，

包括研发设计与其他技术服务，货物运输、通用航空生产、

仓储和邮政快递服务，信息服务，金融服务，节能与环保服

务，生产性租赁服务，商务服务，人力资源管理与职业教育

培训服务，批发与贸易经济代理服务，生产性支持服务等 10

大类 35 个中类 171 个小类。根据调研，新区生产性服务业

主要集中在科技研发（含检验检测认证）、交通运输仓储和

物流，生产性租赁服务等领域。 

（一）科技研发设计（含检验检测认证）。主要分布在

沣东新城科统基地，基地规划建设西部生命科学城、云检科

创园、西部科创广场、科创智慧园、中俄丝路创新园（已入

驻企业 16 家）等专业化基地，现入驻企业 180 家，企业人

数 9000 余人，招商项目在建面积 545 万平方米，2019 年园

区总产值预计达到 86 亿元。科统基地以人工智能、精准医

疗、检验检测、信息技术四大产业为主导，其中检验检测和

精准医疗产业特色明显，是西安市主要聚集区之一。检验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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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新区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占比情况 

测方面，近年来引进了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西电集团西

安高低压电器研究院、中国兵器工业试验测试研究院、瑞士

SGS、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西安）测试认证中心（获

得 CMA 资质、CATL 资质和 CNAS 资质）等知名机构，形成了

检验检测门类齐全的高端科技检验检测产业聚集区，已通过

“国家检验检测认证公共服务平台示范区”评估。精准医疗

方面，沣东新城设立了 20 亿元大健康产业发展基金，围绕

基因测试、干细胞等领域，引进华大基因、佰美基因、迪安

诊断、乐普医疗、贝瑞基因公司单分子测序和精准医学大数

据产业基地等 10 余家医疗行业领军企业，沣东国际医院、

大西安医学检验中心、丝路健康国际交流中心等专业医疗机

构落户基地，初步实现精准医疗集群发展。 

（二）交通运输仓储和物流。主要分布在空港新城和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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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新城，新区现有 75 家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数量最多的

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达到 23 家，前三季度完成营

业收入 44.33 亿元，同比增长 32.8%，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

长 35.8%，成为拉动新区服务业增速的主要原因。空港新城

聚集普洛斯、丰树、“三通一达”等 144 家物流企业，建成

仓储面积 59.4 万平方米，引入杭州子华航空、华瀚航空等

货运代理，建设国内首个跨境电商国际产业园，西咸空港保

税物流中心封关运营以来实现进出口货值达 40.06 亿元，

2018 年临空经济产值达到 100 亿元。截至目前，西安咸阳国

际机场货邮吞吐量累计完成 34.45 万吨，同比增长 21.2%，

增速位列全国十大枢纽机场第一位。沣东新城在建章路周边

集中建设综合物流园，引进菜鸟网络、嘉里物流西北总部、

丰树沣东物流园、大明宫（沣东）冷链物流产业园等项目。 

（三）生产性租赁服务。新区当前处于大开发、大建设

时期，建筑工地和施工企业多，建筑设备租赁需求大，目前

新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规模以上企业共 12 家，1-8 月，完成

营业收入 5.74 亿元，同比增长 43.7%。 

（四）金融服务业。新区金融服务产业和资本市场基础

相对薄弱，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发展势头良好。金融机构方

面，2018 年成立西咸新区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沣东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西咸新区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工商银行、浙商银

行等 25 个金融机构职能总部落户新区；今年 10 月，新区首

家法人金融机构—陕西泾阳泰隆村镇银行开业运营。资本市

场方面，2019 年共引进 6支基金和 3家基金管理机构，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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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 31.03 亿元，空港集团成功发行 4.3 亿公司债券募资，

获批 3亿美元境外债，西咸集团获批西北地区额度最大的优

质主体企业债券 120 亿元，累计解决新区企业融资需求 4.4

亿元；2019 年，新区预计新增主板上市企业 1 家，35 家企

业纳入新区上市挂牌后备企业库，国联质检获评省级重点上

市后备企业。 

（五）人力资源与职业教育培训服务。人力资源管理方

面，新区严格执行西安市人才新政，正在制定《西咸新区人

才分类认定标准》《西咸新区新引进人才奖励保障资助办法》

《西咸新区人才分类认定标准》等政策。截至目前，新区认

定 A 类人才 4 名、B 类人才 3 名、C 类人才 12 名、D 类和 E

类人才 1416 名。新区现有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63 家，依托西

咸新区国家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吸引上海外服、陕西汇

丰等 9 家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和 6 家创新创业服务机构入驻，

为人才招聘、认定、测评、培训、人事外包等提供一站式服

务，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人力资源服务产业链。职业教育培训

方面，新区现有民办职业技能培训机构 13 家，涉及软件开

发、动漫设计、家政服务等专业，年均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7000

人左右；现有职业高中 3 所（仅有 1 所正常办学），在校生

637 人，教职工 48 人。 

（六）科技成果转化服务。近年来，新区引进了西安萨

默尔机器人科技中心、华大基因创新技术应用中心、国联质

检实验室等各类研发转化机构近 30 家，中兴深蓝、软通动

力、寒武纪等“硬科技”企业落户新区，截至目前，新区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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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58 家、小巨人企业 96 家、科技型中小

企业 164 家。以建设“国家双创示范基地”为契机，新区设

立总规模 20 亿元“文创+双创”基金，出台了 17 项双创政

策，累计建设众创载体 44 个，在孵企业及团队 1071 家，陕

西微软创新中心、西安科统众创空间、西咸大数据创客中心、

西部云谷·乐创空间等 13 个载体获国家、省、市级众创空

间称号。搭建了西咸新区云端自贸平台，630 余家创业企业

进驻平台，沣西新城建成全国首个“硬科技”小镇，已建成

双创大街 2.8 公里，汇聚知名众创载体 18 家，在孵企业 770

余家，创业人员超过 8000 余人。沣东新城引进腾讯众创空

间（西安）沣东园区，科统基地与中国技术交易所、车库咖

啡联合成立西咸科技孵化创新体，腾讯人工智能技术空间、

百度百家号内容创业中心。 

三、存在问题 

当前，新区生产性服务业整体处于较低发展水平，与周

边地区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服务业规模小、结构相对单一。一是规模较小。

2018 年新区服务业增加值 180.61 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比重仅为 47.29%，分别落后陕西省 8 个百分点和西安市 14

个百分点；新区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 1亿元的企业仅 13

家，信息技术类、科技服务类企业只占到新区法人单位的 0.8%

和 14%，无论从增加值还是企业数量上看，服务业“短板”

已经严重影响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二是结构单一。

当前，新区规模以上服务业仍以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



 8

传统产业为主导，营业收入占比 74.9%，而其他 9 个门类营

业收入合计占比仅为 25.1%。节能环保、批发与贸易代理服

务等由于统计数据不健全、行业管理缺失、新业态不断涌现

等原因，造成一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情况无法获取。 

（二）生产性服务业统计监测体系尚未建立。目前，省

市均未建立生产性服务业统计体系，也没有出台相应的核算

办法。新区对服务业的统计较为全面，但未对生产性服务业

专门进行统计监测，生产性服务业大类下诸多中类、小类的

产业发展情况无法获取详情，现行服务业统计数据难以全面

准确反映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状况。 

（三）重大项目带动作用还未显现。虽然新区也引进了

一些生产性服务企业，如交大创新港、西工大翱翔小镇、西

部云谷（二期）、空港绿地会展中心、沣东环普创新城等，

创建了一批服务业示范区，但大多仍处在建设阶段，无论规

模还是数量，尚未发挥区域带动作用。 

（四）生产性服务需求不足。新区工业基础薄弱，缺乏

支柱产业和名牌产品，相当数量的工业企业仍采用传统生产

模式，主要依赖成本优势和价格竞争，技术进步、产品开发

和产业升级速度较慢，工业企业外包项目服务面窄，与产品

制造相关的金融、市场销售、人力资源、信息技术等占全部

支出的比重偏小，导致生产性服务需求不足。 

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趋势 

生产性服务业具有专业技术性强、知识密集度高，产业

关联强、资源消耗低等特征，是产业竞争的制高点。随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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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通信等为代表的新

一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生产性服务业呈现出以下趋势。一

是生产性服务业和农业、工业、生活性服务业等行业呈现出

跨界融合的趋势，最突出特征就是“工业服务化、服务产品

化”。二是工业设计、咨询服务、电子商务等工业企业非核

心业务越来越依赖专业化的外包服务企业。三是节能环保服

务、数字经济、跨境贸易等新兴业态不断涌现。四是生产性

服务业逐渐规模化、集聚化。日本静冈县聚集了丰田、本田、

铃木等制造企业，催生了大量的生产性服务需求，上千家企

业提供生产配套服务；深圳大力发展信息技术产业、创意产

业、物流产业、现代金融业等，已形成 40 多个生产性服务

业功能区。 

对新区而言，我们要顺应产业发展趋势，高度重视与制

造业直接关联的生产性服务业。一方面，以物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传统制造业改造升级，夯实

新区先进制造业基础；另一方面，要坚持服务业和先进制造

业双轮驱动，盯引“旗舰型”企业、行业“领头羊”、高科

技“独角兽”企业，积极吸引生产性服务企业、各类功能性

总部和分支机构、研发中心、营运基地等落户新区，大力促

进研发设计、软件与信息服务、现代物流、金融、商务中介、

知识产权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实现生

产性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双赢。 

五、对策建议 

坚持“创新引领、突出重点、融合协同、集聚发展”原



 10 

则，着力做大生产性服务业规模、优化结构，做大做强科技

研发（人工智能、工业设计、检验检测）和航空服务两大支

柱产业，着力发展总部经济、科技服务、文化旅游三大产业，

建设一批高水平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示范区，加快生产性服务

业向价值链高端提升。 

（一）发挥规划政策引导作用。结合新区正在编制的“十

四五”规划，制定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专项规划和支持政

策，明确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目标、重点产业和布局导向，通

过规划引领和政策引导，加快培育若干特色鲜明的生产性服

务业集聚区，推进新区服务业综合改革由试点向示范转变。

其中，空港新城发展航空物流、航空维修、航空服务等产业；

沣东新城发展科技服务、检测认证、软件信息服务等产业；

秦汉新城发展文化创意、医疗健康等产业；沣西新城发展信

息软件、电子商务、人工智能等产业；泾河新城发展文化旅

游、制造研发等产业；能源贸易区发展现代金融、总部经济

等产业。 

（二）优化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环境。一是深入实施人才

优先战略，把招才引智与招商引资有机结合，出台更有“西

引力”的人才政策，加大对生产性服务业领军人才、高端人

才、国内外高层次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力度，发挥其对

生产性服务业企创新的关键作用。二是加大对生产性服务业

发展资金投入，研究设立现代服务业产业引导基金，对生产

性服务领域重大产业项目、重大科技成果转化给予资金扶持。

三是加快发展生活性服务业，结合新区宜居环境建设，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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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商贸、住宿餐饮、服居民务业、教育、卫生、文体娱乐

业，增强生活配套设施，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创造条件。 

（三）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融合。一是支持

鼓励区内传统制造企业加大研发创新，增加对研发设计成果

应用，引导制造业企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深度融合。二是

鼓励新区具有特色的检验检测认证、现代物流等产业做大做

强、创出品牌。三是依托大西安科教、军工等资源优势，引

导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发挥西部科技创

新港和翱翔小镇等重大项目带动作用，率先在 3D 打印、智

能制造、物联网、大数据等领域取得原创突破成果，实现科

技成果就地转化。 

（四）完善新区生产性服务业统计监测体系。以国家统

计局印发的《生产性服务业统计分类（2019）》为依据，主

动对接省市相关部门，研究制定新区生产性服务业统计标准，

建立健全生产性服务业统计指标体系和方法，定期对生产性

服务业开展统计调查和形势分析，及时准确反映新区生产性

服务业发展状况，建立有关部门信息共享机制，为生产性服

务业精准施策提供决策参考。 

统筹：雷明豪 

执笔：朱江涛 秦蓉 李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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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省政府常务副省长。 

西咸新区管委会、西咸集团班子成员。 

省委政研室、省政府研究室。 

西安市委政研室、市政府研究室。 

发：各新城管委会班子成员及部门，各新城集团班子成员及   

    部门，西咸管委会各部门、西咸集团各部门，各街办（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