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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咸 研 究 

（第 28 期•总第 248 期） 

西咸新区研究院                          2021年 12月 2日 

 

关于加快西咸新区与西安产业融合发展的 

几点思考 
西咸新区研究院课题组 

 

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西咸新区管理体制调整总体部署，新

区由西安市全面代管，近日，西安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支持西

咸新区创新体制机制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创新城市发展方式试

验区的若干意见》，为新区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提供有力保障。

在新阶段新区如何加快融入西安，构建与西安资源互补、链式关

联、集群式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充分发挥西安国家中心城市和

国家级新区叠加优势，推动新区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经过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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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思考，我们必须尽快谋划和启动大西安的产业融合，把推动

市区“一体发展、产业协同”作为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和关

键。在深入剖析产业现状基础上，结合新区区位条件、资源禀赋

等比较优势，我们提出新区与西安产业合作总体思路、重点合作

领域，以及推进产业一体化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供参考。 

一、大西安产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西安市大力构建 6+5+6+1 现代产业体系，以十项重

点工作为抓手，着力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2020 年西安六大

支柱产业总产值达到 4381 亿元，五大新兴产业和六大生产性服

务业产业规模持续提升，产业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明显增强。目前

大西安范围内共有市级产业板块（开发区）15 个，其中，西安

高新区、经开区、曲江新区、航天基地、国际港务区、浐灞生态

区、航空基地等 7 个；咸阳高新区（纺织工业园）、大西安（咸

阳）文体功能区等 2 个；西咸新区空港、沣东、秦汉、沣西、泾

河、能源金贸区等 6 个。此外周边还分布着常宁新区、西安渭北

工业区、富阎产业合作区等产业板块。这些开发区已成为拉动西

安经济增长的主力军，2020 年西安市完成生产总值 10020.1 亿

元，开发区合计完成 5017.7 亿元，占全市 50%，规模以上工业

产值占全市 72%，财政收入占到 46%以上，开发区合计固定资产

投资占全市比重为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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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大西安开发区布局示意图 

 

 

 

 

 

 

 

 

 

 

 

2020 年西咸新区完成生产总值 612.5 亿元、一般预算收入

84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 2468 亿元，分别占全市的 6.1% 、11.6%

和 32.1%。作为新区经济主要支柱，规上工业和服务业完成 380.3

亿元和 131.6亿元，分别占全市 5.6%和 4.9%。2020 年底新区市

场主体达到 27.7 万，同比增长 108%，占全市 11.4%。今年前三

季度，新区完成生产总值 416.79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5.07

亿元，分别占全市的 5.5%、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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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一段时期，开发区仍将是西安产业发展高地和城市建设

的主战场，对重点企业、重大项目、重大生产力布局吸引力更强。

随着新区全面融入西安，如何在众多开发区竞争中脱颖而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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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 6+5+6+1 现代产业布局下，加强与周边产业板块联动发展，

发挥国家中心城市和国家级新区 1+1>2的优势，实现战略优势互

补和产业协作，成为今后需要关注的问题。 
 

 

 

 

 

 

 

 

 

 

 

 

 

 

 

二、形势分析 

从国家战略导向来看，在“双循环”发展格局下，“一带一路”、

新一轮西部大开发、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在区域叠加，

国家级新区、临空经济示范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自贸试验

区等带来多项利好政策，西安、西咸正处于历史发展最好时期，

为新区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加快融入西安产业版图打开了突破

口和切入点。从国家中心城市需求来看，西安是国家中心城市和

西安都市圈的核心，肩负着推动区域一体化的使命，亟需广阔的

战略腹地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新区生态环境优势明显，创新驱

动资源富集，产业承载空间充足，能够极大地承接西安产业外溢，

为一体化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从全省发展重心来看，举全省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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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秦创原是汇聚全省科创资源的重要平台，新区作为秦创原

的总窗口，打造开放共享的科技创新大平台，为西安创新链和产

业联动、融合发展提供了高端载体。从西安发展空间来看，西安

“十四五”提出“南控、北跨、西融、东拓、中优”发展战略，

新区处于西安“北跨和西融”核心位置,是做大做强西安的关键，

西安全面代管新区后，市区两级由以前“各算各账”结成利益共

同体，西安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加速向新区布局，为新区协同推进

产业生态圈建设提供了契机。 

三、存在问题和不足 

西安已代管新区四年，但市区融合发展“两张皮”现象没有

明显改变，从产业融合角度看，主要有以下问题：一是产业互动

不足。新区六大主导产业集群与西安市的 6+5+6+1现代产业体系

关联度不够、互补性不强，产业协同发展的分工机制尚未形成。

二是产业同构现象突出。新区与周边开发区存在不同程度的同质

竞争，如汽车产业在秦汉新城、高新区、经开区、咸阳高新区均

有布局；新区内部产业定位不够精准，各新城产业定位重合度高

达 50%，导致有限资源分散配置、产业链条延伸不足等。三是产

业层次整体偏低，相当部分产业仍处于价值链“微笑曲线”末端，

新区规上工业以电力热力生产、非金属矿物制造、石油化工为主，

产值占到 35.4%，而高技术产业只占 6.7%；服务业主要集中于传

统交通运输仓储、批发零售和非营利性服务业，缺乏科技、金融、

咨询、设计等生产性服务业。四是创新潜能尚未充分释放。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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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费用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创新链与产业链互动不够，科技

成果就地转化率不到 30%。 

四、思考和建议 

坚持大西安产业发展“一盘棋”，新区产业不搞大而全，全

面加强与西安规划对接，强化补链强链、技术合作、招商联动、

共建园区等措施，按照产业链、供应链和创新链与西安协作分工，

推动产业梯度转移和就业合理布局，实现功能互补、产业协同，

确保与大西安产业发展同频共振，形成“1+1>2”协同发展效应。 

具体来说要实现“三个转变、四个协同、五个一体”协同联

动机制，三个转变即思路观念转变，新区要以更加开放的视野、

积极踊跃的姿态接受西安市管理，主动“投怀送抱”，由过去单

打独斗到借势发力，打破行政壁垒，实现资源平台共享；产业布

局转变，在西安 6+5+6+1 现代产业体系下，谋划好新区未来产业

布局和主导产业，形成优势特色明显的产业集群；路径模式转变，

由点状突破向系统集成转变，注重延链补链，上下游协同发展。

四个协同即产业协同、创新协同、开放协同、政策协同。五个一

体即规划一体、设施一体、管理一体、服务一体、数据一体。为

此，我们建议： 

（一）优化新区产业发展重点和布局，构建新区“356”现

代产业体系 

一是树立产业协调发展理念。立足西安都市圈和国家中心城

市建设，围绕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坚持“一体规划、协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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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制对接、政策协调、设施连通等方面加强合作，制定大西安

产业发展导向目录与空间布局指引，明确各区域发展重点，打破

行政壁垒，构建定位明确、链条完整、集群发展、协同高效的产

业支撑体系。 

二是聚焦产业发展重点。基于西安 6+5+6+1 现代产业体系，

结合新区产业基础、空间区位、科技创新、发展前景等因素，综

合分析遴选出新区产业发展方向，即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科技

研发 3大支柱产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生物

医药、临空经济 5大新兴产业；总部经济、现代物流、文化旅游、

新能源材材料、检验检测、都市农业 6 大特色产业，构建新区“356”

现代产业体系。各新城在此基础上遴选 3-4个重点产业领域，集

中发力重点突破。 

三是优化产业发展布局。按照产业聚焦、空间集中、功能集

成的思路，协同西安高新、咸阳高新等产业板块，构建新区“一

核引领、三廊联动、多点支撑”的产业空间布局。 

“一核”即以秦创原为核心，依托国家重点实验室、大科学

装置、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平台，发挥西部科技创新港

原始创新与科技成果孵化功能，加快关键共性技术、成果攻关应

用，打造源头创新、技术开发、成果转化、新兴产业发展间紧密

衔接的科技创新驱动核心。“三廊”即依托区域内高校及科研院

所，以科技成果转化为核心，聚焦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重大

技术创新平台和转移转化、孵化机构等创新服务机构，打造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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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服务走廊；发挥空港、秦汉、泾河产业基础和优势，打造以

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为重点的先进制造业走

廊；以沣东、沣西为依托，协同联通咸阳高新区、沣东科统区、

西安高新区，打造以人工智能、大健康、电子信息技术为重点的

战略性新兴产业走廊。“多点”即以临空产业园、沣东科统区、

沣西硬科技小镇、泾河湾院士科创区、能源金贸区等为支撑，协

同互补、多点发力，以点带面提升区域协同创新水平，充分融入

西安市“一核三带一通道多板块”的产业空间布局。 

 

 

 

 

 

 

 

 

 

 

（二）搭建产业合作平台，推动产业链联动发展 

一是推动产业板块合作共赢。近年来，曲江新区在城市规划

建设，特别是文化资源开发运营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激活带动临

潼、周至等周边地区文旅资源，为当地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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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秦汉新城和曲江新区开展战略合作，借鉴“曲江经验”，积极

挖掘秦汉文化，拓展创意文化、影视制作、演艺业、会展业、衍

生产品运营等合作渠道，开发文博项目、打造文化精品、举办大

型演艺活动等，构建“秦汉+曲江”文旅发展新模式。 

二是合作共建产业园区。“十四五”期间，西安汽车产量预

计达到 300万辆，但目前整车本地配套率仅有 30%，部分核心零

部件需要仍依赖外地或进口，整车与零部件的协同发展水平亟待

提高。建议秦汉新城、泾河新城发挥毗邻经开区的区位优势，重

点围绕陕汽、吉利、恒大、宝能等汽车龙头企业，加快秦汉、泾

河汽车零部件产业园建设，重点发展新能源电池、汽车结构件、

汽车电子、汽车用品及后市场产业，形成汽车研发—全车制造—

核心零部件制造的汽车制造全产业链，建成大西安重要的汽车零

部件产业基地。同时，完善汽车后市场产业生态，引入第三方权

威机构，规划建设汽车试验基地，填补西北地区尚无大型汽车试

验检测场地空白，提升整车及部件性能测试检测能力。 

三是探索推动“陆空联动”发展。“空港”和“陆港”是陕

西两个最重要的对外开放平台，同时是自贸区核心承载区，推动

两港联动发展，有利于加快提升航空枢纽功能。建议空港新城和

国际港务区加强沟通协作，从多式联运、信息平台共享、通关效

率、跨境电商等方面的进行深入合作与探索，不断挖掘资源共享

和优势互补，突出自身特色，充分发挥“自贸+口岸+跨境+保税+

航权”的叠加优势，加快西安空港型（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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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和全球邮政快递枢纽建设，探索形成“双港联动”发展新模式。 

（三）以产业创新为重点，构建区域协同创新平台 

一是构建区域协同创新平台。紧抓秦创原建设机遇，统筹西

部科技创新港与西安科学城科创资源，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

联合制定开放共享创新平台清单、重大关键共性技术联合攻关清

单、工业品相互采购清单、新产品示范运营清单，构建协调创新

网络。瞄准大西安具有协作基础、发展优势和未来前景的高新技

术企业领域，创新合作机制，共同组建产业技术研究院或产业创

新联盟，在氢能、机床、生物医药等领域联合攻关一批关键性、

引领型卡脖子技术，打造大西安科技创新高地。 

二是促进区域企业合作。拓展产业链供需对接平台，促进企

业核心生产要素、产业链上下游环节的有效整合，通过举办专场

对接合作、搭建产业联盟、建设“大西安企业项目供需对接平台”，

助力企业供需对接、精准匹配、协同发展。积极推动新区工业产

品入选《大西安名优工业产品目录》，鼓励西安市企业加大采购

新区名优工业产品力度，提升制造业供应链本地配套率。借鉴长

三角地区发行科技创新券经验，以提供“全链条”科技创新服务

为目标，扩大科技创新券服务的创新载体和服务项目范围，鼓励

企业使用创新券在大西安全域购买服务，满足中小企业多样性的

创新需求。 

三是积极盘活创新载体。创新载体是新区推动“两链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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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阵地，一方面，突出园区作为产业发展主阵地的支撑作用，推

进园区优化升级，将长期闲置、功能单一的商务楼宇和标准厂房

以及部分楼宇改造升级为孵化空间，促进各类空间载体整合协调、

有效利用；另一方面，根据产业发展不同特点，企业生命周期不

同阶段，实施精准化、差异化供应，强化资源链接、融资支持、

市场拓展等专业服务，引导现有孵化载体向专业型孵化载体转型，

为更高水平两链融合夯实根基。 

（四）夯实产业联动基础，加快市区基础设施融合 

一是加快交通设施互联互通。目前新区内部“五路四桥”等

基础设施基本完善，但区域综合交通网络还未形成，特别是渭河

南北联通、东西互联不足，一定程度上制约产业要素流动。如连

接泾河新城和泾渭新城的道路常年“老破窄”，连接高新、沣东、

沣西的红光大道等主干路网还未打通。建议完善新区综合交通规

划，以西安市与新区确定的 33 条互联互通道路为重点，先期启

动兰池三路、泾高南路、泾渭北路等连接泾渭产业园主干道建设，

规划建设机场第二高速及货运专用快速通道，打通与西安渭北工

业区的交通“大动脉”。加密轨道交通网络，积极推动地铁 11号、

12 号及 17 号线纳入西安新一轮交通线网规划。 

二是完善新型基础设施。围绕产业需求和发展潜力，制定新

区新基建三年行动方案，适度超前布局新网络、新平台、新终端

等新型基础设施。聚焦新一轮信息技术，高水平建设 5G 网络、

工业互联网等网络基础设施；聚焦海量城市数据资源，构建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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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数据资源体系，打造人工智能计算与赋能平台等一体化融合

基础设施；聚焦新经济领域，规模化部署电动汽车充电桩、智慧

交通、教育信息化等终端基础设施，以高水平新型基础设施体系

推动产业发展方式深层变革。 

（五）加强政策衔接，推进资源共享覆盖 

一是加强产业政策衔接。据调研，西安市出台的部分产业支

持政策，新区并未全部享受，如去年西安出台的新能源汽车充电

设施奖补政策，补贴对象就不含新区。市委市政府《若干意见》

明确支持新区享受与市属区县、开发区相同的财政支持政策，将

新区纳入市级政府投资基金支持范围。建议新区相关部门积极对

接西安对口部门，全面梳理西安产业政策，将新区统一纳入政策

扶持范围。二是探索利益分配机制。联合西安相关开发区组建联

合招商团队，加强招商信息共享和项目互荐，开展集群招商、配

套招商、产业链互补招商，推动西安各开发区在新区建设产业园

区（基地），以干部互派、“飞地经济”等方式，在协同合作上互

利共赢。三是加大基金支持力度。充分利用大西安产业引导基金、

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等政府引导基金，与社会资本合作设立产业投

资、创业投资、股权投资、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股权投资等

基金，用好金融手段支持产业发展。四是推动政务服务一体化。

加强与西安跨区域、跨部门、跨行业、跨层级业务协同，积极复

制推广西安“证照联办”，“政策通”，智慧监管新模式等经验做

法，全面推行“全网通办”、“异地可办”“商事集成注册”等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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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措施。五是引入优质公共服务。争取西安更多教育医疗等优质

公共资源向新区覆盖，新区可给予土地、资金等政策支持。同时，

在新区实施差异化购房政策，吸引各类人才到新区就业安家。 

 

统筹：雷明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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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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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