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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的重要性，并逐年加大对研发的投入。

综上，陕西制造企业R&D支出中企业资金投入量在全国

处于中等水平，但政府财政支持却名列前茅，总体上，陕西

省研发经费呈现逐年增长趋势。

西安智能制造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十三五”时期，陕西经济结构持续优化，能源化工、

航空航天、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产业集群不断壮大，但产

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与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要求不相

适应。具体问题可概括如下：

（一）工业规模薄弱，对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支撑作用

不明显

产业是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关键支撑，纵观上海、广

州等国家中心城市，其产业发展具有以下特征：一是作为国

家组织经济活动和配置资源的中枢，其产业发展具有部门齐

全、分工细密、生产集中的特点，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复杂产

业分工体系。二是作为区域产业升级的先锋，其产业具有较

强的集聚与辐射特征。三是作为国家科技创新中心和综合交

通枢纽，其产业有很强的创新能力和国内国际空间联系性。

对比来看，西安当前产业体系与国家中心城市的要求还存在

一定差距，不能充分发挥产业支撑作用。首先，虽然西安工

业门类齐全，但整体规模较小，工业监测的十大重点行业

只有3个对全市贡献率在10%以上。从工业产值口径来看，

2018年西安仅以1874.36亿元排在九个国家中心城市的倒数

第1位。其次，西安虽然形成了汽车制造、电子信息制造、

新材料等主导产业，但这些产业的发展多是以少数龙头企业

作为支撑，未能形成较强的集群发展模式，产业配套和辐射

能力相对较弱。以汽车制造业为例，汽车制造是西安第一产

值突破千亿的产业，拥有比亚迪、法士特、陕汽、德仕等一

批大型汽车制造企业，2018年汽车行业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

20%，占装备制造业的一半，但产值仅占全国的2%左右。汽

车产业集群也较为单薄，本地配套率低，比如陕汽集团作为

西安汽车行业的龙头企业，周边配套企业缺乏，市内配套率

不足20%。

（二）工业结构与中国经济增长趋势错配，区域经济发

展存在系统性风险

西安规模以上重工业总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长期保持在80%以上，是典型的重工业主导的工业体系。然

而，“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和不确定性将持续加

大，重工业增速下滑和比重下降是大势所趋。在此背景下，

西安可能面临工业结构失衡、增长放缓的系统性经济风险。

（三）数字经济生态不健全，经济增长新引擎无法全面

启动

以互联网、5G、人工智能、边缘技术等为代表的数字

经济将是“十四五”期间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但陕西在

数字经济方面发展明显滞后，一方面表现为数字经济规模较

小，另一方面表现为数字经济生态不健全。中国信息通信研

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显

示，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1.3万亿元，占GDP比重

为34.8%。陕西数字经济规模在全国排名比较靠后，低于河

南、河北、安徽、辽宁等省。虽然白皮书没有发布西安数字

经济规模，但是从陕西经济构成可以推测出西安数字经济规

模在全国占比较小。从数字经济产业生态来看，虽然西安在

集成电路、智能终端等数字经济核心层具有一定的优势，但

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平台层和应用层发展滞后，未

能形成完整的数字经济生态体系，难以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

增长引擎作用和对传统产业的赋能作用。西安数字经济发展

还集中在ICT基础设施层面，没能形成ICT、数字产业化、产

业数字化协调发展的完整产业生态系统。

当前西安制造业创新体系存在的问题

现代创新体系是“十四五”时期西安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动力源泉，也是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和西部中心城市的战

略支撑点。与支撑西安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比，西安制

造业创新体系还存在诸多结构性短板和体制性问题。

（一）研发投入强度高，但投入规模较小、结构性矛盾

突出

西安科技资源较为丰富，拥有普通高校63所，国家级、

省级重点实验室163个，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个，以及

一大批国防科研院所。2018年西安R&D经费投入强度达到

5.1%，居全国第2位，但在2018年中国城市创新竞争力排名

中只排到第6位。高校和科研机构研发投入高，企业研发投入

少；军工科研机构研发投入高，其他科研机构投入少；有

研发投入的企业投入强度较大，无研发活动的企业数量较

多。西安2018年科研院所研发经费投入占总研发经费的比例

达到50%，远远高出全国均值13.8%，排名第1位，其中90%

来自军工科研院所；高校研发投入占8.31%，排名第16位，

稍高于全国均值7.2%；规上工业企业仅占30.67%，远低于

全国均值68.2%，排在倒数第2位。

（二）科技创新的供需错配问题严重

首先，科技创新成果的供需错配严重，一方面军工科研

院所的研发与市场需求错配，“大院里”的科研对接不上车

间里的生产，研发到生产各自在封闭的循环中运行，科技与

经济分割的问题较为严重；另一方面科技成果与未来的产业

需求错配。西安在材料、工程科学等领域优势明显，但在新

一代信息技术、生命科学等新兴交叉学科领域缺乏强有力的

创新资源支撑。其次，西安公共创新载体平台的供需错配较

为严重，虽然研发机构、共性技术研发中心较多，但以企业

需求为导向的新型研发机构和公共创新载体平台数量较少。

（三）国家层面的公共科技资源与西安市科技进步和产

业发展需求不能有效对接

西安拥有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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