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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等全国一流的高校，拥有一大批科研院所，尤其是国防

科研院所，比如航天四院、航天六院，中航618所。但这些公

共科研机构多数隶属于部委和陕西省，主要服务于“国家”

层面（尤其是军工方面）的前沿技术和共性技术攻关，针对

西安市重点产业和产业集群的共性技术供给机构发展不足；

另一方面西安和这些国家级高校、科研院所对接不对等，无

法形成有效的对接机制和渠道，使得公共科技创新资源不能

满足西安本地的科技进步和产业发展需求。

（四）龙头企业根植性和本地创新链嵌入性较弱，未能

充分发挥创新带动效应

过去十多年，西安通过招商引资引进了三星、华为、中

兴、比亚迪等龙头企业，但是这些企业在西安之外拥有成熟

的配套创新链，只是将西安投资项目作为生产制造基地，并

未真正将西安本地企业导入其创新链中，对本地创新生态活

力的提升作用不强。

结论及对策

“十四五”时期是西安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

代化，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期。陕西应立足当前产业发展现状，深刻把握未来产业发展

方向，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重要机会窗口，着

力构建面向未来的现代产业体系，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筑牢

产业根基。整体来说，西安应该从产业体系构建、产业集群

强化、产业配套完善等方面确立“十四五”期间西安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思路。

（一）明确格局：构建支撑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现代工

业格局

立足西安产业基础和优势，瞄准产业发展新趋势和新要

求，构建以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光电芯片、信息技术、航

空航天、新材料、智能制造、新能源等八大硬科技产业为引

领，以汽车及新能源汽车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电子信

息制造业、航空航天制造业、医药制造业、新材料业六大主

导产业为支撑的梯次型发展的产业格局，进一步筑牢西安国

家中心城市的产业基础（8+6）。硬科技代表了未来产业发展

方向，西安硬科技基础雄厚，科技人才、高校和科研院所云

集，初步形成了硬科技“八路军”的技术优势（人工智能、

航空航天、光电芯片、新材料、新能源、智能制造、信息技

术、生物医学）。

（二）做强集群：深挖产业集群的带动效应

做强汽车及新能源汽车制造、航空航天、电力及能源

装备三大千亿级制造业集群；培育集成电路及终端制造、新

材料、生物医药、通用专用及轨道交通装备等优势制造业向

千亿级迈进，发挥产业集群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具体来

说，一是明确集群发展格局，避免区域间的同质化竞争。二

是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强化民营企业在集群配套中的作用。

三是强化区域协同，发挥关中平原城市群的作用，完善集群

发展的区域配套。

（三）优化结构：形成产业协同发展的合力

一是从过度依赖重化工业向注重轻工业转变，适度提高

轻工业比重（轻重比）。二是加快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

融合，提高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新兴产业占

比）。三是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改造，优化传统产业内部结构

（传统产业结构优化）。四是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发挥数字

经济在未来经济增长中的支撑作用（数字经济占比）。

（四）建设制造业强市配套的政策体系

1、“两步走”：一方面狠抓招商引资，引进激发产业

发展活力的“领头狼”；另一方面， “养自己孩子”想方设

法催生，培育本地企业，加大对本地企业的扶持力度。

2、“一抓一承”：加快工业布局调整，抓好工业园区

建设，承接东部产业转移。

3、加入“一网”：智能制造开放式创新体系，打造

“硬科技”之都，加快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

（五）建设适应城市发展阶段性需求的人才政策体系

1、招才引智要注重“精准”。而短期内，在财政和产

业尚不足以长期支撑人才补贴的现实下，对高端人才可以考

虑以柔性引进为主，由人才引进向购买智力服务转变，创造

差异化竞争优势，与一线城市错位竞争。与深圳的 “孔雀

计划”，江苏的“抢人大战”如何竞争？西安的户籍制度已

经开放，可以从改善公共品供给入手，例如改善教育供给水

平，也能提高对人才的吸引力。

2、对于基础人才，由招才引智向自我培育转变。支持

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社会中介组织创建产业人才发

展基地，对于陕西省委宣传部认定的示范性基地，西安市财

政给予一定的资金奖励，各区县、开发区给予配套奖励。由

吸引高端先进人才向培育中端潜力人才转变。

（六）建设适应城市产业发展需求的财税金融政策体系

通过一个模型“政府授权+跨界共治+专业运作+市场机

制的模型，促进金融与产业良性互动。

1、优化财政资金支出结构，通过省上建立“国家中心

城市建设发展基金”，对大西安发展规划与招商引资财力补

助进行融资支持。

2、发挥大西安产业发展基金作用，重点用于科技创

新、生态保护修复等领域，每年制定产业发展目标。

3、通过奖补政策，支持本地企业利用多层次资本市

场、地方债、非金融企业债务工具进行直接融资。

4、创新发展金融业，统筹推进文化金融、绿色金融、

军民融合金融等试验区申报，推介更多优质企业特别是科技

型企业上市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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