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2023年第7期·　　　　 ·新西部

力，并推动技术进步和产品升级。在产业集群中，企业

可以共享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其他资源，例如研究机

构、实验室设施、物流配送中心等。这种资源共享可以

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效率，并加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之间的协同效应。通过不断的交流与合作，产业集群中

的企业可以共同面对市场挑战和技术变革，增强行业整

体竞争力。同时，产业集群还可以形成地理标识和品牌

效应，提高产品和服务的知名度和溢价能力。

陕西在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大力推

动了一系列高新技术产业和制造业发展，形成了以秦创

原为代表的科创产业园、以光子曲率为代表的硬科技产

业园。数字创意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点产业

之一，本地产业集群和产业带尚未形成，相关企业发展零

散，聚合能力差，无法通过产业集群发挥优势快速发展。

4、数字创意产业专项创新人才缺乏

数字创意产业是一个蓬勃发展的行业，需要具备创

造力和技术能力的专业人才。然而，目前仍然存在学科

之间的壁垒，专项创新人才的培养还比较有限。科研院

校更注重理论教学，缺乏对实际项目的实操培养，导致创

新能力的培养不足。陕西科研院校数量众多，科研能力较

强，有利于培养大量数字创意产业相关科研人才。但实际

上，由于陕西数字创意产业发展较为滞后，产学研结合

源头未定，无法形成相互促进、相互提升的发展格局，

因此，科研人才的转化并未实现。本土高校多，但数字

创意产业相关企业占比较少，导致高校投入大量成本培

育的数字技术与创意人才无处可去，选择其他方向就业，

数字创意产业发展相应受到一定影响。产业发展力量弱，

也无法吸引外来高端专项人才。因此，陕西对于“内育”

“外引”两个方向的专项创新人才吸引能力均较差，数字

创意产业人才更倾向于到上海、广东等地就业。

陕西发展数字创意产业对策

经过近几年数字经济不断提升，陕西数字创意产业

的发展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但仍存在一些困难与挑

战。数字创意产业的发展需要紧抓本省机遇、积极应对调

整，以数字技术为核心，发展带动产业经济，以科技创新

为引领，带动产业升级换代，完善数字创意产业体系。

首先，陕西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还未实现追赶超越，

未来应夯实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大底座，助力数字技术

快速发展，为科技创新和技术创新提供坚实保障。

其次，应加强对数字创意产业发展重要性、前沿性

和未来发展态势的理解与认同，要强化产业政策引领，

建立总体发展规划，完善数字创意产业建设体系。要积

极建设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数字创意产业带或集成产业

园区，提升数字创意产业的竞争力。

最后，陕西要注重“高精尖”专项数字技术人才培

养以及创意导向的人才吸引，改革数字人才培养模式，

结合产业发展与需求，积极推动产学研融合，发挥本土

高校多优势，解决好产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问题，以便

更好地推动数字创意产业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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