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4 新西部·　　　　 ·2023年第7期

化 、 数 字 化 、 智 能 化 发 展 ， 加 快 推 进 科 技 创 新 、 大 数

据、新材料、光子电子材料等硬科技与软科技相结合的

产业生态建设，持续做大做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努力奔

向全国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头部。

2、“一带一路”重要节点门户优势

2023年2月，《“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全球城市报告

（2022）》发布。报告显示，西安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

上向西开放的门户枢纽，依托当地科研院所和高校，聚

焦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技术、新材料、人工智能、

光电芯片、航空航天等国家战略科技领域，“硬科技”

特 色 鲜 明 。 西 安 作 为 “ 一 带 一 路 ” 重 要 节 点 的 门 户 城

市，使陕西在数字创意产业方面可以从多个方面受益。

陕 西 可 以 借 此 机 遇 加 强 数 字 技 术 交 流 ， “ 一 带 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具备各自的优势和特色，数字创意

产业可以通过技术合作与交流，依托陕西高校数量多、

理工科院校质量高等优势，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先进

技术和经验，突破沿线数字技术关卡，推动陕西数字创

意产业的技术创新和升级。

市场机遇对产业发展至关重要，“一带一路”倡议

促进了亚洲、欧洲和非洲等地区的贸易和合作，为陕西

数字创意产业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需求，而且吸引了更

多的资源投入，包括资金、技术方面的支持。通过参与

建设，陕西数字创意企业可以拓展国际市场，开拓新的

业务领域。除此之外，新的市场也可以激发产业内生创

新活力和竞争动力，产业需要不断进行技术创新、理念

创新以及业务创新等等，而不断创新创造也有助于数字

创意产业发展蓬勃向上。

文 化 创 意 也 是 数 字 创 意 产 业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陕

西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资源，数字创意产业可

以将陕西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推动文化产品在

国际上的传播与交流；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

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和机构进入陕西，相关行业的数字

人才、创意人才不断增加。数字创意领域涉多个专业，

培养适应需求的高素质人才，有助于提升陕西数字创意

产业的竞争力和发展水平。充分利用技术发展、市场机

遇、加强文化交流、培养人才等优势，陕西数字创意产

业有望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3、科技创新、数字技术发展势头强劲

2023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陕西省委和省

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陕西要实现追赶超越，必须在加

强科技创新、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取得新突破。并强

调陕西应着力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发展数字

经济和现代服务业、做优做强现代能源产业集群。2023

年1月，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陕西省深化科技成

果转化“三项改革”十条措施（试行）》着重推动体制

机制创新，加大关键科创资源方面的重点支持，着力营

造有利于成果转化和技术创新的良好氛围。2022年3月，

陕西省科技厅和省发改委联合印发《陕西省“十四五”

科 技 创 新 发 展 规 划 》 显 示 ， 陕 西 R & D 投 入 年 均 增 长 达

8%。预计到2025年，R&D经费占生产总值比重达2.6%，

技术合同成交总额2000亿元；同年4月，陕西省政府印

发《陕西省科技型企业创新发展倍增计划》，该计划为

支持陕西省科技型企业快速发展、实现规模倍增，预计

到2024年底，高新技术企业突破1.2万家；同年6月，在

陕西省工信厅、西安市科技局指导下，“陕西促进数字

技 术 与 实 体 经 济 深 度 融 合 暨 2 0 2 3 物 联 网 产 业 链 发 展 论

坛”举办，论坛聚焦国内传感器、智能感知、物联网等

数字技术发展及其应用，推介陕西省发展优势和技术成

果。现阶段，陕西省以西安市高新区、咸阳市为核心发

展数字技术与科技创新产业，2022年高新区生产总值实

现3104.3亿元、咸阳市生产总值实现2817.55亿元。数字

技术研发及应用进入白热化阶段，新一代认知智能大模

型、大数据分析+AI驱动、信息模型技术、元宇宙等技术

的成熟及其应用场景落地，均为陕西数字技术驱动数字

创意产业的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强劲动力。

4、秦创原驱动创新成果转化成效显著

秦创原是陕西省政府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

重要平台之一，它致力于促进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之

间的合作与创新，推动科技成果向实际应用转化。截至

2022年底，秦创原平台连续两年签订技术合同成交额增

速达30%、总额超3000亿元，科技创新板块类的中小企

业数量同比增长40%、已超1.6万家，高新技术企业的数

量在两年之内翻了一番，2022年底达到1.22万家，科创板

上市企业增至13家，数量居西部前列。2023年上半年，

秦创原认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66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420家。

秦创原推动产学研融合，推动平台与各大高校进行

合作，通过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及科学技术成果交易实现

关键技术的原创性突破。核心是促进科技成果的技术转

让和交流，将创新技术推广到企业和社会各个领域。通

过技术交易，各大高校和科研机构可以将自己的研究成

果转移到实际应用中，为产业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技术

支持。截至2023年5月底，共挖掘科技种子项目195个，

其中65个已实现产业化。积极推动企业与西安交通大学

签订技术交易成果391项，总金额2.73亿元，相关创新攻

关课题研究项目1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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