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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后 中 心 城 市 对 周 边 市 域 、 县 域 的 辐 射 带 动 力 逐 渐 显

现，特别是加工业、制造业等传统产业逐步向区域外围

扩散，进而带动整个区域的产业结构提升，促进区域经

济转型升级。陕西市域中心城市整体规模偏小，除副省

级城市西安市拥有千万人口以外，其余10个地区从经济

规模总量、公共预算收入、城镇化、人口数等方面统计

结果显示，整体市域规模、体量都偏小。

市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陕西对策

（一）以“项目+集群”扩大经济规模，深挖产业发

展后力

市 域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决 定 了 区 域 沟 通 交 流 的 基 本 保

证。加快市域、县域的路网交通、园区等设施建设，为

有 效 连 通 并 扩 大 市 域 产 业 区 提 供 空 间 ， 同 时 有 利 于 各

区、县域对接中心城区、融入都市圈、城市群发展；创

新 产 业 项 目 集 群 发 展 壮 大 了 产 业 后 续 发 展 力 量 。 按 照

“创新项目-产业链-产业集群”的思路模式，保证产业

项目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完善现有产业，特别是针

对11个市区例如宝鸡市、咸阳市、榆林市的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重点完善其降本扩产能力、资源循环利用、

节 能 绿 色 减 排 能 力 等 ， 提 升 产 业 可 持 续 、 绿 色 发 展 性

能，有效提高产能效益，促进一产、二产向高质量方向

转型升级。另一方面，重点扶持培育创新型新产业。

（二）以“数字+”融入产业发展，提升市域产业链

科技含量

促 进 数 字 技 术 融 入 市 域 产 业 链 是 提 升 产 业 能 级 的

关键所在。数字经济是新发展阶段提升经济动能、促进

经济实现增速的新力量，市域全产业链要实现高质量发

展，必须利用数字经济降本提质的优势。一方面，选择

实用性新技术。陕西11个市域中除去西安市、咸阳市、

宝鸡市的大型龙头企业，陕北、陕南的中小企业大部分

没有足够的资金和人力用于基础性的科研研发，而直接

选择数字产业中的实用性技术，并配套相应的政策扶持

就可实现大部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市域经

济体中龙头企业虽然科技实力雄厚，也具备紧跟新发展

阶段的管理制度理念，但却忽视了发展的持续创新性，

要保持良好的增速，龙头企业就必须发挥带头作用，始

终要把技术创新摆在发展的首位。

（三）以“特色+”打造市域中心城区，增强区域辐

射带动力

市域中心城区发展决定了区域辐射带动力的强度，

区位特色是保证，辐射能力是关键。依据不同城区的文

化 、 区 域 功 能 定 位 等 特 色 ， 按 区 打 造 优 势 项 目 ， 形 成

“特色+”市区，例如咸阳市可依托“中国第一帝都”称

号打造秦汉文化名城，商洛市可以“商山洛水”为重点

打造中心城区的软硬环境建设，突出、加强特色化的市

域城市风格，进而依托中心市域地区的崛起逐步向外围

辐射，形成“内-外”的辐射效应，带动远郊区、县域

经济的发展。同时，应以高质量新区开发为思路，加快

市域城区扩容提质与智慧新区建设，扩大高科技产业落

地；辐射带动远郊区、县域公共事业投入力度，特别是

提升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保障水平，从而间接引导

人口和第二、第三产业流向三四线市区、新型城区。

（四）以“人才+”助力队伍建设，夯实市域经济的

人才基石

人才队伍建设奠定了市域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

没有人才的聚集，创新发展就是一句空话，[4]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突出‘高精尖缺’导向，实施更开放的创新

人才引进政策，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5]市域经济创新

发展中，首先要创造吸引人才的环境，不仅需要合适的

城市环境，更重要的是市区的文化底蕴，陕西各市区拥

有众多的历史古迹，突出良好的文化底蕴优势是吸引人

才的“首选项”。其次，针对发展前景较好的行业和领

域，需要搭建人才的成长空间，特别是对市域经济总量

较低的陕南、陕北地区，在实体经济、行业发展的过程

中，应建立相应的政策体系和措施，扶持新兴产业来吸

引相应领域的人才“安家落户”。同时，提高人才的薪

酬、福利待遇，让人才基石为市域经济发展贡献更多的

智慧锦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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