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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四 五 ” 期 间 ， 我 国 将 加 快 构 建 以 国 内 大 循 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共建

“一带一路”与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互为支撑，西部地区

与其他地区之间的流通循环将更加顺畅。陕西作为“一

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肩负着建设内陆改革开放高

地和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通道、开发开放枢纽等重要任

务。同时，陕西处于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黄河流域生态

保 护 和 高 质 量 发 展 等 重 大 国 家 战 略 的 叠 加 区 ， 在 共 建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需要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

发形成新格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

战 略 互 为 支 撑 ， 具 备 打 通 与 中 东 部 地 区 之 间 的 流 通 循

环 ， 发 展 更 高 层 次 的 开 放 型 经 济 的 地 理 和 经 济 发 展 优

势 ， 此 外 通 过 十 年 的 发 展 积 累 ， 陕 西 外 贸 外 资 量 质 齐

升，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这些都为深度融入共建“一

带一路”筑牢了坚实的基础。而中国（陕西）自由贸易

试验区、上海合作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中

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等一批重大工程的实施更加凸显了

陕西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地位，陕西有能力、

有条件成为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支点，成为参与国际循环

的关键节点。未来，陕西有条件和能力展现新作为、实

现新突破，以大项目、大平台、大通道、大数据建设为

契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形成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支撑。

推动陕西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进入新十年，陕西应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总书

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进一步深化认识、抢抓

机遇，以更加积极有为的姿态融入共建“一带一路”，

积极发挥“一带一路”重要节点作用，彰显陕西在主动

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中的担当和作为，全力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加快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

（一）加速亚欧陆海贸易大通道建设

一是通道拓展，形成多元网络。动态更替完善，建

立起与境内、境外多元通道网络。二是强化枢纽功能。

完善基础设施保障等硬件设施，加强信息化、数字化、

智能化西安集结中心建设。三是区域联动，建设和布局

省内集散中心，织密省内物流运输集散网点，带动全省

产业贸易高质量发展。四是推动与省内各开发区联动合

作，发展适铁、适欧产业和产品。拓展功能，以产业和

贸易为引领，把集结中心打造成融合经济、社会、文化

交流的新功能区。

（二）推动开放型平台创新发展

一 是 提 升 陕 西 “ 一 带 一 路 ” 开 放 平 台 融 合 发 展 。

加强陕西自贸区、综合保税区、开发区等开放平台的融

合发展，提高制度创新的集成性。出台具体举措，将融

合发展落实到位。二是推动平台高质量发展。围绕共建

“一带一路”，在搭建合作平台、畅通贸易通道、推进

人文交流合作等方面不断探索新路径，推动各类平台坚

持规划定位，努力培育壮大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三

是提升开放型会展平台的品质和“一带一路”影响力。

对标高端国际展会和论坛，探索“政府主导+市场化手

段”模式发展，切实办好丝博会、欧亚经济论坛、杨凌

农高会等“一带一路”交流合作平台。

（三）加快弥补贸易产业短板

一是创新招商引资方式，吸引外资项目。一方面鼓

励现有外资企业追加在陕投资规模，利用利润再投资；

另 一 方 面 要 大 力 吸 引 新 的 外 资 项 目 。 创 新 开 展 “ 云 招

商”，在进博会、广交会等重点展会上精心组织策划专

题活动，不断拓宽吸引外资渠道。二是扩大对外贸易规

模和质量。扶持外贸企业发展，用好出口退税、出口信

贷、信用保险等政策，帮助企业防风险、降成本。做大

做强外贸新增长点。要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鼓励外

贸企业建设国内营销渠道和自主品牌，统筹开拓国内外

市场，促进商品服务内外循环畅通。三是支持陕西产能

“走出去”。 鼓励先进制造、能源化工、有色冶金等行

业领军企业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支持建设一批海外资

源开发基地、加工制造基地。深度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

系，实现对外投资合作与产业、贸易协同联动发展。

（四）构建高质量发展开放政策体系

一是探索陕西高质量发展制度路径。走出去学习先

进做法，走下去深挖有差异的改革权限，形成具有陕西

特色的开放制度体系，推动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二

是优化陕西营商环境。加大数字政府建设力度，落实好

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快建设“一带一路”国际商事法

律服务示范区，推动国际商事纠纷领域诉讼、仲裁、调

解有效衔接，为“走出去”企业提供多元化商事法律服

务。三是建立国内外开放合作机制。建立和完善与沿线

国家地方政府间合作机制，加强与周边省份和东部省份

在产业发展、国际物流通道建设、区域通关一体化等领

域的合作，与各省份之间形成相互促进、互利共赢的开

放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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