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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城市规划模式

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西咸特色”的

规划理念，构建了全域覆盖、分层管理、多规合

一的规划体系，在全省率先实现控制性详细规划

全覆盖。创新“开发单元”综合规划，做到“将

每寸土地都规划得清清楚楚”。建立健全新区地

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制度，探索地上地下空间分

层规划，推行建设用地立体综合开发，实现同步

开发利用。制定居住、办公等18类建筑标准，编

制建筑单体、居住小区、15分钟便民圈“三个圈

层”建设标准，形成了全国首个城市创新性规划

建设品质标准体系。

创新城市建设技术

在全国率先大面积应用“中深层地热无干扰

清洁供热技术”，累计推广2100万平方米，并向

北京、河南等地成功推广，为我国北方城市清洁

供热提供“西咸样本”。推广绿色建设技术，建

成省内规模最大的绿色建筑和装配式建筑产业基

地，累计推广绿色建筑7500万平方米、装配式建

筑 2 0 0 0 万 平 方 米 ， 建 筑 能 耗 比 国 家 标 准 降 低 了

70%。因地制宜建设132.7公里综合管廊，以传

统管廊十分之一左右的价格实现了70%以上的功

能。在全国首批开展海绵城市试点，累积建成面

积112.8平方公里，最大限度地减小城市开发对生

态环境的影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全球

生态水文示范点，作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

案例在巴黎气候大会上向全球推广。探索建筑垃

圾再利用，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95.8%，西

咸北环线高速公路被评为全国首条建筑垃圾综合

利用“生态环保示范工程”。搭建CIM智慧城市管

控平台，建成智慧城管、智慧消防等30个智慧化

应用平台，城市综合运行中心建成使用，城市智

能化水平不断提高。

创新文化保护传承

坚持“整体保护、系统展现、合理开发、永

续利用”，探索遗址保护和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编制了文化遗产保护总体规划，在全国率先实施

大遗址保护紫线规划，保护面积200平方公里，划

定核心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地带，并精确定位落实

在新区城市规划“一张图”中。全面推行“先考

古、后出让”的考古前置制度，严格控制大遗址

周边的建筑风貌、高度、体量，空港、沣东、秦

汉考古研究基地建成投用。创新文物展示利用，

建 设 长 陵 博 物 馆 、 陕 西 历 史 博 物 馆 秦 汉 馆 等 1 3

座文物展示载体，启动秦咸阳城遗址、建章宫遗

址、西汉帝陵等保护展示工程，丰镐遗址、秦咸

阳城遗址入选国家“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西汉

帝陵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陕西历史

博物馆秦汉馆被选为“2024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

主会场，太平遗址“边考古、边保护、边研究、边

展示”的工作模式受到国家文物局充分肯定。

今天的西咸新区，新理念、新思路在这里率

先示范，新技术、新应用在这里相互融合，城市

功能日臻完善，国家创新城市发展方式试验区的

综合功能得到充分彰显。

十年敢闯敢试　厚积薄发

打造科技成果转化新特区

2021年3月，陕西省委、省政府全面启动秦创

原创新驱动平台建设，并将其总窗口设在西咸新区

和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西咸新区将秦创原作为最

大的发展机遇，举全区之力建好秦创原总窗口。

科技转化加速释放

发 挥 “ 三 项 改 革 ” 点 火 器 作 用 ， 全 面 解 开

束缚科技成果转化的“细绳子”，在全省率先出

台 1 6 条 落 实 举 措 ， 有 效 破 解 职 务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不敢转、不想转、缺钱转”问题，实现了“小

切口”大突破。启动“先使用后付费”等创新试

点，总结提炼“一港模式”成功经验并在全国全

省推广。搭建科技企业梯度培育便捷通道，简化

认定程序、优化认定标准、实施政策前置，构建

全 生 命 周 期 培 育 链 条 。 一 大 批 科 技 成 果 从 “ 书

架”走向“货架”，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累计

新增科技成果转化企业632家，总窗口高企由145

推进一体化　建设试验区　打造总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