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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及增速

前陕西优势产业在省内可获取的配套产品较少，产业间

分工协作、协同发展水平不高，先进技术溢出效应和产

业带动效应不足。以半导体产业为例，陕西半导体产业

规模居全国前列，半导体闪存芯片占全球闪存芯片产能

10%以上，但围绕着龙头企业（三星半导体）形成的产业

链几乎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本土企业普遍规模小、收入

低，竞争实力不强，对本土半导体产业拉动作用不强。

（四）能源化工产业绿色转型压力大

我国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加快能源结构调

整势在必行，因此煤炭作为燃料使用的空间将被进一步

压缩，进而推动能源化工产业向下游精细化工延伸。陕

西上游能源开采行业比重过大，下游化工特别是精细化

工产业弱小，上下游产业结构错配，产业链向下延伸不

足阻碍了陕西能源化工产业的绿色低碳转型。目前，陕

西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的总资产贡献率超过40%，与上游

产业丰厚的投资回报形成鲜明对比，多数煤化工项目利

润微薄甚至亏损运行，这将导致企业投资更偏向上游产

业。另外，受技术条件制约，煤化工产业内部也存在着

产业链终端延伸不足的问题。煤化工产品以大宗化工基

础原料为主，集中在产业链上游，向终端消费品转化进

展缓慢。陕西能源化工产业一些核心技术和关键装备仍

然依赖进口，市场创新乏力，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和应用

不足，产业链联动融合进展缓慢。

陕西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实现路径

（一）强化创新驱动，提升现代产业竞争能力

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创新驱动模式是提升产业竞争

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也是优化经济结构、转变

发展方式、转换增长动力的重要抓手。

一 是 深 化 科 技 创 新 ， 促 进 产 业 链 与 创 新 链 深 度 融

合。陕西要坚持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发挥

科技创新对实体经济的支撑和引领作用，以创新链和产

业链为基础推进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产

业链和创新链首尾相连、相互促进、共同交织的链式创

新闭环。依托科教资源富集优势，陕西应积极推进全省

重大科学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基础领域研究投入力度，

打 造 大 科 学 装 置 集 群 。 优 化 学 科 设 置 ， 开 展 跨 学 科 研

究，在多领域突破原始创新成果。系统推进“秦创原”

创新驱动平台建设，以西部科技创新港和西咸新区为总

窗口，加强创新资源集聚和优化配置，构建从研发到孵

化、再到产业化的科创系统，大幅提升创新策源能力。

二是强化科技成果转化，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进程。

持续深化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有效破解科技成果

转化中“不敢转”“不想转”“缺钱转”的难题。

首 先 ， 发 挥 市 场 配 置 创 新 资 源 的 主 导 作 用 ， 推 动

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结合，打破妨碍公平竞争的市场

壁垒，实现各种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和循环运转，构建灵

活、高效的产业运行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其次，强化企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建立健全以

企业为核心主体的协同创新体系，促使人才、技术、资

金等创新要素资源向企业集聚，培育一批核心技术能力

突出、集成创新能力强的创新型企业，发挥其引领重要产

业发展的模范带头作用，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对制造

业企业年度研发投入增量部分按照一定比例予以奖励。

最后，发挥创新人才主力作用，实施创新导向的分

配政策，完善人才评价和激励机制，力争实现产业集聚

人才、人才引领产业的良性循环。提高高端人才待遇，

落实在陕院士等专家服务保障政策。建设技术经纪人队

伍，提高技能人才待遇，引导制造企业建强技术工人队

伍。激发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促进企业家充分施展创新

才能。

（二）优化产业结构，发展陕西特色现代产业

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能源产业和先进制

造业，走出一条制造业高端发展、创新发展、转型发展

之路。

一是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聚焦高端产业和产业高

端，助推电子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和生物技术等高

技术产业提速增量，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步伐。依

据陕西的资源禀赋优势和产业基础，按照全产业链思维

统筹谋划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力布局，坚持创新驱动、

智能制造、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

链集群。联合省内外地市共同探索，形成区域间在创新

创业平台建设、研发团队培育组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等方面协作的配套产业集群，推动各地集群间加强合作

共享，实现协同融合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