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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陕西“三个年”活动丨Deepen  Shaanxi  "Three-Year"  Campaign  ColumnＤ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中亚峰会前夕听取陕西

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后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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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示，陕西强化科技创

新引领，坚持把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兼

顾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纵深推进新

型工业化。2023年，陕西制造业重点产业链产值突破1万

亿元，半导体产业规模位居全国前列，新能源汽车产量

增速超30%。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点

近40个，建成国家超算西安中心等一批新型算力基础设

施。创新型企业茁壮成长，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增至188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增至1220家。然

而，陕西当前发展仍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目标还有较

大差距，深刻剖析当前陕西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中的制

约因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对于陕西加快构建现

代化产业体系步伐，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

新篇章具有重要现实参考意义。

陕西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制约因素

陕 西 作 为 西 部 地 区 科 教 、 能 源 大 省 ， 虽 然 现 代 化

产业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但与国内东部发达地区相

比，产业体系建设仍然相对滞后，面临着科技创新动能

不足、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偏小、产业协同发展水平不

高、能源化工产业绿色转型压力大等制约因素。

（一）科技创新动能不足

作为科教资源大省，陕西科教资源优势还没有较好

地转化为创新动能。产业链创新链融合不足，比如半导

体产业，虽然陕西拥有20余家与半导体和集成电路相关

的科研机构以及10余所与半导体相关学科的高校，但产

品技术路线仍未摆脱跟随策略，科技创新对产业发展支

撑力薄弱。另外，研发投入不足也制约陕西自主创新能

力提升。2022年，陕西省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为2.35%，

略低于全国2.54%的平均水平，在全国排名第11位，与上

年相比下降4位。纵观近年来陕西研发投入强度在全国排

名，呈震荡下降趋势，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逐步拉大。

2022年，陕西省每万人口高质量发明专利拥有量为7.653

件，低于全国平均9.4件水平。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偏小

陕西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依然偏低。

2023年，全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约13%，

2025年预计达到17%。2023年，陕西战略性新兴产业增

加值仅占GDP比重10.4%，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东部发

达地区存在一定差距。另外，陕西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

值增速波动较大。“十三五”期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

加值增速逐年下滑，从2016年的14.3%下降到2020年的

5.8%，“十三五”期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率10.2%，“十四五”前两年，陕西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

值增速大幅度上升至13%左右，2023年，受产业结构调

整等因素影响，增速急剧下滑到3.3%（见图1）。

（三）产业协同发展水平不高

陕西具备门类齐全的先进制造业产业部门，从原材

料、基础工业到集先进工业制造之大成的大飞机制造。

在先进制造业内部形成合理高效的产业间分工和产业内

联系，能够极大地提升陕西先进制造业发展水平。但目

构建具有陕西特质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路径研究
 张爱玲

经过多年的发展，陕西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能源产业发展上取得

了显著成效。然而，依然存在科教优势向创新动能转化不足、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偏

小、产业协同发展水平不高、能源化工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压力大等问题。基于此，陕西

应发挥资源禀赋和科教优势，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加速数实深

度融合，推动产业生态化，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构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具有陕西特质的

现代化产业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