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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不断深入调研的现象，聚焦“四个经济”,从先进制

造、现代能源、文化旅游、战略性新兴产业4个万亿级产

业集群挖掘潜力。陕南地区镇安、汉滨、佛坪等地依托

独有的地形地貌和水利条件，投建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实

际效果固生态、顺民意、利长远。仅镇安一个项目，建设

期间每年即可贡献税收1000万元以上，建成后年产值20亿

元，年税收1.5亿元，还为周边区县发展“打样”。

三 是 主 动 对 齐 中 、 省 、 市 、 区 各 级 规 划 ， 全 面 摸

底 ， 充 分 研 究 ， 让 项 目 规 划 “ 进 册 子 ” ， 资 金 “ 进 盘

子”，以系统化管理模式推进项目规划建设，从源头上避

免各自为战、同质竞争、协同不足、资源浪费等问题。

绩效评估，动态进出，“腾笼换鸟”激活转型动能

EOD项目不仅要环保，更要发展新质生产力，要从

制度设计层面避免机制僵化，项目“能进能退、能升能

降”，保证整体发展一池活水。

一 是 建 立 绩 效 评 价 体 系 标 准 ， 立 足 新 产 业 发 展 蓝

图，结合实际情况和阶段性特征，制定系统、项目、多

维度考核指标，作为评价项目生态、经济、社会等多方

面是否“达效”的衡量标准，作为政府投资及各类优惠

政策兑现的主要依据。

二是“考核”“评估”双管齐下。共性指标、重要

指标“量化”，投资强度、土地亩产、固定投资、利税

等硬指标作为考核“基础分”，新产业支撑作用、带动

就业情况、基础管理水平等个性化指标通过项目自评、

专家联评、现场访谈等形式评估。

三是动态调整项目库。对于实际运行中偏离生态环

保、产业方向的项目，及时“移出”项目库，根据新形

势、新条件产生的优质项目要纳入统一管理，通过“腾

笼换鸟”方式，通过资源优先倾斜配置，让一众EOD项

目获得更优质、更便利条件快速发展，撑起高质量产业

“骨架”，为后续集群式发展蓄势赋能。

精准识别，分类管理，系统用好政策工具包

产 业 是 经 济 发 展 的 “ 基 石 ” ， 项 目 是 产 业 高 质 量

发展的“抓手”。面临错综复杂的经济环境，产业引导

要“双手弹琴”“十指用力”，通过不同政策形成合力

实现共同目标。一是根据项目用途、重要程度和收益情

况，按照社会公益类、市场服务类进行分类管理、精准

扶持。从顶层设计、税收优惠、行业标准、科技扶持、

推广应用等各个方面制定差异化政策，如为社会公益类

项目提供划拨土地、免税政策、公益性捐款等，以减轻

其投资、建设及运营压力。又如社会竞争类项目，以安

康月河恒口段流域生态环境治理项目为例，对其开发的

康 养 、 文 旅 等 社 会 竞 争 类 服 务 项 目 ， 可 以 通 过 政 府 购

买、专项减免等政策缓解其运营压力。

二是结合实际需求制定“一揽子”政策，如针对项

目生产、销售、流通各环节的“定制化”政策，以达到

产业引导和总体调控目标，通过负面清单、项目名录、

生产准入等淘汰落后产能，汽车购置税补贴、钢铁产业

补贴等扶持奖补政策为重点扶持的行业、企业、项目提

供便利条件。通过分阶段、多元化、系统性的政策“工

具包”，有助于实现生态环保、转型升级目标。

三是提前化解技术迭代“路线问题”潜在行业风险，

从行业层面明确技术发展路线图、发展路径、行业共识，

促进行业协会、科研团队与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建立战略

合作关系，建立初期、中期、长期发展保障支持机制。

区域协同，交叉横评，发挥区域差异化优势

秦 岭 保 护 ， 黄 河 流 域 生 态 保 护 ， 蓝 天 、 碧 水 、 净

土保卫战，陕西生态环境的系统性、全域性、多样性特

点，决定了生态环境导向的EOD项目将会以组团开展、

跨区域合作的形式展开。为了发挥各地参与生态环境治

理的主动性，构建新产业差异化竞争优势。一方面，按

照 “ 山 水 林 田 湖 草 沙 ” 不 同 类 型 生 态 问 题 规 划 项 目 ，

或按照秦岭、黄河、渭河、毛乌素沙漠等重要地质地貌

分类，由所处地区结合当地问题组团申报项目，根据工

作量、重要性“赋分”，按照实际效果和价值贡献“兑

现”。另一方面，开展跨地区交叉横评，通过“角色互

换”找问题、学经验、明差距，明确追赶超越目标，浓

厚比拼竞争氛围，及时补齐短板，让生态环境、产业升

级在竞争中换挡提速，迅速渡过转型升级“阵痛期”。

此外，建立省级协调、地方协同机制，建立优化跨区域

一体化综合治理模式，通过“一方牵头，多家参与，厘

清边界，分级协调”长效实施，形成协同有效、机制顺

畅、有序推进、分步实施的共管格局，以有效机制纾解

防范生态环境系统性风险。

重点扶持，全面推广，加速推动产业能级跃升

一 是 锁 定 重 点 领 域 开 展 试 点 项 目 。 整 合 多 方 资 源

优势，搭建“政企学研”协同平台，依托省情挖掘、策

划、实施一批代表性强、示范性强、前景可观的试验项

目 ， 发 挥 秦 创 原 等 省 级 孵 化 创 新 平 台 作 用 ， 从 政 策 扶

持、项目服务、体制机制等方面完善项目“软硬件”配

套，引导重点企业从产业升级、技术创新、循环低碳等

方面开发新技术，挖掘新业态、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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