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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北、关中、陕南三大地理区域，强化了农业科技的创

新与应用能力，促进了区域特色农产品产业带的全面形

成。2024年，陕西将推动科技创新产业进园集聚，县域

园区工业产值增长7%，分类推进100个省级乡村振兴示范

镇建设，培育一批工业大镇、商贸强镇、文旅名镇和特

色小镇，新创建10-15个县城建设示范县。到“十四五”

末，陕西省县域经济的生产总值将达到1.6万亿元，年均

增长率保持在8.5%的强劲水平，相较于全省整体目标高

出2个百分点。

陕西县域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发展势头良好，但是仍

暴露出许多突出问题，如科技创新人才结构不合理，陕

西县级财政科技投入不足、政府对企业自主创新投入力

度不足，县域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偏少，“高”“新”特

征不明显，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缓慢，难以发挥科技创

新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等等。[4]这些问题严重

制约了陕西县域科技创新能力进一步提高，也为陕西县

域科技创新能力支撑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更严峻

的挑战。

本文结合陕西县域经济发展的既有特征，探讨和研

究陕西县域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的现状，深入分析陕西县

域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存在的问题，总结国内外县域科技

创新能力建设典型案例成功经验及启示，提出陕西县域

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的实施路径，有助于进一步促进陕西

县域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陕西县域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的现状格局分析

自 “ 八 五 ” 计 划 实 施 以 来 ， 陕 西 历 经 3 0 多 年 的 不

懈探索，聚焦科技与经济的深度融合与互促发展，全面

激发区域科技创新的潜在活力。新时代发展背景下，促

进县域经济蓬勃发展已成为陕西引领西部区域发展、彰

显示范效应的关键战略任务，也是缩小城乡、区域及收

入差距，稳步迈向共同富裕的战略支撑点，从而推动陕

西经济高质量发展、加速现代化建设步伐，构建创新驱

动、协调发展的新格局。2024年，陕西政府对2023年度

全省10个“突出贡献县”、10个“发展潜力县”、综合

效益评价排名前10的科技创新产业园区，给予县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支持，共下达专项资金8亿元。陕西

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创新引领产业布局，以更大

力度激发创新活力，打造科技强县，着力推动县域经济

的高质量发展。[5]因此，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已成为推动陕

西县域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

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述了“教育、科技与人才”

作为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石的重要性，明确指出

它们是推动国家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力量。我国政府

需坚定不移地将科技视为首要生产力，人才视为核心资

源，创新视为根本动力，全面深化科教兴国、人才强国

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探索并开辟经济发展的新

领域与新路径，持续激发并塑造发展的新动能与竞争优

势。2023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陕西省委和省

政府工作汇报时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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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立足自身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坚持把发展的着力

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在巩固传统优势产业领先地位的同

时，勇于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培育竞争新优势。”[6]习

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陕西县域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指

明了方向。

近年来，陕西对科技支撑与引领作用的重视程度显

著提升，通过构建多元化的科技创新平台体系，为科技

创新活动提供坚实舞台，积极培育众多具有创新活力的

科技主体，同时优化人才服务环境，通过相关政策吸引

高端科技人才，使县域科技创新能力得到提升。

在农业科技创新创业平台布局方面，陕西省内已建

成26个县域科技创新试验示范站，深度促进了农业领域

产学研用的紧密结合与协同发展。至今已设立“星创天

地”123家，为创新创业提供了肥沃土壤，认定9个省级

科技示范镇与6个乡村振兴科技示范村，作为区域科技创

新与经济发展的样板。

在县域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培育方面，陕西支持包

括富平、蒲城、旬阳、山阳、白水等多个县区晋升为省

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陕西安康市成为秦巴片区唯一

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汉中与商洛两市也在积极

筹备，力求实现向国家高新区的跨越发展。柞水获批首

批国家创新型县（市）。截至2023年，全省已累计部署

超过1万名科技特派员，实施科技开发项目479项，累计安康高新区光电科技产业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