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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平原城市群空间格局图。 图片来源：《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规划》

■中国城市报记者 邢 灿

关中平原城市群建设迎
来重要发展节点！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
发《关中平原城市群建设“十
四五”实施方案》（以下简称
《实施方案》），擘画了“十四
五”时期关中平原城市群高质
量发展蓝图。

成 绩：
城市群发展取得多项突破

时间回到 2018 年 1 月，
国务院批复并原则同意《关
中平原城市群发展规划》。
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上升为
国家战略。

同年2月，国家发展改革
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印
发《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规
划》，提出到2035年，关中平原
城市群质量得到实质性提升，
建成经济充满活力、生活品质
优良、生态环境优美、彰显中
华文化、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
家级城市群。

时至今日，关中平原城市
群建设情况如何？通过几组
镜头或可找到答案。

看空间格局。西安有序
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西咸
一体化取得实质性进展，宝
鸡、运城、天水等节点城市加
快发展，2020年城市群城镇人
口占比较2016年提高5个百
分点以上。

看基础设施。综合立体
交通运输网基本形成，“米”字
型高铁网加快构建，高速公路
网总规模超过4100公里。

看生态环境。绿色发展
初见成效，黄河流域生态环境
保护治理扎实推进，汾渭平原
大气污染防治成效明显。

看对外开放。向西开放
战略支点作用日益凸显，对外
贸易总额年均增长超14%，中
欧班列（西安）开行质量各项
指标稳居全国前列。

……
如此优异成绩的背后，关

中平原城市群做对了什么？
2021年 12月，由国家发

展改革委发布的《新型城镇
化试点示范等地区典型做
法第三期：促进城市群一体
化发展》将其概括为四方面，
分别是制定总体实施方案、加
强组织领导和跨省协调、坚
持年度重点推进、狠抓重大
项目建设。

以加强组织领导和跨省

协调为例，文章提到，2018年
关中平原城市群三省12市 2
区共同发布了《关中宣言》,
2020年三省协商制定《推动关
中平原城市群发展规划实施
联席会议制度》《2020年关中
平原城市群跨省合作重点推
进事项》，建立关中平原城市
群跨省协作机制，提出共同推
动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
13个方面具体工作。西安市
牵头成立的城市群区域合作
办公室正式进入实体化运营
阶段。

放眼全国，关中平原城市
群建设成绩亮眼，但距离“佼
佼者”仍有距离。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
长兼秘书长陈耀在接受中国
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十
四五”时期，我国重点建设19
个城市群。其中，包括京津
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
渝地区、长江中游、中原、关中
平原城市群在内的7个城市群
通过强有力的中心城市牵引，
实现区域大发展。在这7个城
市群中，关中平原城市群无论
是从规模体量看，还是从发展
速度看，都有相对较大的发展
空间。

陈耀进一步分析，关中平
原城市群主要任务之一是引
领带动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北
地区发展，但相比西部地区的
成渝，关中平原城市群还存在

一定差距。又如在中部地区，
相比长江中游城市群和中原
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同样
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目 标：
2025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5%

未来，关中平原城市群发
展前景如何？《实施方案》明
确，到2025年，关中平原城市
群综合实力和整体竞争力显
著提升，一体化发展水平明显
提高，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65%。

看未来空间格局。空间
格局持续优化，中心城市辐
射带动作用进一步发挥，西
安都市圈同城化发展取得明
显进展。

看未来基础设施。综合立
体交通运输网更加完善，基本
建成“米”字型高铁网，基本实
现地级城市高铁全覆盖，新增
高速公路通车里程1000公里。

看未来产业体系。创新
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初步形
成，城市间产业分工更加合
理、协作效率大幅提升，研
发经费投入强度稳定在 3%
以上。

看未来生态保护。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取得阶段性成
效，水安全保障能力明显提
升，万元GDP用水量下降6%，
绿色低碳发展水平显著提升。

……
蓝图已出，关中群雄绘就

发展新篇靠什么？
在陈耀看来，科创实力雄

厚是关中平原城市群突出的
发展优势之一。关中平原城
市群有着众多高校和军工相
关科研单位，聚集有丰富的科
研人才和科技资源。

相关数据也佐证了上述
观点。以西安市为例，全市科
创重器平台加速布局，形成以
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为主
体的科技创新平台体系，其中
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164家、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54家、
企业技术中心237家；参与国
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推进高
精度地基授时系统、国家分子
医学转化科学中心等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建设，筹建国家超
算（西安）中心，建设西部科技
创新港；高层次人才吸引力增
强，拥有各类人才344万人、两
院院士60人、享受国务院特殊
津贴专家226人。

此外，陈耀也提到，关中
平原城市群区位条件优越，地
处我国内陆中心，是亚欧大
陆桥的重要支点，是西部地
区面向东中部地区的重要门
户。其中，西安更是古丝绸
之路的起点和“一带一路”的
重要节点城市。就西部地区
而言，特别是西北地区，关中

平原城市群可以产生较强的
要素资源集聚效应，是重要的
增长引擎。

挑 战：
如何实现一体化发展

尽管如此，未来关中平原
城市群建设仍需爬坡过坎。

《实施方案》提到，关中平
原城市群发展还面临不少突
出问题，主要是中心城市对周
边辐射带动不足，次级城市发
展相对缓慢；主导产业竞争力
不强，协同发展水平不高；创
新优势发挥不足，科技成果就
地转化率不高；水资源利用效
率有待提高，秦岭等重点区域
生态系统保护任重道远；营商
环境有待优化，开放程度不够
仍是制约发展的突出短板。

在陈耀看来，关中平原城
市群当下最紧迫的任务是如
何实现一体化发展。实现一
体化发展，意味着各类要素资
源要形成紧密的经济联系。
但从目前来看，关中平原城市
群经济联系相对松散。尽管
经济首位度高，但西安对周边
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有限，与
城市群中的其他城市发展落
差较大，难以形成协同效应。

据《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
规划》，关中平原城市群规划
范围包括陕西省西安、宝鸡、
咸阳、铜川、渭南5个市、杨凌
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及
商洛市的商州区、洛南县、丹
凤县、柞水县，山西省运城市
（除平陆县、垣曲县）、临汾市
尧都区、侯马市、襄汾县、霍州
市、曲沃县、翼城县、洪洞县、
浮山县，甘肃省天水市及平凉
市的崆峒区、华亭县、泾川县、
崇信县、灵台县和庆阳市区。

记者注意到，若以关中平
原城市群所涉及的 11 个市
（区）整体计算，2021年西安之
外的其他10市（区）的经济总
量为12237.97亿元，西安的经
济体量是其他城市总量的
87.3%，占11个市（区）经济总
量的46.6%。

此外，陈耀提到，虽然科
创实力是关中平原城市群发
展一大显著优势，但科研成果
的转化率有待提升，这也是关
中平原城市群长期存在的问
题。尤其是军工科技领域的
发展，同地方经济的融合度有
待进一步提高，城市群内各地
难以共享军工领域的研发力
量、研发条件、研发平台，从而
容易形成“科技孤岛”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