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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市一区联动四市一区联动，，西安都市圈建设再提速西安都市圈建设再提速
■中国城市报记者 邢 灿

西安都市圈建设再迎利
好！近日，《西安都市圈建设
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
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
发布，为西安都市圈高质量一
体化发展明确了任务书、时间
表和路线图。

2022年3月，经国家发展
改革委同意，陕西省政府印发
《西安都市圈发展规划》。为
加快推进上述规划实施，促进
西安都市圈高质量一体化发
展，西安市、咸阳市、铜川市、
渭南市和杨凌示范区共同制
定了《行动计划》。

在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
理研究院副院长、产业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宋向清看来，《行
动计划》兼顾了不同区域地理
和资源特征、产业和市场属
性、历史和文化传承，既符合
属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又
能着眼于服务“一带一路”倡
议等，系统性强、可操作性强，
是推动西安都市圈高质量一
体化发展的前瞻性谋划。

优化整体布局
七大功能组团各有侧重

自西安都市圈获批建设
以来，功能组团建设成为关注
的焦点之一。

《西安都市圈发展规划》
提出，构建“一核、两轴、多组
团”的总体空间结构，强化都
市圈核心区引领，推动形成东
西、南北两条发展轴，推动重
点功能组团建设，以及促进中
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

其中，重点功能组团包括
富平阎良、高陵泾河新城三
原、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咸阳经
开区、临渭华州、耀州、杨凌武
功周至、乾县礼泉等七大功能
组团。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相关负责人在解读《西安都
市圈发展规划》时介绍，“多组
团”是着眼都市圈整体性功能
布局，积极推动重点毗邻板块
一体化协同发展，打造一批产
城融合、功能完备、职住平衡、
生态宜居、交通便捷的都市圈
特色功能组团，形成都市圈经
济、生活、生态、安全等不同功
能单元，多点支撑都市圈发展。

今年4月，陕西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将建设都市圈七
大功能组团列入《2023年陕西
省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
展重点工作任务》，要求积极探
索组团式发展新模式，加快推
动七大组团一体化发展建设。

中国城市报记者注意到，
建设都市圈七大功能组团同
样是《行动计划》重点内容。

《行动计划》提出，到2025年，
七大功能组团建设取得显著
成效，有效支撑产业高质量发
展和新型城镇化水平提升。

宋向清认为，七大功能组
团各有侧重，各具亮点。例
如，富平阎良组团重点承接航
空制造与维修、高端装备制
造、新能源汽车、新材料、大
数据和云计算产业；高陵泾
河新城三原组团重点发展汽
车制造、光伏新能源等战略
性新兴产业；西咸新区空港
新城咸阳经开区组团构建

“航空枢纽保障业+临空先进
制造业+临空高端服务业”航
空全产业链等。

随着相关建设机制的完
善，西安都市圈功能组团建设
未来有望取得新突破。《行动
计划》提到，成立推动都市圈
七大功能组团建设领导小组，
制定建设方案和产业规划，推
动重大项目实施，统筹协调组
团建设具体事项。

相关工作已经在开展进
行中。今年1月，铜川市耀州
区政府成立西安都市圈耀州
组团工作专班。专班负责耀
州组团建设工作的统筹指导、
组织协调和沟通协商工作，定
期召开工作会议，研究解决
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推动耀
州组团建设高质量融入西安
都市圈。

做强科创引擎
多举措推进协同创新

做强创新驱动发展引擎，
西安都市圈近年来不断迎来
政策利好。以都市圈中心城
市西安为例，2022年12月，国
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批复支

持西安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
中心和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
技创新中心，西安成为继北
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后国
内第四个“双中心”。

今年8月，中共西安市委
十四届五次全会审议通过《中
共西安市委关于深入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 加快建设
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科技
创新中心 打造国家创新名
城的实施意见》，对西安“双中
心”建设进行了战略性谋划和
部署。

在利好政策的加持下，西
安都市圈协同创新跑出加速
度。以西安市为例，目前已建
成了一批具有国际领先水平
的科研平台和基地，如国家实
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同时还
涌现出了一批自主创新成果，
解决了国家部分技术领域“卡
脖子”问题，相关技术产业化
进程持续推进。

未来，四市一区协同创新
有望再上新台阶。《行动计划》
提出，到2025年，都市圈协同
创新体系更具活力。综合性
国家科学中心和科技创新中
心全面推进，国家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加快建设，秦创原创新
驱动总平台全面建成，承担实
施一批国家科技创新重大项
目，区域创新能力显著提升，
联手突破一批“卡脖子”关键
核心技术，研发经费支出占
GDP比重达到4.2%以上。

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
的采访时，中国西部制造业发
展研究所所长、西安石油大学
教授曾昭宁对实现上述目标
表达了充分的信心。

创新共荣，龙头引领。

“作为都市圈中心城市，西安
拥有大量高校和科研院所，也
因此培养、聚集了大量人才。
这些人才数量多、质量好、类
型多样，普遍忠诚度高、归属
感强，不轻易跳槽，企业能以
低成本招募人才。基于西安
科创优势和人才特点，不少位
于东南沿海地区的研发机构
和生产厂家选择迁至西安。”
曾昭宁说。

就都市圈协同创新具体
行动路径，《行动计划》从推进
都市圈科技创新合作、共同建
设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推进
科技成果在都市圈内转移转
化，以及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
环境等方面作出一系列部署。

强化分工协作
推动产业链深度融合

破除都市圈内城市间无
序、同质化竞争,建立起分工
协作的产业格局是都市圈实
现高效、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
重。同时，产业上的分工协作
是都市圈互联的重要体现。

聚焦都市圈产业分工协
作，《行动计划》提到，促进都
市圈产业协作共兴、共同推进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合力发展现代
服务业、积极发展现代都市农
业、协同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在宋向清看来，西安都市
圈产业间有组合，但缺少深度
融合，产业板块不够紧实；产
业间有联系，但缺少链条，尤其
是产业上下游间缺乏衔接性，
产业发展在都市圈内的相互支
撑乏力；产业科技创新能力强
大，但产业内部间的循环缺少
协同，抱团发展意识不强。

宋向清建议，未来西安都

市圈可着力从顶层设计上解
决上述问题，将一体化发展、
协同化发展和链条式构建产
业集群作为优先项，强化在产
业分工协作、数字化转型、双
循环发展新格局构建等方面
的政策支持力度，通过提升区
域一体化发展力、资源整合
力、综合竞争力，增强西安都
市圈对关中平原乃至中西部
地区的支撑力和辐射带动力。

“产业分工协作意味着需
要整合资源、优化利益分配，
形成若干个产业集群，以实现
更高效的经济协同发展。”曾
昭宁认为，实现上述目标西安
都市圈需要破解“三个分割”，
即条块分割，如军工各大集团
和地方发展之间的分割；块块
分割，如开发区与所在地政府
之间的分割、区县之间的分
割、开发区之间的分割；条条
分割，如中央部门所属高等院
校之间的分割、驻陕央企之间
的分割。

在曾昭宁看来，“三个分
割”不仅是西安都市圈所面临
的挑战，也是当前都市圈建设
过程中面临的普遍困扰。

“它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
市场化分工，阻碍区域之间形
成规模化的市场结构，不利于
实现区域协同创新，需要在体
制机制上进行改革创新。”曾
昭宁说。

中国城市报记者注意到，
《行动计划》在体制机制建设
方面着墨不少。《行动计划》提
到，研究设立西安都市圈一体
化发展投资基金；探索建立成
本共担利益共享机制；完善统
计合作与交流机制；建立与上
级部门对接沟通机制；建立信
息一体化机制平台。

内蒙古鄂尔多斯：建设智
能网联汽车示范应用区

12月 4日，内蒙古自治区鄂

尔多斯市康巴什区，自动驾驶接

驳巴士运行在指定的公共道路

上。为建设鄂尔多斯智能网联交

通示范区，助力构建鄂尔多斯市

智能网联新型产业生态，康巴什

区重点打造的自动驾驶接驳巴士

在文化东西路主轴线观光区公共

道路上启动运行。自动驾驶接驳

巴士项目采用5G信号覆盖、车路

协同、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结合

智慧站台、智慧场站等一体化管

控系统，实现驾驶车辆智能监控、

安全预警和与其他社会车辆的同

域协同运营。

中新社发 陆 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