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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的区位条件、完善的

基础设施、雄厚的科教实力、良

好的工业基础、高质量的人力资

源，为陕西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新起点提供强大支撑

应围绕“五通”目标，进一步明晰战略定位，加强与沿线

地区沟通，优势互补，协同推进；广泛开展与中亚、西亚等国

家城市之间的友好往来，摸清市场需求，为促进经贸往来和

文化交流创造便利条件

陕西对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的定位
是，沟通内陆与亚欧大陆桥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交
通枢纽、承接东部乃至全球产业转移的有利区域、
丝绸之路经济带最大的物流中心、融汇亚欧丰富
多元文化的重要平台。

陕西是西北地区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最强的
省份，近年来一直保持跨越发展态势。2013 年，
在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陕西实现
GDP16045.2 亿 元 ，比 上 年 增 长 11% ；人 均
GDP42692 元，增长 10.6%。尤其令人瞩目的是，
陕西经济总量已超过西北 5 省区 GDP 的 45%，在
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中发挥着战略支撑作用。

陕西省有责任也有条件担当起建设丝绸之路
经济带新起点的重大使命。有利的区位条件、完
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科教实力、良好的工业基
础、高质量的人力资源，将为陕西建设丝绸之路经
济带新起点、打造西部地区新引擎、形成内陆改革
开放战略新高地提供强大支撑。

历史影响。古丝绸之路曾经的辉煌，既是陕
西新时期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得天独厚的优势，
也是动力和压力。作为最独特的资源禀赋，西安
有着 5000 多年的历史，汉唐的兴盛与繁荣在陕
西、西安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这些历史文化都是陕
西最好的名片，更是陕西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
设的重要“资本”。

区位条件。陕西位于中国地理中心位置，
大地原点即位于陕西省泾阳县，以西安为半径
的一日交通圈可覆盖 7 亿人口。陕西是东中部
进入整个大西北的主要门户，也是整个中国北
方进入西南地区的主通道，与资源丰富的西部
地区和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有良好的通达性，
铁路、公路、航空及信息等都是连接中国东西的
重要枢纽。

产业基础。陕西是能源资源大省，全省列入
矿产资源储量表的矿产保有资源储量潜在总值约
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居全国之首。近年来，汽车、
电子信息、航空航天、文化、新材料、新医药等产业
发展迅猛，成为新的支柱产业，形成多点支撑、多
元带动的产业新格局。

科教实力。陕西是国家创新型省份试点，科
技创新实力雄厚，人才储备充足。陕西拥有两院
院士 62 人，居全国第一方阵；工程技术研发中心、
企业技术中心等国家级创新平台增至 25 家，数量
稳居西北各省区第一位；拥有“985”和“211”高校
数量分别居全国第三位和第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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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委省政府把共建丝绸之路经济
带作为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历史机遇，结
合陕西实际，确定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新起点的战略目标。围绕建设丝绸之路经
济带新起点，陕西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一、从陆路到陆海空网，打造“立体”新
丝路。

陕西省已充分认识到区位优势的重要
性，近年来，向陆海空网要通道，加快构建
向西经贸畅通的“立体新丝路”。

首先是“飞起来”。目前，西安咸阳国
际机场已成为我国十大机场之一，与 68 个
国内城市，11 个国家和地区通航，航线 108
条，运行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2013 年
陕西新开通了 3 条国际航线，今年还将开
通 4 条国际航线。陕西省之所以建设国家
航空城实验区，就是要打造一个真正的丝
绸之路航空枢纽。

其次要“跑得快”。作为中国西部铁路
枢纽，欧亚大陆桥在中国境内重要站点，连
接长江流域和陇海兰新铁路两大动脉十字
网架的交通枢纽，陕西省十分重视铁路建
设和运输。2013 年 11 月 28 日，陕西省开
通了首趟国际货运班列“长安号”，该班列
目前已实现常态化运行。

“网上丝绸之路”也在建设之中。今年
3 月 19 日，海关总署同意西安开展试点，加
快电子商务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具有世界
影响力的国际交易平台。其中，总部设在
宝鸡的“关天之窗”，是全国首家丝绸之路
经济带商业门户。网站设有中文版、英文
版和俄文版，目前注册的中外企业用户已
接近 4万家。

为推动与中亚各国展开友好交流，陕
西省还积极构建多元化交流合作机制；升
级欧亚经济论坛，以搭建与中亚国家在能
源、旅游、文化、经贸领域的开放合作平台，
将“西洽会”更名为“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
国际博览会”；在丝绸之路沿线重要城市设
立西安驻中亚国家的经贸办事机构；推进
西安 72 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推动西安－新
疆口岸直通放行的便利通关机制；与天津
港、青岛港、连云港所在城市联手建立完善
通关合作机制；积极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沿
线国家开展贸易促进活动等工作。

二、从果业到能源装备及技术，产业
“互补”开新局。

以优势产业为依托，陕西省大力推动
苹果、能源装备及技术等产业，力求与中亚

5国“互补”发展。
陕西农业无污染、投资环境好，容易

“走出去”和“引进来”。作为全国重要优
质苹果基地，陕西省在推进中国与丝路沿
线国家农业合作中，以苹果为先导，赢得
不小商机。今年 4 月 11 日，哈萨克斯坦国
际一体化基金理事会主席捷列先科邀请
陕西省果业局推荐果品企业与其下属单
位合资建设“中哈苹果友谊园”。目前，陕
西省已完成省内 10 个“中哈苹果友谊园”
的选址工作，并与捷列先科达成了 5 点共
识。同时，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决定拿出
1500 亩土地，邀请陕西果品企业在该州建
设“中哈苹果友谊园”。此外，双方还将在
霍尔果斯哈方特区及长安号列车沿线建
设苹果气调冷藏库、鲜果加工厂，配备世
界最先进的光电自动苹果分拣线及全规
格包装线等。可以说，从陕西直至中亚和
欧洲，一条丝路苹果产业带正在悄然兴

起。
科学技术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

关键。与中亚国家相比，陕西省在这方面
具有一定优势。作为中国唯一的国家级
农业高新示范区，陕西杨凌农业高新技术
产业示范区正积极开展农业援助交流工
作，鼓励企业在中亚建设农业科技园区，
同时推动涉农新品种、新技术等物权的国
际交易、流转，带动商贸合作。由商务部
主办的上合组织成员国农业经济管理研
修班，今年已在杨凌开班，旨在打造一条
陕西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农业交流与
合作的新路。

装备制造和能源化工也是陕西在丝绸
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强项。以商用车为
例，2013 年，陕汽集团出口重卡 1.8 万台，
其中 51%销往了中亚 5 国和俄罗斯。目
前，陕汽不仅在新疆兴建了年产 5 万台的
整车厂，而且在哈萨克斯坦与经销商合建

了一个装配厂，实现了本地化生产。再以
能源为例，陕西延长石油集团在评价中亚 5
国多个油气项目基础上，已获得吉尔吉斯
斯坦 1.13 万平方公里油气区块勘探开发
权。延长石油还与哈萨克斯坦就几个油气
和煤炭资源区块开发进行了商谈，与乌兹
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其他中亚国家也
在进行接洽合作事宜。

中亚地区既有丰富的以石油、煤炭、天
然气为主的传统化石能源，也有太阳能、水
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是国际重要的能源
资源接续地。陕西在向中亚出口能源装备
的同时，凭借陕煤化集团的现代能源制备
技术，加强双方合作，不仅有利于提升中亚
地区的资源利用水平，而且有助于开拓陕
西能源深加工、精细化工、新材料、生活用
气等产业的市场空间，变以往的能源输出
为技术输出。

三、从历史记忆到文化旅游，传承丝路
文明。

2100 多年前，张骞从汉长安城启程前
往中亚，开辟出一条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的
丝绸之路。历史文化成为陕西最好的名
片，更是陕西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
重要“资本”。

陕西省为此开启了一条打造文化名
片，激活沉睡记忆的文化建设之路。在西
安，曲江探索通过挖掘文化资源、借力资本
运作、发挥产业集群效应的方式，将文化符
号复活成可观可感可参与的项目。唐大明
宫遗址国家公园用科技手段保护文物，大
唐芙蓉园等城市文化景观演绎“梦回大唐”
的历史描摹。在此基础上，陕西还不断探
路“特区”模式，破解建成区遗址保护难
题。汉长安城国家大遗址保护特区打破原
有行政区划，力图建设新型城市综合区域。

发展可复制的创意经济，是陕西进行
文化建设的着力点。大唐西市文化产业项
目围绕大唐西市博物馆核心区，衍生出丝
路街、古玩城、演艺、购物、酒店等不同业
态，打造出以丝路文化为内核、可复制的现
代文化商业模式。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陕西省依托
丝绸之路，打造出我国首条丝路专题旅
游专线。6 月 18 日，首趟“长安号”丝绸
之路旅游专列启程，串接起丝路沿途热
门景点，提供一站式食宿游览服务。目
前开通的是国内段，未来有望延至中亚
甚至欧洲。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一、明确战略定位，加强区域协作。
当前，亟须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进

行“顶层设计”。在国家层面，确立国家合
作发展目标任务和地区合作发展目标任
务，厘清国家、地区、城市在其中的关系与
角色定位，梳理利于“向西开放”的政策措
施，促进完善“新欧亚大陆桥”时期国际组
织建立的协调沟通机制，继续为丝绸之路
经济带的政策沟通服务；在地区层面，建
立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城市市长联席会
议制度，就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问题，如
贸易投资、产业合作、生态建设、道路联
通、旅游合作、对外文化交流、产品通关、
运输网络建设等进行沟通磋商，建立区域
共赢机制。

二、加快平台建设，促进自由贸易。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矿产、能源、

农业、旅游资源丰富，陕西与这些国家都有
良好合作前景。要按照“贸易畅通”的要
求，积极探索内陆地区自由贸易新模式，是
当务之急。作为优先复制推广上海自贸区
海关监督创新制度的试点之一，陕西海关
应以大通关为目标推进贸易便利化，用好
国家政策，重点强化西安国际港务区和空
港新城的联系与功能；创造国际化、市场
化、便捷化的营商环境，使物流更为便捷畅
通；抓紧落实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口岸 72 小

时过境免签的配套措施，加强与天津、青
岛、连云港等港口城市合作；呼吁并争取有
关部门积极协调沿途海关，为通过欧亚大
陆桥运往各国的货物提供通关便利，实现

“属地报关、一关到底”；重点建设“中国—
中亚经济合作园区”、特色出口商品基地和
中亚 5国能源交易平台。

三、优化产业结构，推进产业合作。
有效推进产业合作，要对中亚各国市

场实施调研，摸清楚中亚各国对陕西的产
业需求，尽可能细化到行业，乃至具体产品
的市场需求，为企业“走出去”创造条件。
当然，也要梳理家底，厘清陕西的供给结
构，在调研的基础上制定产业贸易与投资
目录；按照“政府铺路+大企业拉动+民企
创新+品牌树立”的策略，发挥有实力的国
有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引导中小民企快
步“西行”，提升企业的发展质量、市场占有

率和竞争力；鼓励本地企业在矿产资源开
采、新能源开发、煤油气化工、装备制造、合
成材料、电子信息、航空航天、路桥工程、重
型汽车、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生态保护、
文化旅游、文化创意和工程承包、技术服务
等领域，向西进行产品和技术输出。

四、加快网络建设，发展电子商务。
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建设，是促进

“贸易畅通”、“货币流通”的有效路径。一
要加快建设连接中国与中亚、西亚及欧洲
的信息网络高速路，依托陕西的科技优势
和社会投资力量，加快推进“网上丝绸之
路”和“数字化丝绸之路”的开发建设工程，
支持有实力、有准备的企业和单位迅速进
入丝绸之路电子商务领域。二要通过互联
网建设，搭建陕西丝绸之路经济带公共服
务平台，将零散的外贸电商资源进行有机
整合，尽快形成龙头品牌，为各国企业提供

海关、交通运输、出入境检验检疫、金融、咨
询、翻译等一站式生产性服务，让企业与中
亚商务合作、信息交流、资源共享更加便
利。三要加强与中亚国家在金融领域的深
度交流与合作。陕西有条件建设服务西
部、面向中亚的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议上合
组织开发银行总部落户西安。四要鼓励组
建大型流通企业，推进电子商务公司与己
有配送系统的结合，健全物流配送系统。

五、依托高校资源，加快人才培养。
陕西省现有中亚留学生 1200 名，占全

国中亚留学生 7.5％，有条件、有基础承担
中亚留学生培养任务。建议在西安共建

“上合组织大学中国校区”，组建与中亚各
国大学合作联盟，与沿线国家、地区及省份
在西安合作建设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心，
依托陕西高校资源，扩大中亚国家留学生
数量，建立中亚国家教育人才培养基地。
同时，要鼓励国内民众学习掌握中亚地区
的民族语言，对主动选择去中亚地区学习、
交流、工作的毕业生及学者等，在政策和资
金上予以支持；开展与中亚城市旅游信息、
人才培训方面的合作与交流，解决旅游专
业人才短缺的问题。

（采访组成员：张小影 张 毅 陈学

慧 杨 忠 阳 潘 笑 天 孙 璇 闫 微 微

雷 婷）

古老的丝绸之路承载着新的发展使命。

作为古丝绸之路起点，陕西省紧紧抓住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大机遇，深入分析形势和自身优势，确定了“建设丝

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的基本定位，按照“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要求，推动区域合作向更

大范围、更宽领域、更高水平拓展，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顺利开局。

陕西把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作为扩大对外开放的重

大历史机遇。围绕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陕西迈出

了坚实的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