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务院正式批准西咸新区为国家级新区，新区发展上

升至国家战略，成为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枢纽，西部大开放

的新引擎和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范例。这一战略举措将推

动陕西成为新丝绸之路的桥头堡，对密切我国同中亚国家关

系，深化区域交流合作，统筹国内国际发展，拓展西部大开

发空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西咸新区升国家级后再思考
●本刊记者李承明

陕西西咸新区成为国家

八大新区之一，其发展已经匕

升为国家战略。西咸新区党工

委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王

军表示。西咸新区是国内首个

创新城市发展方式国家级新

区，对于创新城市发展方式、

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引

领和带动西部地区发展、扩大

向西开放具有鲠意义。

西戚一体化开花结果

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和

咸阳市建成区之间的西咸新

114

区，区域范围涉及西安、咸

阳两市所辖7县(区)23个

乡镇和街道办事处，规划控

制面积882平方公里。

西咸新区是关中一天水

经济区的核心区域，区位优势

明显、经济基础良好、教育科

技八才汇集、历史文化底蕴深

厚、自然生态环境较好，具备

加决发展的条件和实力。

国家级新区是区域发展

中—种高规格的制度支持，包

括税收匕的减免，项目落户上

的照顾，土地政策匕的优惠等

秦汉新城：西成立体城市效果图

方方面面的先行先试权。国家

级新区的相关政策催生出一个

又一个经济高地。成为当地经

济发展的引擎。

公开资料显示，以上海

浦东、天津滨海、重庆两江

三大新区为例，2010—2012

年经济增长数据，均成为全

国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滨

海、两江甚至平均增速保持

20％以上增长。

因此，为获得西咸新区

这一批复。陕西方面历经十

年多的努力。

2002年，西咸一体化开

始试水。2006年，两地电话并

网，随后，西咸大道等路网建

设，成就两地交通动脉翰苗。

2009年6月25日，国务院批复

颁布了《关中一天水经济区发

展规划》，使地处亚欧大陆桥

中心，处于承东启西、连接南

北战略要地的西安，一跃成为

与上海、北京并肩，由国家布

局打造的国际化大都市。

2010年．西咸新区建设

将进入启动实施阶段。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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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国务院下发批文同意设

立陕西西成新区，至此。沸

沸扬扬炒了十余年的西咸一

体化概念终于落地。

国务院和陕西方面表

示，建设西咸新区，对于创新

城市发展方式、深^实施西部

大开发战略、引领和带动西部

地区发展、扩大向西开放具有

重要意义。各有关方面要统一

思想、密切配合，开拓仓蝎祈、

真抓实千，共同推动西咸新区

持续健康发展。努力开创陕西

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

新区六大功能定位

从改革开放的历史来

看，中央政府常常通过在特

定区域进行政策倾斜来体现

国家发展战略方向。先后设

立了特区、高新区、经济技

术开发区等。新世纪以来，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新区

成为区域发展的热点。根据

国务院的批复。西咸新区要

探索和实践以人为核心的中

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拓

展我国向西开放的深度和广

度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作为国家级新区，国务

院赋予西咸新区六大功能定

位。批复中指出：一是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支点；

二是统筹科技资源；三是发

展高新技术产业；四是健全

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

五是保护生态环境和历史文

化：六是创新体制机制。

关于西咸新区的发展目

标．批复中要求西咸新区围

绕创新城市发展方式，走资

源集约、产业集聚、人才集

中、生态文明的发展道路，

约14 01-02

陕西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江泽
林在陕粤港澳合

作周上推介西成
新区

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

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把西咸新区建设成为我国向

西开放的重要枢纽、西部大

开发的新引擎和中国特色新

型城镇化的范例。另外，批

复中要求，陕西省政府要切

实加强对西咸新区建设的组

织领导，积极稳妥扎实推进

西咸新区建设发展；国务院

有关部门耍在有关规划编

制、政策实施、项目布局、

资金安排、体制创新、对外

开放等方面给予积极支持。

国务院在批复中专门指

出，建立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和

陕西省政府参与的部省际联席

会议制度。国家发改委要做好

有关重大发展政策的落实工

作，帮助协调解决西咸新区建

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成为特色新型城镇化范例

西咸新区规划勾勒了该

区的空间蓝图，确定了新区

及各新城的城市风貌特征：

西咸新区——“美丽田园、

现代西咸”。空港新城——

“高端商务、城市客厅”，

津东新城——“科技引领、

现代都市”，秦汉新城——

“依塬傍水、文化之城”，

沣西新城——“信息高地、

蓝绿网络”，泾河新城“水

韵蓝湾、住区典范”。在整

体风貌特征的要求下，规划

对城市开敞空间、景观节

点、公交导向开发、慢行系

统、高度密度、色彩、屋顶

立面、城市夜景和重点片区

等都作出了相应的设计。

以“生态文明”建设

为出发点，重视“绿色发

展”，西咸新区规划以构建

森林防护体系、郊野公园体

系、都市田原体系、遗址公

园体系四大功能支撑体系，

形成“大廊道、大田园、大

遗址、大休闲”的景观体

系，使新区建设全面达到国

家园林城市主要指标。

同时，坚持以“以人为

本”统筹城乡资源配置的方

式推动新区城乡统筹发展，

以新型社区解决农民居住，

通过创建自由市场体系、政

策支持、提供公益性就业岗

位、大力发展都市农业等促

进农民就业，以土地流转、

房屋租赁解决农民生活，构

筑满足新市民基本需求和特

殊需求的公共服务设施体系

和保障体系，最终形成乡共

荣的局面。

按照规划，西咸新区

2015年城市人口15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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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城市人[：：3236万人。用

地规模方面，2015年城市建

设用地160平方公里；2020年

城市建设用地2172平方公里。

西咸新区还将重点发

展基础教育体系，加快职

业教育、继续教育集约发

展，积极吸纳国际教育；

建立健全文化体育设施体

系；建立健全公共医疗卫

生设施体系和社会福利保

障体系，为居民的医疗、

养老等提供坚实保障。

丝绸之路经济带新引擎

西咸新区的获批意味

着西部大开发战略进一步深

化。使陕西迎来西部大开发

的政策利好，有利于陕西打

造丝绸之路新起点。

批复要求，要把建设西

咸新区作为深入实施西部大

开发战略的重要举措，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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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践以人为核心的中国特

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西

安、咸阳一体化进程，为把

西安建设成为富有历史文化

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拓展我

国向西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发

挥积极作用。

批复指出：“西咸新区

要着力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重

要支点，着力统筹科技资源。

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着力

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

制，着力保护生态环境和历史

文化，着力创新体制机制，努

力把西咸新区建设成为我国向

西开放的重要枢纽、西部大开

发的新引擎和中国特色新型城

镇化的范例。”

“陕西西咸新区的获

批，将助力丝绸之路经济带的

发展。”盘古智库城镇化首席

研究员易鹏表示，西咸新区的

升格，意味着国家向西开放力

西成新区区位示意图

度在加大，建设丝绸之路经济

带的方向不会变。陆地丝绸之

路的主导者和桥头堡，最有可

能花落西安。

西部大开发作为国家级

的战略，经历了十年多发展，

但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依然比较滞后，开放程度也

远远不够。

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

西部地区GDP占全国比重为

19．75％，而在西部大开发之初

(2000年)为16．79％。而在开

放水平上，2012年，陕西、甘

肃、宁夏、青海、新疆对外

贸易总额占全国的对外贸易

总额的比重不至fj2％，外资比

例也不超过5％，这些比重与

西部大开发初期相差无几。

2013年9月，国家主席习

近平在访问中亚四国时提出共

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

略构想之后，陕西、甘肃、宁

夏、新疆等地掀起了丝绸之路

经济带研究和规划热潮。

2013年1 1月发布的中央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

明确表示，“推进丝绸之路经

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

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所以，分析人士指出，

丝绸之路经济带已经成为我

国新一轮改革发展的重要战

略，将我国西部地区开发建

设置于世界区域经济发展中

心。这将给沿途的陕西、甘

肃、宁夏、新疆等地带来新

的发展机遇，意味着我国西

部大开发进入了新的时期。

易鹏认为，西安不仅在

政治、文化、经济都是西北的

重要城市，而且在航空，信息

高路、高速铁路等立体综合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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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枢纽优势很明显，因此，作

为西北区域中综合老大的西

安，最有可能获得陆地丝绸之

路的主导者和桥头堡。

实际上，早在去年9

月，西安联合欧亚9国十几

个城市共同签署了《共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安宣

言》，抢先用丝绸之路经济

带概念展开国际合作。两个

月后，由西安开往阿拉木图

的“长安号”国际货运班列

正式开通，“陕西制造”直

送中亚，陕西向西开放迈出

了实质性步伐。

“西咸新区作为一个重

要的抓手和支点。能够推进

关天经济区规划的关中城市

群、大西安目标的实现。”

易鹏表示，建好西咸新区。

西安、咸阳就能一体化推

进，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

的进程就会加快。关中城市

群是国家推动的重点建设城

市群，西咸新区创新城市发

展的方式，有利于推动关中

城市群核心区建设，可以形

成大城市、中等城市、田园

城市交互的合理布局。

不过，易鹏提醒，目

中国八大国家级新区

2们4 01—02

前新区面临跨区划的问题，

需加强组织协调及强化新区

领导力和执行力。此次西咸

和贵安新区都是跨行政区划

的，一个是跨西安和咸阳，

一个是跨安顺和贵阳，在新

区发展运行中需要加强领导

机构设立。从而推动工作的

协调性和落地，才能将许多

发展蓝图变成实际，也才能

将西咸新区的规划实现更好

的效果，从而助力新丝绸之

路经济带的发展，使得陕西

关中城市群成为新丝绸之路

经济带的新起点。

国家级新区是指新区的成立乃至于开发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总体发展目标、发展定位等由国务院统一进行

殊优惠政策和权限由国务院直接批复，在辖区内实行更加开放和优惠的特殊政策，鼓励新区进行各项制度改革与创

陕西西威新区

定位及目标：西成新区位于陕西省

西安市和成阳市建成区之间，区域范围涉

及西安、威阳两市所辖7县(区)23个乡镇
和街道办事处．规划控制面积882平方公

里。建设西威新区是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

战略的重要举措，探索和实践以人为核心

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推进西

安、成阳一体化进程，为把西安建设成为

富有历史文化底蕴特色的现代化国际大都

市、拓展我国向西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发挥

著积极作用。 )-．

重庆两江新区

甘肃兰州新区

定位及目标：西北地区重要的经济增

长极、国家重要的产业基地、向西开放的

重要战略平台和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带

动甘肃及周边地区发展、深入推进西部大

开发、促进我国向西开放。

定位及目标：依托重庆及周边省份，服务西南，辐射中

西部。作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根据国务院批复，中

央赋予重庆两江新区五大功能定位：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

试验的先行区，内陆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

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和创新中心等，内陆地

区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科学发展的示范窗口。

贵州贵安新区

定位及目标：责安新区位于贵州省贵阳市和安顺市接台部，

区域范围涉及贵阳、安顺两市所辖4县(市、区)20个乡镇．规划控制

面积1795平方公里。贵安新区是黔中经济区核心地带，区位优势明

显．地势相对平坦，人文生态环境良好，发展潜力巨大，具备加快

发展的条件和实力。建设贵安新区是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探

索欠发达地区后发赶超路子的重要举措，加快推进体制机制创新，

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努力推动贵州经济社会叉好叉快发展。

广东广州南沙新区

天津滨海新区

定位及目标：依托京津冀、服务环渤海、辐射

“三北”、面向东北亚，努力建设成为我国北方对外

开放的门户、高水平的现代制造业和研发转化基地、

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逐步成为经济繁

荣、社会和谐、环境优美的宜居生态型新城区。

上海浦东新区

定位及目标：围绕建设成为上海国际金

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核心功能区的战略定

位，在强化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的

环境优势、创新优势和枢纽功能、服务功能

方面积极探索、大胆实践，努力建设成为科

学发展的先行区、 “四个中心”(国际经济中

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

运中心)的核心区、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开放

和谐的生态区。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

定位及目标：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的先导

区、海洋综合开发试验区、长江三角洲地区

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发展目标：舟山群

岛新区将建成中国大宗商品储运中转加工交

易中心、东部地区重要的海上开放门户、中

国海洋海岛科学保护开发示范区、中国重要

的现代海洋产业基地、中国陆海统筹发展先

行区。

定位及目标：立足广州、依托珠三角、连接港澳、服务内地、面向世界，建设

成为粤港澳优质生活圈和新型城市化典范、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新高

地、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综合服务枢纽、社会管理服务创新试验区，打造粤港澳全

面合作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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