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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时期陕西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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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末，陕西要在经济综合实力、人民生活水平、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

实现“三个上台阶”，争取进入全国中等发达省份的战略目标。本研究通过深入调研

分析，从陕西所处发展阶段的现实省情出发，提出并构建陕西实现中等发达省份的

指标体系，明确了陕西经济社会“三个上台阶”的核心思路和工作重点，并提出了

相关的对策性建议。 

一、“十二五”陕西经济综合实力上台阶 

（一）陕西经济综合实力现状评估 

1．“十一五”以来陕西经济实力变化纵向分析 

（1）经济总量快速增加，经济规模不断扩大 

“十一五”是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五年里，经济实力得到

大幅度提升。生产总值以每年 14.8%的速度快速增长，提前两年实现“十五”规划

目标，并在 2010 年，历史性的突破 10000 亿元，经济总量达到“十五”末的 2.5 倍，

在全国的位次由“十五”末的 20 位提高至第 17 位。2010 年人均生产总值超过 4000

美元，是“十五”末的 2.5 倍，在全国的位次从“十五”末的第 22 位提高到第 15

位，位居西北各省第 1，在西部 11 省中排名第 3，仅落后于内蒙古和重庆。财政收

入增长明显，年增速达到 27.8%，比“十五”时期提高 4.7 个百分点，2010 年实现

财政收入 1800.85 亿元，是“十五”末的 3.4 倍，相当于“十五”时期财政总收入的

102.9%，“十一五”五年增加了 1271.83 亿元，是陕西省历史上财政收入增量增加最

多的时期。固定资产投资逐年增加，2010 年，完成固定投资 8562 亿元，是“十五”

                                                        
*敬           此研究为 2011 年陕西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研究课题。课题负责人：裴成荣；成员：王晓娟、郭普松、李

冰、赖作莲、付永洲、于宁锴、周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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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的 44 倍，“十一五”期间全省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6 万亿元，相当于“十五”

的 3.9 倍，兴建了一批推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大项目。 

（2）三产比例逐步优化，经济结构改善明显 

五年来，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显著成效，经济结构明显改善，三次产业结构从“十

五”末的 11.4:50.3:38.3 调整为“十一五”的 9.9:53.9:36.2，二、三产业增加值的比

重达到 91.1%。农业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农业生产效率、

农民收入得到极大提高。初步形成陕北以杂粮、羊、大棚菜、薯、果为主导产业；

陕南以中药材、茶桑蚕、食用菌、绿色食品等为主导产业；关中以果、蔬菜、畜牧、

棉花、花卉等为主导产业的农业结构。工业对经济的支撑作用明显增强，工业占经

济比重除了在 2009 年低于 43%以外，“十一五”其余年度均超过 44%，2010 年，全

省工业增加值达到 4516.4 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45.07%，比“十五”末

提高 3.1 个百分点，全省初步形成以新型能源化工、先进装备制造、食品、医药、

航空航天制造等为主题的新型工业体系。第三产业稳步发展，对经济的贡献始终保

持在较高水平。五年来，旅游业规模不断扩大，产出效益、产业地位不断提高，在

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增加社会就业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化产业规模增势强

劲，效益显著提高，从业人数渐创新高，正在促进我省从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产业

大省转变。 

非公经济发展势头强劲，总量持续增长，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明显增加。2010

年，全省非公经济增加值达到 4959.24 亿元，比“十五”末增加 3308.10 亿元，“十

一五”期间年均增长 15.2%。在国民生产总值中，非公经济增加值比重由“十五”

末的 43.3%提高到“十一五”末的 49.5%。 

（3）对外贸易高速增长，开放程度稳步提高 

尽管身处内陆地区，“十一五”期间，对外开放显著成效，并向全方位、多层次、

宽领域进一步延伸。2010 年，全省进出口总值一举突破 100 亿美元，达到创纪录的

120.81 亿美元，是 2005 年的 2.64 倍，“十一五”期间累计进出口 410.64 亿美元，是

“十五”期间的 2.69 倍，年均增长 21.8%，对外贸易实现了速度和质量的同步提高。

2010 年，陕西进出口总值在全国排名第 24，在西部 12 省中排名第 6，居四川、广

西、新疆、云南、重庆之后。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明显提高，“十一五”期间全

省累计实际利用外资 68 亿美元，比“十五”期间增长 2.85 倍，世界 500 强企业中

有 45 家在陕投资设立 55 家企业，投资总额达到 12 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与劳务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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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成倍增长，“十一五”期间对外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完成营业额累计达 30.4 亿美

元，完成“十一五”规划 15 亿美元的 2.03 倍，是“十五”期间的 4.03 倍。新兴服

务外包业发展迅速。截至 2010 年年底，全省参与服务外包管理的企业有 363 家，2008

—2010 年，累计执行境外合同金额 5.76 亿美元，其中 2010 年执行境外合同金额 2.22

亿美元，同比增长 72.1%。 

（4）科研投入逐年增加，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十一五”期间，我省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研发活动日趋活跃，

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科技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财政科技投入明显增加，“十一

五”期间，全省财政科技投入累计 86.08 亿元，年均增长 35.72%。自主创新能力显

著提升，全省获得重要科技成果 2475 项，其中应用类科技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

有 754 项、达到国内领先水平的有 1248 项，全省初步形成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

材料、新能源、先进制造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格局，全省经认定的高新技术

企业达到 1021 家，全省高新技术产值超过 3000 亿元，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

加值的比重达到 7.42%。 

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初步形成，新增国家重点实验室 2 个，省部共建

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 3 个，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 3 个，在重点企业和行业支持

建成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5 个，建成“13115”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22 个，获得

国家重点新产品 113 个，极大提升了重点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 

2．陕西经济实力与中等发达省份横向对比分析 

到“十一五”末，按当时平均汇率折算，陕西人均生产总值达到 4169 美元，三

次产业结构为 9.9:53.9:36.2，综合判断，陕西总体上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但还不能

算是高水平的工业化中期阶段，与国内已达到中等发达水平的省份相比，这一点尤

其明显。 

按照世界银行划分国别收入标准，人均 GDP 超过 4000 美元可称之为中等偏上

收入国家，2010 年，全国人均 GDP 超过 4000 美元的省份共有 17 个，分别为东部

的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广东、山东、福建和河北，中部的湖北，东北

的辽宁、吉林、黑龙江，西部的重庆、陕西、内蒙古和宁夏，将陕西与这些省份进

行比较，可明显发现之间差距。 

（1）经济总量差距较大 

2010 年，陕西生产总值首次突破 10000 亿元，达到 10022 亿元，在全国位次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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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的上升到第 17 位。同期，东部各省（不含北京、天津、上海）生产总值平均为

31295 亿元，是陕西的 3.12 倍；如将北京、天津、上海三个地区数据计入，东部九

省、市生产总值平均为 25281 亿元，是陕西的 2.52 倍。中部、东北生产总值平均为

15806 亿元、12363 亿元，陕西与之相差分别为 5784 亿元、2341 亿元。西部四省中，

陕西超过重庆和宁夏，但与内蒙古相差 1633 亿元，“十一五”内蒙古生产总值平均

增速为 17.6%，远大于陕西的 14.8%，“十二五”期间，陕西与内蒙古经济总量差距

有继续扩大趋势。 

2010 年，根据第六次人口统计数据计算出陕西人均生产总值达到 26848 元，按

平均汇率折算为 4169 美元，在全国排名第 15 位。同期，东部（不含北京、天津、

上海）人均生产总值平均为 7384 美元，陕西与之相差 3215 美元，计入北京、天津、

上海三个地区数据，东部人均生产总值平均为 11102 美元，是陕西的 2.66 倍。中部、

东北人均生产总值平均为 4288 美元、5162 美元，陕西与之分别相差 119 美元、993

美元。在西部，陕西仅仅超过宁夏，与内蒙古、重庆分别相差 3156 美元、80 美元。 

从比较中能看得出，尽管陕西经济总量在全国的位置有所进步，人均生产总值

也进入中等偏上收入范围，但陕西与国内已步入中等发达程度的省份的差距还是比

较大的，从这一点来讲，陕西现在还刚属于中等偏上收入省份，距离中等发达省份

还有相当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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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陕西与中等发达省份生产总值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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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陕西与中等发达省份人均生产总值对比 

（2）经济结构不尽合理 

2010 年，陕西三次产业结构为 9.9:53.9:36.2。中等发达省份中东部广东：

5.0:50.4:44.6，北京：0.9:24.1:75，中部湖北：13.6:49.1:37.3，东北辽宁：8.9:54.3:42，

西部内蒙古：9.5:54.6:35.9。与大部分中等发达省份一样，陕西第二产业比重较高，

第一产业比重相对较低，但第三产业比重太低，甚至与全国平均水平有很大差距，

说明陕西还处于工业化发展中期阶段，仍处于工业主导经济的发展阶段。 

2010 年，陕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 8562 亿元，占 GDP 比重 85.4%。中等发

达省份中东部这一比值全部低于 80%，中部、西部、东北几乎全部高于 80%。2010

年，陕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3148 亿元，占 GDP 比重 31.47%，这一数值在全

部中等发达省份中仅高于宁夏和内蒙古。说明，各省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性普遍

较高，而陕西对投资的依赖性更强，也说明陕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还远远不够。 

2010 年，陕西非公经济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 49.5%，东部江苏、浙江分别为

53%、63%，可以看出，陕西的市场化建设与发达省份也有相当距离。 

表 1   2010 年各省三次产业增加值比重对比 

省份 一产增加值比重（%） 二产增加值比重（%） 三产增加值比重（%） 

广东 5 50.4 44.6 

山东 9.1 54.3 36.6 

湖北 13.6 49.1 37.3 

内蒙古 9.5 54.6 35.9 

辽宁 8.9 54.3 37.1 

陕西 9.9 53.9 36.2 

说明：数据采自各省 2010 年经济与社会发展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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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外贸易总值偏低 

2010 年，陕西外贸进出口总额为 120.81 亿美元，其中出口 62.07 亿美元，进口

58.74 亿美元，对外贸易额占 GDP 比重仅为 7.76%。同期，东部进出口总额、出口、

进口分别为 4165.99 亿美元、2012.91 亿美元、2153.08 亿美元，分别为陕西的 35 倍、

33 倍、37 倍；中部进出口总额、出口、进口分别为 259.06 亿美元、144.41 亿美元、

114.65 亿美元，分别为陕西的 2.2 倍、2.3 倍、1.95 倍；东北进出口总额、出口、进

口分别为 410.05 亿美元、212.92 亿美元、197.13 亿美元，均为陕西的 3.4 倍。尽管

陕西在西部各省中排第二位，但在全国范围内，陕西的对外贸易总值还很低，这也

是造成陕西经济实力落后于已进入中等发达省份的重要原因。 

将陕西与外贸大省广东比较，差距更为明显。2010 年，陕西新批外商投资项目

139 个，合同外资 22.1 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 18.2 亿美元，全年对外承包工程合同

额 18.2 亿美元。同期，广东新批外商投资项目 5641 个，合同外资 246.01 亿美元，

实际利用外资 202.61 亿美元，全年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 22.78 亿美元，差距显而易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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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陕西与中等发达省份对外贸易对比 

（4）科研对经济贡献力不强 

陕西是一个教育大省、科研大省，大专院校、科研机构数量在全国始终名列前茅，

每年的科研投入、科研成果在全国名列前茅，但科研优势并没有在经济发展中体现出

来。2010 年，陕西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占生产总值比重、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授权数分

别为 2.3%、1.6 件，同期，中等发达省份中广东这两项数值分别为 1.8%、3.8 件，湖

北：1.64%、0.7 件；内蒙古：0.75%、1.6 件；辽宁：1.5%、0.5 件，显然，陕西科研

投入最高，但陕西的生产总值最低，说明陕西的科研优势并没有相应的转化为经济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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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与广东、内蒙古的比较中也能发现，陕西科研投入比重高于这两个省，但科研产

出却小于这两个省，说明陕西科研产出率还有待于提高。 

表 2  2010 年陕西与中等发达省份科研投入、专利授权数对比 

项目名称 陕西 广东 湖北 内蒙古 辽宁 

生产总值 10022 45473 15806 11655 18278 

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占生产总值比重（%） 2.3 1.8 1.64 0.75 1.5 

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授权数（件/万人） 1.6 3.8 0.7 1.6 0.5 

说明：数据采自各省 2010 年经济与社会发展公报。 

（二）陕西经济上台阶的优势及制约因素分析 

1．陕西经济上台阶的优势分析 

陕西经济综合实力上台阶面临着诸多难得的机遇，陕西也有着其他省份难以比

拟的优势。无论是矿产资源储量，还是教育科研数量，陕西在全国都有较为靠前的

排名。 

（1）资源优势 

“十一五”陕西之所以能获得快速发展，与开采丰富的地下资源有很大关系。

据有关部门探测，陕西地下资源储量大，种类多，陕北蕴藏优质煤、石油、天燃气、

盐，关中有煤、金、钼，陕南有天燃气、黑色金属、有色金属、贵金属等矿产，全

省矿产资源储量潜在总值超过 42 万亿元，约占全国三分之一，居全国之首。在这些

资源中，能直接促进经济发展的如煤、石油、天燃气、金、钼、盐等矿产储量均排

全国前列。“十二五”期间，陕西经济迈上新台阶，保持经济总量持续增长，必须发

挥资源优势，对资源继续进行有序开发。 

（2）科技优势 

无论是科技人力资源，还是科研成果拥有量，陕西都有较为突出的优势。从 2009

年的统计数据上能看出，学校多、学生多，每十万人口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达 3045

人，在全国排名第 4 位，高等院校 89 所，在全国排名第 12 位；科研投入大，国家

财政性教育经费 266 亿元，在全国排名第 15 位，全省大中型工业企业 R&D 经费 56

亿元，R&D 项目 3574 项，在全国排名分别为第 18 位、14 位，在西部均排名第二；

成果多，专利受理数 15570 项，专利授权数 6087 项，在全国均排在第 15 位，在西

部排第二位。如果能使这些科技优势充分发挥出来，那么陕西经济增长的速度将进

一步加快，经济增长的质量将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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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区位优势 

陕西具独特的区位优势，是连接我国东、中部地区和西北、西南的交通枢纽，

随着郑西高铁的开通，陕西与中、东部的联系更加紧密，合作更加顺畅。未来，西

安—兰州、西安—大同、西安—成都高速铁路将逐步建成，西安的交通枢纽地位将

进一步提升。陕西还是重点开发建设的国家能源重化工基地，是国家重点科研教育

园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国内重点旅游地区。这些优势将成为陕西在“十二

五”期间迈上新台阶的有力保证。 

2．陕西经济上台阶的主要制约因素 

尽管有诸多优势存在，但是，陕西经济上台阶仍面临不利因素。 

（1）资源制约 

陕西既是资源大省，也是资源分布不均衡的典型省份。陕北地下矿产资源丰富，

但水资源短缺，“十二五”期间解决好工业用水问题将成为陕西经济能否保持快速增

长的关键；陕南水资源丰富，但地下矿产资源稀缺，即使已在汉中地区发现油气田，

但进入实际开采还需时日。 

（2）环境制约 

在资源开发带动下，陕北经济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但伴随的是生态环境的持

续恶化，地下水、地表植被遭到破坏，地面塌陷，大规模的资源开发已经造成许多

地区不适宜生存；陕南地区，盲目开垦、陡坡耕种等造成地表植被破坏，引起的水

土流失越来越严重，加上秦巴山区复杂的地质条件、独特的气候环境，滑坡、崩塌

等地质灾害频繁发生。如何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保持经济快速增长成为陕西“十

二五”必须面对的难题。 

（3）经济结构 

经济结构不合理在陕西尤为明显，第三产业比重在“十一五”时期不增反降，

工业始终是引领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尽管陕西在“十二五”时期依然要将经济总

量扩张作为主要的发展目标之一，但如何发展第三产业应该是陕西在“十二五”必

须考虑的问题。同时，非公经济发展缓慢也成为陕西实现跨越发展必须解决的难题。 

（4）城镇化 

历史经验证明，伴随工业化的发展，城镇化水平会相应的提高，但与其他发达

省份相比，陕西城镇化水平还是比较低的，2010 年，城市化率仅为 42%，而全国城

市化率达到 49%，差距显而易见。值得注意的是，在推进城市化的各类规划、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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