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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关中—天水经济区规划》明确了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

战略目标和历史使命，正在实施的 “十二五”规划，成为实现这

一目标的有力推手，西安发展面临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在

此之际，回溯历史，立足当前，展望未来，进一步理清发展思路，

把握发展重点，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

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导致所有城市都不同程度、不可避免地融

入全球经济体系之中，城市成为全球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支点，既

是全球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者和市场，同时也是人员、资金、技术、

信息和知识流动的中心环节。西安国际化大都市的构想正是在这

种国际国内关系背景之下应运而生的，开展西安国际化大都市战

略研究，就是要在充分学习吸收世界先进城市成功经验的基础上，

分析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基础条件、国内外环境，从而制定

符合西安实际的战略定位及目标，吸取国际大都市发展道路中的

教训，找准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战略重点和突破口，走出一

条具有西安特色的国际化道路，建设一个在国际城市舞台上独特

的融历史传统与现代文明和谐共生的西安。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上
SHANG

篇
PIAN



第一章 绪 论

9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宏观背景

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以来，西安经济发展

和城市建设进入了一个高速的发展阶段，已建成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体

系和城市服务体系，成为我国内陆经济发展增长快、综合经济科技实力

强、对外开放度较高的城市，是我国首批向世界各国推介的四个最佳旅

游目的地城市之一，是国家重要的装备制造业和国防工业基地。2010

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3241. 49 亿元，比上年增长 14. 5% ; 财政总收入

510. 69 亿元，其中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完成 241. 86 亿元; 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 1611. 04 亿元，同比增长 18. 9% ;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3250. 56亿元，同比增长 30. 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

纯收入分别达到 22244 元和 7750 元，同比增长 17. 3%和 23. 5%。经济

结构不断优化，三次产业结构比为 4. 3∶ 43. 5∶ 52. 2。2010 年，全市旅游

总人数达到 5285. 18 万人次 ( 其中境外 84. 18 万人次) ，实现旅游业总

收入 405. 18 亿元，同比增长 36. 4%。全年实际利用外资 15. 67 亿美元，

成为西部地区招商引资发展最快的城市。目前，西安已进入加速发展时

期，面对全球经济发展新态势和国家发展战略部署，加快整合西安比较

优势，不断创造城市的凝聚力和辐射力，将成为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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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支撑点。

一、全球化与信息化发展趋势

随着经济与科技的发展，特别是信息时代的到来，当今世界已进入

以经济竞争力为核心的全球化时代，全球形成了一个由资本、金融、信

息、技术等要素构成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网络体系。全球化与信息

化进程导致了大多数城市主动或被动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之中，每一个

城市都将成为全球体系中的一个完整部分，既是全球商品和服务的生产

者和市场，同时也是人员、资金、技术、信息、知识流动的中心环节。

在这种背景下，一个国家或城市的发展不再仅仅是一种地域性或封闭性

的现象，而是超越国界，融入全球一体化发展之中，并受到各种条件影

响的发展过程。现代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依赖，主要不是自然资源，

而是知识与信息资源。如何在全球化趋势的引领下，立足全球化的高

度，更好地发挥优势作用，从更广的范围和更深的层面上，加快研究和

制定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发展战略，寻找发展的有利条件和路径，延

伸地域发展特色，将是本课题研究需要考虑的重点。

二、城市化进程

进入 21 世纪，世界城市化的发展趋势进一步增强，世界银行指出，

城市发展将是处于第一位的重大事件，城市人口将会大大增加。从本世

纪初到 2020 年，我国社会将从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国家，转型为一

个以城市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到 2030 年，我国从农村转移出来的人口

估计将达到 4 亿多人，因此，我们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

化浪潮。

城市在人们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愈发重要，并逐渐居于绝对主导

地位。城市化是推动经济增长、提高就业机会、摆脱贫困、实现温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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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文化教育、实施社会保障的主要推动力。而且当今的城市化进程是

伴随着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条件发展的，其明显的时代特征是各种经济资

源的全球性流动增长，打破了国家的界限，城市之间的经济网络开始主

宰全球经济网络①。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城

市化水平显著提高。1993 年城镇化率为 28%，2009 年已达到 46. 6%，

并以每年 1%的速度增长。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带动了工业化崛

起，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明显增强，对外经济的互动关系更为紧密，在

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及其作用日益凸显。一方面，随着世界经济中心的转

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机遇，使我国内外经济联系的规模

迅速增大; 另一方面，各国之间的竞争，更加突出地体现在各国中心城

市之间的竞争。

因此，伴随世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全球城市网络体系将不断

扩大，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国际化城市也会不断增加。加速城市的崛

起，建设国际性城市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提升城市地位、增强城市竞

争力的迫切要求。如何借鉴发达国家建设世界型城市或国际化大都市的

发展模式和成功经验，科学分析和准确定位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战略

目标和发展模式，是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应慎重思考、深入研究和积

极探索的重要内容。

三、区域化发展

进入新世纪，在经济发展区域化与全球化的双重作用下，依靠市场

力量整合城市群发展的第三次浪潮已经出现，而且成为主流。在日益完

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加大力度发展更多的布局合理的城市群，已成为

① 周振华 . 崛起中的全球城市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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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我国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必然要求。目前，珠三角城市群开始扩

展升级，一个包括香港、澳门在内的大珠江三角洲城市圈正在形成; 长

三角城市群也开始了新一轮的合纵连横，一个以上海为轴心，通过高速

公路整合，直径为两个小时路程的大长江三角洲城市圈已经启动。除此

以外，全国形成多个以 “都市圈”、“城市群”、“城市经济圈”命名的

经济协作区域。从西安的实际看，2005 年初，市委、市政府按照科学

发展观的要求，就明确提出了 “国际化、市场化、人文化、生态化”

的“四化”发展理念，表明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西安正以谋求更

为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其独特的地位和

作用得到显现，为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提供了基础条件。更为重要的

是，2009 年 6 月国务院批准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明确提

出了加快推进西 ( 安) 咸 ( 阳) 一体化建设，着力打造西安建设国际

化大都市的发展目标。面对历史机遇，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应积极审

视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借鉴已取得的成功经验，创新发展路径，推进发

展势头，扩大建设成果，合理架构发展空间，不断探索适合西安特色的

发展道路。

第二节 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意义

城市的国际化程度体现了一个城市与国际联结的紧密程度。更多更

深入地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既是中国城市的发展要求，也是世界对发展

中的中国城市的期待。加快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不断提高西安在国家乃

至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不仅是实现我国国家总体发展战略、

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本要求，而且是提升我国

国际文化形象、保障国防事业和提高区域城镇化水平的重要保证，更是

西安面向国际、融入全球经济的战略选择，其意义重大而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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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关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根本

建设西安国际化大都市是国家对西安的重托和期望，是国家总体发

展战略的体现。西部大开发在我国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中具有重要战略地

位，中西部地区是我国经济区域发展战略的平衡点，而西安是西部地区

经济发展的中心之一，西安创建国际化大都市，对深入推进西部大开

发、实现国家西部和中东部地区经济的均衡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

二、提高我国国际影响力的支撑

(一) 符合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

我国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

心和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西安高校、科研院所云集，科教综合实力名

列全国前茅，特别是国防科技综合实力居全国之首，同时也是航空、航

天、电子、装备等“国家队”的集中地，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

要基地。虽然北京、上海的科教实力比西安强，但北京是政治中心，上

海是金融中心，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建设可以进一步促进西安科教资源的

整合发展，建成中国的科技教育中心，并成为享誉国内外的中国创新科

技城，对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不仅可以辐射带动西

部大开发，而且可以辐射中亚、西亚各国，还可与欧盟各国进行高端合

作，最终成为亚欧合作的中国基地。

(二) 提升中国国际文化形象的途径

经济与文化是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共生体，文化的繁荣必然带来经济

的繁荣。文化形象是一个国家宝贵的无形资产，是加强国际交流与对

话、提升国家形象的重要载体，也是衡量国家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尺度。

新时期我国要树立自己的国际形象，文化品牌建设是必不可少的一部

分。西安位居我国八大古都之首，同时是世界四大著名古都之一。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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