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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 论

一、研究背景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经济全球化的基础是

区域经济一体化。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

已在全国各地风生水起。西安、咸阳曾是我国的政治、经济、军

事和文化中心，对我国的历史发展进程起到过重要的作用。新

中国成立后，在国家的支持下，西安、咸阳两地社会经济发展很

快，到 20 世纪 70 年代，已是我国重要的科技、文化、教育、医疗

卫生和经济发展中心之一。然而，在改革开放的 30 多年里，西

安、咸阳两地的经济虽然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与沿海地区、中

东部地区的一些城市比较明显滞后。进入 21 世纪后，面对国内

其他城市的激烈竞争，西安、咸阳两地必须走经济一体化之路，实

现经济融合，才能增强两地的竞争力，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速

度，进而带动全省经济发展，缩短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差距。

( 一) 西安、咸阳经济一体化必然性分析

1．西咸经济一体化的历史渊源

西安、咸阳两市是我国周、秦、汉、隋、唐等 13 朝的古都，历

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同是驰名中外的历史文化名城和千年古

都，两市又同处关中平原中部渭河流域，这在中国城市关系中也

是一个极为独特的现象。历史上两市互相依存，或彼此隶属，或
—1—



者对等而设，其关联度始终是非常高的。明清时，咸阳为西安府

管辖，民国时和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咸阳直属陕西省政府，

1966 年曾属西安市。自古以来，两市的经济、科技、教育、文化、

艺术交流与合作也一直没有中断过，民间交流交往更甚频繁，人

们在生活习惯、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等方面高度相

似。就居民消费来说，西安、咸阳两市居民在两地互相消费，在

购物、餐饮、旅游、娱乐等方面尤为突出。因此两市从内在需求

上就缔结了经济一体化的渊源。特别是在新世纪，推进两市经

济一体化，既是省委、省政府和两市决策层的共识，也更是历史

发展的必然。

2．西咸经济一体化的现实需要
( 1) 符合市场经济内在发展规律的需求。市场经济就是由

价格对资源进行配置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体系中，价格对资源

的配置起主导作用，引导生产要素合理流动，促使产业在区域以

及世界范围合理分工。市场经济越是发达，在区域内价格对经

济发展的调节和推动作用越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越快，程

度越深。经济全球化的基础是区域经济一体化。欧盟各国经济

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典型范例，中国的新疆乌昌一体化、河南

郑汴一体化、成渝一体化等各大经济体所取得的成效也毋庸置

疑。我国今天的市场经济脱胎于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

济发育还很不完善，与市场经济体系相配套的体系还没有建立

起来，价格还不能完全发挥对资源的配置功能。目前我国的市

场经济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还有距离，但随着我国市场

经济的加速完善，价格对资源配置作用越来越强，会有力地促使

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我国珠三

角、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区域经济中心的形成就明确地说明

了这一点。因此，西咸经济一体化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内在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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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必然要求，不是任何人为所能改变的。西咸两地只有按照这

一要求加快西咸经济一体化，才会对西咸经济发展更有益。由

于西安市有“三长两短”的市情，即科技力量长、加工工业长、文

化旅游长、原材料工业短缺、能源工业短缺，而咸阳市却有丰富

的土地、矿产、旅游、人力资源和广阔的市场，因而就决定了双方

在资源配置、功能分区、产业布局等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而

实施西咸经济一体化既可以取长补短，又可以解决两市自身在

合作与交流方面的局限性，同时又可以消除两市在一些行业、产

业和领域的发展中受到的相关制约因素。所以推进西咸经济一

体化，不仅可以实现两市资源互补，发挥各自优势，同时也可增

强区域经济的规模效应，是一种现实的需要。

( 2) 西安、咸阳两地先天的地缘关系。咸阳市位于西安西

边，两市间中心直线距离 20 公里左右。20 世纪 80 年代初，出

于防洪和蔬菜生产的考虑，咸阳市一直沿渭河北岸向东西两个

方向发展，从而使咸阳市与西安隔河相望。20 世纪 80 年代后，

咸阳市的发展一举突破了渭河的限制，跨过渭河朝西安方向发

展，时至今日咸阳在渭河东南方向的发展已与西安西郊连成一

片，地域上的相邻相切性为生产要素在西安、咸阳两地的合理流

动、产业的合理分工和聚集提供了便利。这种便利所导致的低

交易成本使得西安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经济溢出在很大程度会被

咸阳吸收，所产生的经济张力很快会扩散到咸阳，使得西安、咸

阳经济发展成为不可分割的交集体，经济一体化成为必然。

( 3) 西安、咸阳两地资源互补。在进入 21 世纪后，西安市

发展空间和资源有效利用问题重新浮现，要再通过国家调整行

政区域规划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显然是

忽视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功能，其结果也达不到提高资源利用

效率的目标。只有通过西咸经济一体化，才能使西安、咸阳两地
—3—

第一章 导 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资源的互补性得到充分显现，对两地经济的发展发挥倍增效应。

在这方面，西安咸阳国际机场的建立和对两地经济发展发挥的

推动效应就是两地资源互补的有力例证，也是西咸经济一体化

的最好例证。此外，西安和咸阳两地在旅游、农副产品加工、建

立现代物流和服务业、国内外招商引资、基础设施建设、水资源

利用、发展现代能源化工、交通和装备制造业以及生物制药、光

电子产业等方面都有很强的资源互补性，尤其是高科技产业，已

经形成的发展模式是，研发在西安，生产制造在咸阳。这种模式

使得西安在信息、研发人才、资本、国际交流以及现代服务等方

面的资源优势与咸阳在土地、熟练技术工人、交通以及生产成本

等方面的资源优势充分得到了互补，使高科技产业经济一体化

走在西咸经济一体化的前列。

( 4) 来自国内大中城市的挑战。从全国的经济发展来看，

国家对陕西经济的发展，对提升陕西产业的竞争力，尤其是高新

技术产业的竞争力以及陕西关中地区城市群落的竞争力还是比

较重视的。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经国家批准先后在陕西关中

地区建立了国家级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宝鸡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杨凌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西

安阎良国家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以及省级渭南、咸阳和铜川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围绕着关中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

发展，陕西省后来提出了“一线两带”建设，即围绕着陇海—兰

新线陕西段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以及国家星火技术开发

带。这些措施和战略对于提高陕西经济的竞争力，提升陕西关

中地区城市群落发展的竞争力是大有帮助的。虽然如此，但在

陕西关中地区，以西安为代表的包括渭南、铜川、宝鸡、咸阳在内

的城市群落在全国的竞争力还是比较低的。陕西关中地区的城

市群落最终会发展成以西安为中心，弥漫分布于整个关中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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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于日本关东关西地区的紧密型超大城市群，到时其经济实

力会得到很大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完全有实力能够应对来自国

内其他城市的竞争。但时不待人，来自外部的竞争压力以及由

此引起的内部发展需求，要求西安、咸阳两地率先完成经济一体

化，从而为关中区经济一体化提供条件和打下基础，推动陕西经

济的发展。

( 二) 西安、咸阳两市经济一体化进程

2002 年 12 月 28 日，西安咸阳两市签订《西安—咸阳经济

一体化协议书》，提出西咸一体化战略。两市按照“市场主导、

政府推动、共生共赢、经济一体”的思路，围绕“规划统筹、交通

同网、信息同享、市场同体、产业同步、科教同兴、旅游同线、环境

同治”和“城市一体化、经济一体化、交通一体化、环保一体化”

的总目标，开始了全方位的合作。11 年来在两市共同推动下，

通过大量地、卓有成效地工作，西咸经济一体化工作取得初步

成效。

两市于 2004 年 7 月、2006 年 9 月、2007 年 6 月召开了三次

两市领导联席会议，分别签署了《备忘录》《西安—咸阳产业合

作战略框架协议》《2007 年西安咸阳经济一体化重点工作备忘

录》，为西咸经济一体化的顺利推进创造了良好条件。两市共

同编制《西安—咸阳经济一体化战略规划纲要》，签订了旅游、

工业、教育、科技、劳动保障等行业、部门专项合作协议 12 个，制

定了具体的实施方案，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西咸经济一体化的

推进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两市产业加快融合步伐，西咸共

建区建设成果显著。二是两市信息交流取得突破性进展，西安

咸阳电话升位并网工作于 2006 年 9 月 15 日成功实施，开创我

国两个独立的行政区域实施并网的第一例，统一了西安、咸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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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形象。三是交通道路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完成

机场中线、世纪大道与西安三桥段对接、关中环线、高渭路、尤火

路等一批道路建设。两市对沣河、皂河和太平河水质污染进行

了共同治理，使粮食的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同时，在两市的

广泛宣传和大力推介下，西咸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也在不断扩大，

西咸经济一体化已引起了国家西部办的高度关注，西咸经济一

体化列入开发“十一五”规划，成为国家西部大开发重点经济区

建设的重要内容。

2008 年 6 月，西安和咸阳两市提出将共建城市新区，以实

质性城市化建设推进西咸经济一体化。2008 年 8 月，陕西省政

府第 22 次常务会议，通过了《西咸一体化建设规划》，及“三区

一带”专项规划，并于年底印发，对西咸经济一体化建设过程中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进行了整体规划。

2009 年 6 月 25 日，国务院批复颁布《关中—天水经济区发

展规划》，提出加快推进西咸一体化建设，着力打造西安国际化

大都市。

2009 年 7 月，陕西省开始研究编制《西咸新区规划建设方

案》，11 月陕西省政府正式出台《西咸新区规划建设方案》，并于
12 月印发关于西咸新区规划建设的方案。西咸新区主体包括

泾渭新区和沣渭新区。主要规划范围涵盖西安和咸阳两市接合

部，将渭河作为西咸新区的中轴线，西起正在规划的西咸环线，

东到泾渭交汇口，东西距离 50 公里、南北扩展 5 到 10 公里的整

体区域范围。同年 12 月 1 日，经西安市委常委会议批准，决定

成立西安沣渭新区管委会。

2010 年 2 月 21 日，沣渭新区管委会、咸阳市泾渭新区管委

会成立。

2010 年 12 月 21 日，国务院印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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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推进西安咸阳一体化进程和西咸新区建设。

2011 年 5 月 31 日，陕西省政府设立西咸新区开发建设管

理委员会。

2011 年 6 月 13 日，省政府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

会，发布《西咸新区总体规划》。西咸新区位于西安、咸阳两市

建成区之间，东距西安市中心 10 公里，西距咸阳市中心 3 公里，

西起茂陵及涝河入渭口，东至包茂高速，北至规划中的西咸环

线，南至京昆高速，规划区总面积 882 平方公里，其中规划建设

用地 272 平方公里，包括空港新城、沣东新城、秦汉新城、沣西新

城、泾河新城五个组团，如图 1 － 1 所示。区内现状人口约 90

万，城镇化水平 23%。行政区划涉及西安、咸阳两市的 7 个县
( 区) 、23 个乡镇( 街办) 。

2011 年 7 月 28 日，西咸新区举行集中开工仪式，基础设

施、统筹科技资源产业示范基地、保障房建设等总投资 461. 38

亿元的 26 个项目集中开工。

2011 年 8 月 10 日，省政府制定印发《关于加快西咸新区发

展的若干政策》( 陕政发〔2011〕46 号) 。

2011 年 8 月 23 日，西咸新区管委会与华晨汽车集团、海韵

荣华投资集团签署投资 200 亿元的项目合作意向书。

2011 年 9 月 1 日—5 日，西咸新区在乌鲁木齐参展首届亚

欧博览会，“创造现代田园城市”主题展区得到各界关注。

2011 年 9 月 9 日，西咸新区管委会与国家开发银行陕西省

分行签署开发性融资协议。

2011 年 10 月 25 日—30 日，陕港澳经贸合作活动中，西咸

新区签约 9 个项目总额约 800 亿元，占全省签约额的 80% ;在香

港发起设立了西咸发展基金，首期募集金额 20 亿美元; 西咸新

区 33 条投资优惠政策正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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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1 西咸新区规划图

2011 年 11 月 16 日，西咸新区管委会与延安市政府签署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

2011 年 11 月 25 日，西咸新区举行新员工培训结业典礼。

2011 年 12 月 1 日，西咸新区与金融机构对接会召开，并与

5 家银行签署总计 600 亿元战略合作协议。

2012 年 1 月 5 日，西咸新区泾河新城中国锂产业园项目签

约仪式在西安隆重举行。

2012 年 2 月 6 日，景俊海副省长赴西咸新区调研强调，高

举秦汉历史文化旗帜，建设特色历史文化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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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2 月 21 日，国务院批复《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

划》，将西咸新区列入全国五个西部地区重点城市新区，明确提

出打造区域性中心城市核心区和现代田园城市。

2012 年 2 月 29 日，西咸新区沣西新城举办基础设施项目

集中开工仪式，总投资 30 亿元的“十路二桥二泵站”项目开工。

2012 年 3 月 3 日，西咸新区空港新城举行 2012 年首批重点

项目集中开工仪式，西部飞机维修基地等总投资额达 163 亿元

的 8 个项目开工。

2012 年 3 月 15 日，陕西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

会———“陕西省西咸新区宣传语、LOGO”正式对外公布。

2012 年 3 月 31 日，西咸新区举行泾河新城重点项目集中

开工暨秦龙现代生态智能创意农业园奠基仪式，30 个开工项目

总投资额达 800 亿元。省长赵正永出席并发布开工令，省委常

委、副省长江泽林讲话。

2012年 4月 5日—9日，在第 17 届西洽会期间，西咸新区共

签约 29个项目，总投资 1304. 93 亿元人民币，其中合同项目 27

个，合同项目投资总额 1104. 93亿元，合同引进外资 2. 4亿美元。

2012 年 4 月 20 日，国家开发银行陕西省分行和西咸新区

管委会联合召开《西咸新区系统性融资规划》论证会，通过专家

论证。

2012 年 5 月 19 日，西咸新区泾河新城森禾现代花卉科技

产业园开工仪式在泾河新城举行，副省长祝列克出席了仪式。

( 三) 西安、咸阳经济一体化发展中的问题

西咸一体化是自上而下由政府推进，还是自下而上由市场

融合来主导，自西咸两市在 2002 年签署一体化协议以来，此类

的争论就从没有停止过。有专家认为应借鉴墨西哥和印度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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