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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叶伟 特约通讯员薛振宇

近日，西安高新区发布《西安高新区

2025年“打造世界领先科技园区 助力西安

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若干举措》（以

下简称“24条举措”），聚焦提升原始创新

能力、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能、强化企业

创新主体地位等 9个方面，推出加速布局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等24条举措。

作为西安市科技创新“主战场”，西安

高新区将始终坚守“发展高科技、实现产

业化，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初心与使

命，紧扣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主

线，致力于建设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助力

西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近年来，丝路科学城加快建设国家重

大科技基础设施，提升硬科技创新成果转

化效能，增强硬科技创新动能，以创新驱

动培育发展动能，助力西安区域科技创新

中心建设。

大科学装置是国之重器和科技利

器。目前，位于丝路科学城的高精度地基

授时系统即将进入设备调试阶段，先进阿

秒激光设施项目业已正式启动。中国科

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搬迁工作正在推进

中，中国科学院时间基准及应用、超快光

科学与技术、黄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等

项目签约进驻西安科学园，将促进大科学

装置集群的协同发展，加强原始创新突破能

力和大科学装置对科技创新的强力支撑。

同时，丝路科学城利用先进光子器件

工程创新平台、奕斯伟研发中心等小试中

试平台培育技术经理人与科创合伙人，加

强企业与高校、院所合作，搭建产学研合

作平台，构建协同创新机制，夯实新质生

产力根基。

为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24条举

措”通过全力搭建由重大基础设施、重点

实验室、重点研发机构等组成的创新平台

网络3条关键举措，持续强化从“0-1”原始

创新能力。

加速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以“一

装置一方案一专班”的工作机制，扎实推

进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国家高精度地基授

时系统建设。同时，围绕重大基础设施，

积极探索建立“沿途下蛋”机制，推动科研

成果高效转化。

持续深化与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合

作。目前，中国科学院西安科学园建设已

初见成效，今年将完成中国科学院地环所

整体搬迁与升级，并建成 3个省部级重点

实验室，大幅度提升高新区在环境科学、

地质研究等领域的原始创新策源能力。

加快建设新型研发机构。为促进光

子、新能源汽车、空天科技等优势产业领

域科技创新与产业深度融合，西安高新区

已建成空天动力陕西实验室，同时正加快组

建光子科技陕西实验室、新能源汽车陕西实

验室，加速前沿探索和颠覆性技术创新。

同时，“24条举措”提出，从新建技术

创新中心、建设中试小试平台等 4个方面

全力畅通科技成果转化链条，推动技术成

果从样品到产品、从产品到产业、从产业

走向市场的全流程转化。

推动产业链群提质增效

科技强则产业强，产业强则经济强。

2024年，西安高新区实现规模以上工

业总产值 4106亿元，增加值增速 6.8%，在

西安市占比 49.3%；工业投资额 369.78亿

元，在西安市占比 37%。今年第一季度，

西安高新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1006亿

元，同比增长16%，实现历史新突破。

近年来，西安高新区以强化政策引领

与产业战略布局、健全完善企业梯度培育

制度、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新赛道 3个方面

为抓手，全力打造产业培育沃土，加码“培

壮”新质生产力，助力西安区域科技创新

中心建设。

2024年，西安高新区在陕西省率先发

布《加速推动新型工业化 发展新质生产力

实施方案》，提出“9个新”实施路径，锚定

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

等战略领域，着力构建“55611”现代化产

业体系，形成新能源汽车、光电子信息、新

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五大

主导产业，成功打造汽车产业、电子信息

两个“千亿元级产业集群”，成为全球规模

最大的闪存芯片生产基地和新能源整车

生产基地。同时，西安高新区聚力实施科

技型企业培育，全力构建“苗圃-孵化器-
加速器-产业园”孵化体系，持续开展“上

市企业后备库”建设，打造硬科技上市企

业集聚地，并聚力实施专精特新企业培

育，健全完善专精特新企业梯度培育库。

此外，西安高新区聚焦光子、空天动力、医

工融合等 8个新赛道，积极创建国家未来

产业先导区。

为进一步推动产业链群提质增效，

“24条举措”提出，西安高新区将进一步巩

固提升优势产业，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前

瞻布局未来产业，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巩固提升优势产业。做大做强先进

制造业，加快推动其数字化、智能化、绿色

化改造升级，数字化改造覆盖率达 80%以

上，新增国家绿色工厂不少于8个。

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加大力度培育

战略性新兴产业，聚焦航空航天、新能源、

新材料等重点领域，开展新产品、新装备

攻关，争取营业收入增速达到8%。

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超前谋划积极

布局未来产业，依据国家高新区新赛道

培育计划，西安高新区已将光子、智能

网联汽车、无人智能系统等 8 个新赛道

上报工信部，全力争取全部纳入国家培

育计划。

此外，“24条举措”提出，西安高新区

将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

系，推动企业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跨

越。比如，精准实施“五培工程”。持续

壮大科技创新主体基本盘，力争高新技

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均突破6500
家；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均超15家，新增2家

上市企业。

深化人才体制机制改革

人才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

“24 条举措”从深化人才体制机制改

革、构建一流科技创新服务等方面，推动更

多人才留在西安高新区，成为“高新人”。

在深化人才体制机制改革方面，优化

人才认定标准。突破薪酬、社保等限制，

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科

创人才评价体系，计划新培育3000名硬科

技创新人才，加快引进紧缺急需人才。推

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深化与西

北工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等高校的

合作，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示范

样板，大力推行“校招共用”“定制班”等

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进一步推动高

校“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动态匹配。

西安高新区科技创新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西安高新区积极推进“校招共用”

引才用才。推动西安高新区重点产业链

企业、骨干企业联合西安交通大学、西北

工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等陕西省

高校，按照“高校聘、企业用、政府助”的

思路引进海内外优秀人才，为企业开展

科技咨询、产品开发、成果转化、科学普

及等服务，支持聚焦关键核心技术和产

业链薄弱环节，深度参与企业需求协同

攻关；加快组建“科学家+工程师”队伍建

设，推动驻市高校院所青年科技人才到

高新区担任“科技副总”，企业选派优秀

人才到高校院所担任“产业教授”，推动

多渠道人才流动。

同时，西安高新区将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营造重商优商、安商富商的良好氛

围。推动政务服务智慧高效。深化“高

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提升集成化服务水

平；聚焦企业诉求，深化亲商助企机制，

推动形成“政产学研用金介才媒”一体化

融合服务生态。

提级企业服务水平。2025年力争服

务企业超过 2000家，开展产业论坛、人才

招聘会、项目路演等各类活动 100场。

“24 条举措”还提出，将从优化完善

科技金融服务、建设特色专业园区载体、

加强对外科创交流合作等方面，助力西安

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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