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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带动地区经济提质增效的排头兵，国家高新区是我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主要战略力量，在西部地区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西部地区的39个国家高新区为研究对象，以2018年度国家科技部火炬统计数据为基础，采用定

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式，分析西部地区国家高新区发展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提出实现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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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简称“国家高新

区”）作为知识密集、创新资源聚集和践行对外

开放的特定区域，经 30 年的发展，已成为我国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主要战略力量 [1]。截至 2018
年年底，西部地区共有国家高新区 39 家。但是，

从总体来看，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综合

创新水平较低，能源消耗和资源主导的经济增长

模式仍十分明显。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

质量发展阶段 [2]，西部地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应在

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方面走在前列，提高所在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效益和竞争力，进一

步提升辐射带动能力，发挥桥头堡作用。因此，

本文对西部地区国家高新区发展现状进行分析，

挖掘西部地区国家高新区高质量发展存在的不足

及短板，提出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议。文中涉及的

相关统计数据，除单独注明来源外，均来自 2018
年全国火炬统计数据 [3]。

1 概况

党的十八大以来，西部地区国家高新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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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2012 年西部地区建有 24
家国家高新区，经过 6 年发展，2018 年增至 39
家，增长了 62.5%。随着新建高新区数量的增加，

园区及区内企业多项经济发展指标也实现增长。

2018 年，西部地区国家高新区企业共实现营业

收入 5.4 万亿元、工业总产值 3.7 万亿元、净利

润 3 472.13 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和净利润分别

比 2012 年增长了 71.04%和 124.50%，并且出口

总额达 5 238.51 亿元，占西部地区的 37.44%。目

前，以西部地区国家高新区为核心建设的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有 3 家，分别是成都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西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重庆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列入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建设序

列有 2 家，分别是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简

称“西安高新区”）和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简称“成都高新区”）。

西部地区国家高新区在国家政策的积极引导

下，其建设实践我国改革开放道路走向成功的生

动写照 [4]。西部地区国家高新区秉承培育和发展

新兴产业、实现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责任，

积极探索领先技术、前沿产业、创新模式，已成

为所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策源地 [5]。在创

新创业方面，西部地区国家高新区稳抓双创各项

工作，不断推进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等孵

化平台建设，承办创新创业大赛，逐步形成了链

条完整的创业孵化、金融扶持、成果转化、团队

人才聚集的创新创业良好环境。

2 发展特色

2.1 高新区主导产业各有侧重

培育和发展产业是高新区建设的重要内容

之一，高新区主导产业和发展路径的选择是否合

理，不仅影响高新区自身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而且关乎高新区所在地经济提质增效以及国家经

济竞争力的提高。西部高新区紧紧围绕高新技术

产业，重点发展智能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新

材料、现代能源化工、生物医药等。各高新区结

合经济社会发展中当地所具有的独特资源与有利

条件，大力发展特色支柱产业，形成比较优势，

增强高新区的综合发展实力和竞争力。

陕西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亦称

“中国农科城”，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依托，重

点发展绿色食品、涉农装备产业，建立我国第一

个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实现了我国

西部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为我国

农业的现代化做出贡献 [6]。榆林高新区位于能源

矿产资源富集区，重点发展煤化工产业，是陕北

国家能源化工基地的核心载体和综合配套服务基

地，该区近年来实施煤化产业高端化发展战略，

传统产业逐步迈向可持续发展。北海高新区所在

的北海市毗邻北部湾，海洋水产资源丰富，北海

港口岸成功入选国家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城

市，该区主导产业包括软件产业、电力电子产业

和海洋生物产业等。呼和浩特金山高新区背靠内

蒙古优质奶源基地，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发展

乳品业，区域内自然生态环境良好，培育了伊

利、蒙牛等国内乳业巨头企业，各项乳品相关专

利和知名品牌聚集区内。

此外，许多高新区也能够结合地区资源、地

理位置优势等发展特色高新技术产业，如攀枝花

高新区在钒钛钢铁领域、银川高新区在重藏医药

领域、合肥高新区在家电及配套领域等。高新区

积极引导国内外企业集聚、资源整合，突显更强

的能力与素质，不断推进高新区创新发展。

2.2 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引领示范作用突出

在我国西部的西安高新区和成都高新区已被

列入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建设序列，在高科技园

区发展中发挥着引领示范作用。

（1）西安高新区是于 1991 年成立的首批国

家高新区，是国家重点建设的 10 个世界一流高

科技园区之一，是中西部最具活力的科技城被誉

为“丝路硅谷”，主要发展半导体等主导产业。

西安高新区主要经济指标连续多年实现快速增

长，是中西部地区经济总量最大的高新区。2018
年，园区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1.15 万亿元、工业总

产值 8 249.99 亿元，均在西部 39 个高新区中位

列第一；其出口总额 1 595.41 亿元，位列第二。

国务院于 2015 年批复西安高新区建设国家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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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示范区，推动高新区再一次成为制度创新高

地、改革开放窗口。园区内注册的 6.9 万余家企

业，将进一步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在“一带一

路”上走出具有自己特色的道路。

（2）成都高新区是于 2015 年获批建立的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2018 年开始建设国家高质

量发展示范区和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成都高新

区着力提升产业能级、优化产业结构，以电子

信息、生物医药和新经济为代表的三大主导产业

支撑作用显著增强。作为四川省对外开放合作的

主要力量，外向型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

2018 年，成都高新区拥有注册企业 14.35 万家，

入驻世界 500 强企业突破 130 家；区内企业实现

出口总额 1 921.54 亿元，在西部 39 家高新区中

位列第一，占四川省的比重超过 57%。成都高新

综合保税区进出口总额首次跃居全国综合保税区

第一，电子信息产业占据全球重要一极，生物医

药产业在国家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综合竞争力排

名中进入前 10 位。

3 面临的问题

3.1 整体发展规模偏小

2018 年，西部地区国家高新区数量占全国

169 家国家高新区的 23.08%，区内工商注册企

业数量占 18.73%，企业年末从业人员占全国的

16.25%，营业收入、工业总产值所占比重分别为

全国的 15.61%和 16.72%。总体来看，西部地区

国家高新区经济发展、企业经营等指标在全国占

比较低，高新区整体规模偏小。与东部发达地区

相比，西部地区国家高新区发展较慢、规模较小

（表 1）。2018 年，东部地区有 70 家国家高新区，

约是西部地区的 2 倍，注册企业数量是西部地区

高新区的 3 倍。相较东部地区国家高新区，西部

地区国家高新区经济体量较小。西部地区国家高

新区 2018 年的营业收入和出口总额分别是东部

地区国家高新区的 25.30%和 19.53%。从每个国

家高新区平均情况来看，西部地区国家高新区也

普遍较低。西部地区国家高新区平均注册企业

1.11 万个，比东部地区国家高新区少 0.89 万个；

西部地区国家高新区平均营业收入为 1 385.40 亿

元，不足东部地区国家高新区的 1/2；西部地区

国家高新区平均出口额为 134.32 亿元，是东部地

区国家高新区的 1/3。
3.2 发展差距较大

3.2.1 高新区分布不均

西部地区在建设国家高新区、实现全面布局

方面快慢不一。我国西部地区 12 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建立了 39 个国家高新区。截至 2018 年

年底，四川省以 8 家国家高新区位居西部地区第

一，且在全国 31 个省份中位列第五；陕西省以

7 家国家高新区而位居西部地区第二。但其他地

区拥有国家高新区数量较少，如贵州省、甘肃省

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别仅有 2 家，青海省只有 1
家，西藏自治区目前仍为零。

3.2.2 各高新区差异性较大

西部地区的 39 个国家高新区批复建设时间

不同，起步基础条件不一，因此各高新区在发展

规模、带动就业、出口创汇等方面表现出较大的

差异性。从市场活跃程度来看，有 9 家高新区注

册企业数超过 1 万个，占西部地区国家高新区注

册企业总数的 4/5；但有 13 家高新区企业数不足

1 000 个，其中石嘴山高新区最少，仅有 74 个企

业。从发展规模来看，西安高新区的企业营业收

入和工业总产值最高。西安高新区的企业营业收

入是青海高新区的 153 倍，西安高新区的工业总

产值是银川高新区的 107 倍（表 2）。从经济外向

度来看，成都高新区出口总额最高，为 1 921.54
亿元。

表 1 2018 年部分西部高新区发展情况比较

地区
高新区

数量 /个
注册企业

/万个

营业收入

/亿元

出口总额

/亿元

高新区平均

企业数 /万个

高新区平均营业

收入 /亿元

高新区平均出口

总额 /亿元

西部地区 39 43.41 54 030.57 5 238.51 1.11 1 385.40 134.32

东部地区 70 140.04 213 538.61 26 822.26 2.00 3 050.55 38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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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发展基础较弱

3.3.1 新升级的高新区基础薄弱

近年来，西部地区国家高新区数量在不断

增加，但其中有 12 家是 2012 年以后才升级成为

国家高新区的。这些高新区在发展中虽然取得了

一些成绩，但客观地讲，当前还处于发展的起步

阶段。《新升级国家高新区“创新驱动战略提升”

行动工作指引》指出，新升级国家高新区在发

展中还普遍存在“体制不顺、基础较差、创新匮

乏、形象不佳”等问题。这些问题也体现在西部

地区国家高新区。

3.3.2 高新区活力有待进一步激发

西部地区国家高新区中发展水平较高的西

安、成都、重庆等高新区与北京、深圳、上海等

高新区相比，也存在差距。2018 年，西安高新区

企业投入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为 12.38 万人年，不

足中关村高新区的 1/2，也是位列第二的深圳高

新区的 65.40%；研发经费内部支出 410.90 亿元，

分别为中关村高新区和深圳高新区的 45.03%和

49.21%。与中关村等高新区相比，西部地区国家

高新区国际化和参与全球竞争能力一直是较弱的

一环。2018 年成都高新区出口总额虽然在西部

地区高新区位列第一，但仅是上海张江高新区的

77.40%。

高新技术企业和瞪羚企业是高新区开展创新

活动的主体，是高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

素。西安、成都、重庆等高新区的高新技术企业

虽然增长快速，但在数量上却与中关村高新区的

上万家、上海张江高新区的 3 000 余家等存在较

大的差距。截至 2018 年年底，西安高新区有效

高新技术企业为 1 157 家，成都高新区为 1 058

家，重庆不足 1 000 家。从科技部火炬中心与北

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联合发布的《国家高新

区瞪羚企业发展报告 2018》[7]来看，2018 年中

关村高新区拥有瞪羚企业数量排名全国第一，达

661 家，占总数的 23.14%；上海张江高新区排名

第二，拥有瞪羚企业 296 家；成都和西安高新区

分别排名全国第十和第十一，但更多的西部地区

国家高新区目前仍未培育出瞪羚企业。

3.4 高质量发展投入不足

高质量发展需要创新引领。近年来，西部地

区整体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有了一定提升，但关

键核心技术缺乏、科技人才不足、创新基础不牢

等问题仍然存在。此外，西部各地区国家高新区

在创新投入、人才水平方面表现出的不一致，也

影响了西部地区高新区高质量发展。

3.4.1 发展规模及创新投入水平不一

图 1 中纵横两条线分别为西部 11 个省份的

国家高新区企业“营业收入”和“研发投入”平

均水平线。从图 1 可以看出，陕西省的国家高新

区营业收入和研发投入最大，其次是四川省，重

庆市的研发投入虽然高于 11 个地区的平均水平，

但营业收入明显低于陕西省和四川省。其他地区

如云南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

的营业收入和研发投入都低于西部地区高新区的

平均水平，其中青海省的企业研发投入仅有 0.34
亿元。

3.4.2 技术创新及从业人员学历水平不一

图 2 中纵横两条线分别为西部 11 个省份国

家高新区企业“技术收入”和“万名从业人员大

专以上学历人数”平均水平线。从图 2 可以看

出，陕西省国家高新区技术收入和大专以上学历

表 2 2018 年西部经济实力较高与发展较慢的国家高新区比较

高新区
注册企业

/万个

从业人员

/万人

营业收入

/亿元

工业总产值

/亿元

出口总额

/亿元

西安高新区 6.91 52.99 11 505.60 8 249.99 1 595.41

成都高新区 14.35 39.64 6 360.98 4 259.90 1 921.54

重庆高新区 4.06 23.35 3 157.36 2 507.07 233.68

鄂尔多斯高新区 0.05 0.97 140.14 177.64 33.58

青海高新区 0.07 1.18 74.97 98.90 1.18

银川高新区 0.23 1.07 94.65 77.09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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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占比最高，其次是四川省。广西壮族自治区

高新区技术收入虽然高于 11 个省份的平均水平，

但从业人员中大专以上学历人数略少，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云南省、内蒙古自治区、贵州省高新

区与之相反。其他地区如甘肃省、青海省、重庆

市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等高新区技术收入和高学历

人员占比都低于平均水平，其中青海省、宁夏回

族自治区高新区的企业技术收入不足亿元。

4 发展路径与建议

根据西部地区国家高新区发展现状，从“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出

发提出其实现高质量发展路径选择 [8-9]，使西部

地区国家高新区加快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

级，扩大人才引进和对外开放，进一步发挥示范

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密切服务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需要，成为高质量发展领跑者。

4.1 高质量创新发展

西部地区国家高新区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

应加快从依靠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摆脱目前

部分高新区过度依赖自然资源、产业发展处于低

端的问题，不要让自然资源成为包袱。要积极培

育新动能，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争取更多突破，

推动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高度聚焦高新技术产

业领域，发挥政策优势，在新技术、新模式和新

服务上实现新的发展 [10]。

4.2 高质量协调发展

在高新区自身协调发展方面，必须坚持协

调的战略规划理念，把握近期、中期、远期工作

的统一谋划和推进，尤其是对新升级的国家高新

区，更要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加快真正意义上

成为国家高新区的步伐。逐步优化产业布局，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高

新技术产业和转型传统产业并行，积极发展新产

业、新业态，创造新模式、新产品，增强高质量

发展的新动能。在推进地区协调发展方面，高新

区在关注自身快速发展的同时，更应以点带面，

立足所在地区更大范围谋划布局。大力推进区域

全面协调发展，优化经济产业结构。在经济社会

协调发展方面，不断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区

内企业和人民群众的高质量生产生活环境，注重

高新区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建设。

4.3 高质量绿色发展

西部地区国家高新区规划和发展，要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把环境保护同经

济结构、民生发展、科技创新等方面一并考虑，

走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的道路，以保护生态环境

为核心，强化生态功能建设。在产业选择方面，

加快实现提档升级，瞄准新产业、发展新动能、

图 1 西部地区国家高新区营业收入与研发投入示意图

图 2 西部地区国家高新区技术收入与 
万名从业人员大专以上学历人数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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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新手段，以创新发展解决原有问题。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实现环境质量新提升，开展重点

领域、重点行业、重点区域集中治理，全力推进

大气、水、土壤三大领域污染防治。

4.4 高质量开放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进一步加大西部开放力

度，西部地区国家高新区扩大开放是高质量发展

的必由之路。因此，西部地区国家高新区必须牢

牢把握战略性机遇期，融入地区、全国乃至世界

经济体系，形成竞争开放新格局。高新区以科技

资源和开放窗口条件为依托，在对外开放方面具

有固有优势。要全面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

培育对外合作新模式，扩大交流和进出口，加强

与发达地区和国家高端合作。西部地区国家高新

区更应该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参与

国际分工，吸纳全球资源，进行生产服务，带动

所在地区实现跨越发展。

4.5 高质量共享发展

国家高新区的发展最终是要实现高质量发

展成果的共享，即带动地区经济增长，实现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国家高新区设立伊始就被给

予了基础好的城市区域，在发展过程中更要提高

思想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加快提升科技创新

水平，增强地区辐射带动作用和竞争力。西部地

区国家高新区应发挥后发优势，完善政策制度体

系，促进国内外人才、技术、资本、产业等要素

集聚 [11]，改善投资环境，完善双创服务链条，形

成一批开放经济活跃、辐射带动力更强的国家高

新区。同时，要发挥区位优势，在“一带一路”

建设的大背景下共建共识、互联互通，加强边境

贸易合作，发展符合自身特色的开放型经济，为

沿线各国创造新的发展机遇。

5 结语

国家高新区不仅要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更要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先行者，带动地区社会经

济增长方式发生质的转变。本文在分析西部地区

国家高新区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探讨西部地区国

家高新区高质量发展存在的不足及短板，面对西

部地区国家高新区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提出

西部地区国家高新区应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进

行高质量创新发展、高质量协调发展、高质量绿

色发展、高质量开放发展、高质量共享发展的发

展建议，应在党的十九大确定的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下，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新发

展理念，努力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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