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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创新视角下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发展机制策略研究
——以西安市为例

■孙英敏  孔苗苗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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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产业集群已成为各地区提高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西安国家中心城市的建立有

助于打造国家级产业集群区。本文通过分析西安市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发展的现状，以协同创新机制推动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发展

的政府政策、科技创新、知识、金融等关键要素分析，并提出了加快西安市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发展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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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西安市是陕西省省会、特大城市、关中平原城市群核心城

市，国家重要的科研、教育、工业基地。如今，随着西安市特

大城市及西咸一体化建设进程的不断深入，为先进制造业的发

展提供了重要契机。产业集群化发展能够优化经济发展模式、

实现专业化分工、提高创新效率，在协同创新背景下，集群发

展已成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先进制造业集

群是指拥有先进技术和先进产业的区域性企业，它们因发展需

要而相互联系，形成的一种具有高度扎根和网络化特征的产业

组织。

产业集聚能够极大地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在所有的产

业集群中，由于区域经济发展基础和资源禀赋的不同，形成的

产业集群在组织结构上也不尽相同，但是先进制造业的集聚

最引人注目，先进制造业最显著的特征是规模效应，集聚带

来了快速的信息交换和技术溢出，极大地促进了创新活动。中

小企业在克服自身竞争力不足方面的明显优势，是一种有利

于中小企业发展的组织形式，特别是在先进制造业的集聚下，

产业聚集不仅仅反映该地区的工业竞争力。如今，随着先进

制造业集群的萌芽和成长，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发展已经成为

衡量区域发展的重要指标。伴随着先进制造业集群的萌芽与

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内部创新资源的有效流动，受到越来

越多的关注，使得协同创新影响集群与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协同创新能够有效促进信息要素在集群内部流动，助力集群

企业高质量发展。

二、西安市先进制造业产业发展现状

1. 西安市先进制造业经济指标发展现状

截至 2019 年底，西安市规模以上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内

企业共有 2058 个，从 业人员 432892 人，2019 年工业总产值

8417.37 亿元，总资产 10296.27 亿元，利润 449.07 亿元，西安

产业集群的发展，促进了西安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现代化发展，

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创造了良好的创业

条件，增强了西安的区域经济实力。

2. 西安市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分布

西安市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大多是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发

展较好的地区，在经济发展程度最高的地区形成了大规模的产

业集群。表 1 简要地列出了西安市各区现有产业集群的分布概

况，发展最好的地区为雁塔区和未央区，相对薄弱的为灞桥区

和蓝田县。（A 电器机械和器材制造业，B 化学纤维制造业，C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D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

制造业，E 汽车制造业，F 铁路、船舶、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

制造业，G 通用设备制造业，H 医药制造业，I 仪器仪表制造

业，J 专用设备制造业）。

表1  西安市先进制造业产业分布

地区 集群行业

新城区 A；C；G；I；J

碑林区 A；G；I；J

莲湖区 A；G；I；J

灞桥区 G；J

未央区 A；C；F；G；I；J

雁塔区 A；C；D；F；G；H；I；J

阎良区 F；G；J

临潼区 A 业；C；G；J

长安区 A；G；J

高陵区 A；E；G；H；J

鄠邑区 A；C；E；G；H；I；J

蓝田县 A；G；J

周至县 G

数据来源：天眼查注册资金 1000 万元以上 2021 年 5 月在

册企业

3. 西安市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投入能力现状

科技创新能力培养是先进制造业建设的必要保证，从科

技创新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分析西安市近年来的科技创新工作

情况。就创新投入而言，如表 2 所示，2015 年 -2019 年西安

市市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显著增长，五年间 R&D

经费支出增加近 1.35 倍，R&D 投入强度呈下降趋势，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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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先进制造业 R&D 经费投入达 154 亿元，对工业生产创

新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从西安市先进制造业 R&D 人员来看，

从 2017 年 -2019 年也呈现下降趋势，从创新产出来看，如表

3 所示，西安市近年来年底有效专利明显呈上升趋势，2018、

2019 年呈大幅度增长，2015 年 -2019 年西安市先进制造业科

技核心论文也呈缓慢上升趋势，整体而言，近年来西安市高度

关注科技创新对产业和经济的带动作用，加快推进创新驱动战

略，积极推动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和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建设，不

断加强对科技创新能力培养的重视，科技投入力度不断增强，

科技成果产出得到显著提升。

表 2  2015 年 -2019 年西安市先进制造业R&D人员及经费支出情况

年份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R&D 人员（人） 56518 47965 50681 49255 43542

R&D 经费（万元） 1142186 1193941 1324185 1389410 1541465

R&D 经费投入强度（%） 0.63 0.62 0.60 0.57 0.60

表3  2015年-2019年西安市先进制造业年底有效发明专利及科技核心情况

年份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年底有效发明专利数量
（件）

5228 5228 8802 11196 12759

科技核心论文（篇） 2843 2989 3005 3139 3240

三、以协同创新机制推动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发展的关键要

素分析

协同创新是全面提升产业集群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通

过协同创新的方式可以大大推动西安市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的

发展，提高企业间的效率。目前西安市已具备协同创新的基本

要素。

1. 政策要素

政府通过优化协同创新资源配置，调控协同创新的方向规

模，以加强政策支持，促进产业关键要素形成战略联盟，指导

其协同创新活动，将各要素的发展方向与产业集群协同创新发

展目标相衔接，打造协同创新公共平台，服务创新和制度创新，

西安为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实施提高国际标准水平的战略应

用，充分发挥标准化的支撑和引领作用，2020 年 12 月，西安

市公布了《西安市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强市实施条例》，提出

到 2025 年，全市先进制造业总产值超过 1000 亿元；2021 年 4

月，西安航空基地制定并公布了《先进制造业工厂上市培育“银

鹰”工程实施管理办法（试行）》，以先进制造业龙头企业为

依托，打造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企业。

2. 科技创新要素

产业集群中的公司通过整合知识，促进技术转让和技术创

新服务的发展及应用，能承担准确识别市场需求、整合创新资

源、产业聚集等其他要素。因此，在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中，

要积极吸引优秀企业参与建设。西电捷通 20 年来一直关注网

络安全，技术创新研究深入，国际核心网络安全技术领域的技

术竞争与合作实践，自主研发的网络安全协议技术系列发明，

已在全球申请发明专利近 600 多项，经过世界各地多家公司的

大力合作，西电捷通不断推动中国基础网络安全技术在全球的

应用。近年来，物联网安全测试技术以西电捷通为最重要的技

术贡献走出了国门，已成为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电工委员会）

的国际标准。西安博赛纺纱技术有限公司自主研发制造亚洲最

大 5800 卧式双滑强力数控旋压机，填补了我国大型金属纺丝

设备领域的多项技术空白。

3. 知识要素

高校和科研院所是先进制造业提高协同创新发展的知识

源泉，也为推进先进制造业的发展目标提供了坚实的知识基

础，整合培育科技集群力量，实现协同创新。加快高校科技成

果就地转化，西安打通了企业与高校联合创新的全网络，建立

了科技成果转化的共生共赢机制，在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

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北大学等 22 所高校和 50 多家省

内龙头企业之间建立了40 多家连锁机构，西安交通大学国家

技术转移中心在高新区、航空基地、西咸等多个开发区设立新

区，完成科技推广项目 200 多项，西北工业大学成立了技术研

究所，累计实施产业化项目 34 个，孵化高新技术企业 133 家。

通过校企联合，有效整合了集群产业优势资源，推动了高校新

兴技术创新与产业结合。

4. 金融要素

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发展需要资金的支持，西安市各级政

府积极创新，西安从重大项目建设发力，从企业到产业，强化

重大工业项目对产业的支撑作用，2019 年西安市统计局数据西

安市，制造业投资增长 4.2%，2020 年 52 个先进制造业项目共

完成投资 472.58 亿元，如比亚迪年产 10GWh 动力电池项目已

部分投产，吉利电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化项目已开始试生产，博

世力士乐线性导轨和柔性变速器生产项目已完成，第一批基础

产业项目西安易维硅，2020 年西安高新区硅产业基础项目总投

资将超过 100 亿元，项目开发生产 300 毫米（12 英寸）硅片，

月产能 50 万片，年产值约 45 亿元，最终成为月产能 100 万片，

年产值超百亿元的 12 英寸硅材料公司。2018 年，在三星、比

亚迪、吉利汽车、PPP 项目创新带动下，全市民间投资增长

20.3%，比同期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1.8%，分别增长 67.4%、

14.0%、3.9%、2.3%、2.0%。

四、协同创新背景下推动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发展对策

1. 创新政府管理机制，引领产业集群高效发展

加大政策引导和扶持力度，政府要对产业集聚进行总体设

计，引导先进制造业的整体规划机制，充分配合创新主题、多

方利益相关者联盟、创新管理组织结构等，通过管理机制创

新，在支持工业企业整体绩效提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加强行

业制度和技术推荐，加强专业数据库建设，丰富政府办公门户

网站内容，推动优化政府服务流程，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促进各类数据、数据资源和资产的开放和交流，使企业能够开

展项目，通过大数据分析提供服务，促进产业发展。

2. 加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集群间企业信任合作关系

要大力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努

力通过引进—消化—吸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

和再创新能力，并带动产业集聚企业合作，提高企业技术创新

能力，建立产业研发中心，大力实施品牌激励战略，鼓励企业

树立品牌意识，积极创办国内知名品牌企业；提升集群间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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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质量，构建并完善企业间的信任机制，完善多渠道沟通

模式，同时注重制造企业自身提升协同创新能力并积极参与到

各项活动中。信任机制可以提高集群企业之间的合作质量，引

导集群企业各方相互参与双赢的战略决策，也有利于合作创新

所有参与者兼顾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最终有助于显著减少机

会主义倾向，提高企业创新率，显著提高产品创新效率。

3. 加强创新人才与培育机制，为产业聚集企业提供人才

支撑

先进制造业的技术要求，提高了对专业技术人才培养的新

需求，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核心竞争力在于科技创新和技术人才

的竞争。建设具有创新型的企业，一方面，要构建以企业为主

体，高校和科研院所为支撑、市场为导向、产品为核心、产学

研结合的产业创新体系，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科

技人才的培养方式要多样化，要按照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的新

要求，开展联合培养，加强企业间的密切合作，加强高校和科

研机构建设，共同培养高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完善职业技术

教育，建设制造业科技人才储备基地，为制造业发展提供人

才保障和新能源。

4. 加大金融扶持力度，缓解产业集群企业资金制约

政府应在金融机构与集群先进制造业企业间发挥协调作

用，一方面，政府加大对产业集群企业的投资，引导制造业企

业诚信经营，帮助企业在经营管理上规划未来发展方向，指导

企业向金融机构提供准确真实的经营信息；另一方面，拓宽间

接融资渠道，完善西安金融体系，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放宽

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市场的限制，培育多元化的银行业经营者，

提高中小金融机构的数量和业务比重，促进大中小金融机构协

调发展，大力建设层次多元、覆盖面广的金融支持新体系，从

而为不同规模、不同先进制造业企业的融资需求提供更加精确

的金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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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德州市产业结构 
优化问题分析

■孙海桐  西安财经大学

摘  要：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产业结构作为经济

发展中的关键内容，也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产业结构的优

化升级对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在整

理德州市产业结构相关数据的基础上，分析了德州市历年来产业

结构的总体发展趋势，一、二、三产业的发展特点以及其对经

济总量的影响，并分析了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根据其问题，

提出了几点措施。

关键词：产业结构；经济发展；优化升级

一、引言

产业结构指的是国家各国民经济部门之间，以及每个生产

部门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的生产联系和比例关系。它包括产业结

构本身、技术结构、产业布局、产业组织和产业链五个要素。

研究产业结构，主要是研究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两大部类之间

的关系；从部门来看，主要是研究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建

筑业、商业服务业等部门之间的关系，以及各产业部门的内部

关系。德州市位于山东省的西北部，在 2018 年，德州市全市实

现地区生产总值（GDP）3380.30 亿元，根据可比价格计算，比

2017 年增长了6.7%。“十三五”规划以来，国家强调要加快产

业结构调整，本文以德州市为例，对德州市的产业结构进行了

较为全面的分析，可以为全国同类城市的产业结构优化问题提

供相关的经验。

二、山东省德州市产业结构发展现状

1. 山东省德州市产业结构的总体现状

德州市 在 2018 年 期间，全市实现 地区 生 产总值（GDP）

3380.30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相比去年增长了6.7%。其中

第一产业增加值为 320.13 亿元，相比去年增长了 2.6%。第二

产业增加值为 1612.79 亿元，相比去年增长了6.7%。第三产业

增加值为 1447.38 亿元，相比去年增长了 7.6%。三次产业结构

比重由 2017 年的 10.0：47.7：42.3 调整为 9.5：47.7：42.8。

第二产业是德州市经济发展的核心，连续多年占据主体地

位，同时第三产业正在快速崛起，增长势头迅速。德州市经济

主要靠二、三产业两驾马车拉动。但三次产业的发展尚有不合

理的地方，因此德州市的产业结构需进一步发展优化。

2. 山东省德州市产业结构内部变化分析

（1） 第一产业稳步发展

2018 年，德州市农、林、牧、渔业生产总值为 671.7 亿元，

增加值为 359.2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3.7%，地区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为 5.8%。其中农业经济增长幅

度最大，农业增加值为 190.1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