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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咸新区研究院课题组 
 

产业地图是借助大数据方式展示区域产业经济、空间布

局的信息化平台。近年来，产业地图受到各地政府的高度重

视，上海、南京、深圳、武汉等城市都制定了覆盖全域范围

的产业地图，在引导产业优化布局，促进招商引资和项目精

准落地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借鉴发达地区经验，编制西咸

新区产业地图对于开展精准招商，引导社会各界投资创业，

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什么是产业地图 

产业地图实际上是一种融合产业大数据与城市地理空

间信息，集中展示区域“产业空间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产

业链关键环节和细分领域、产业发展配套资源、扶持鼓励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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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等内容的可视化综合性产业信息平台。产业地图即能全

方位反映产业现状、企业资源、创新资源、产业组织、产业

结构等，也能对未来产业发展重点和空间布局起到重要指引

作用，可以有效加强产业统筹布局，推动产业和区域有序发

展，更好服务企业投资，推动更多优质项目与产业链资源精

准匹配。 

二、实践案例及效果 

1、上海市 

上海市为统筹优化全市产业定位和空间布局，构建现代

化新型产业体系，促进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2018年上海市

经信委编制了《上海市产业地图》，并在首届世博会上对外

发布。该地图系统梳理上海产业发展现状，明确了各区及重

点区域的产业定位，谋划了重点行业的空间布局，聚焦数字

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覆盖一、

二、三产全产业链，梳理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 27 个重点

行业产业链，为企业寻找技术、标准、人才服务和产业链合

作提供指引；空间上涵盖上海 16 个行政区、67 个重点开发

区域，将区域重点企业、龙头企业以及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功能平台等统一整合，全面反映产业创新资源分布，最终形

成了产业现状图和产业未来图共计 101张。通过发挥产业地

图的指南作用，推动重大项目与产业地图精准匹配、快速落

地，引导社会资本向重点区域集聚，加快构建集产业链、创

新链等融为一体的产业要素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目

前腾讯、小米、商飞等 30多家龙头企业通过产业地图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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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匹配落户相关产业园区。 

2、武汉市 

武汉市为整合全市产业及招商服务资源，推动“965”

产业体系落地，武汉市发改委编制了武汉市产业地图（可视

化平台系统）。产业地图与武汉“十四五”规划充分衔接，

明确全市五大板块的产业发展定位，立足时间、空间 2个维

度，聚焦企业、创新要素、重点发展区域 3种资源，按照“965”

产业体系，细分了 100个需要聚力发展的关键产业链环节和

细分领域，形成了“965+100”框架。目前已编制地图 39张

（包括产业总体布局图 1张，各区重点产业地图 1张，产业

热力图 15张，产业规划图 22张），涵盖了 2392家具有代表

性的重点企业和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功能平台、协会联盟

共 367家创新资源。在此基础上，武汉市指导各区建立制定

产业发展图谱，出台促进产业发展政策，梳理形成重点企业、

重点项目、重点平台 3 张清单，完善 11 条主导产业链，将

规划蓝图变为施工图和实景图。 

3、南京市 

南京市为建立完善的产业体系，着眼产业链补链强链，

汇聚全球创新资源，编制《南京产业投资地图》，打造了一

个智慧化、可视化、场景化的产业投资平台。投资地图涵盖

南京 30个功能园区、160个全景地块、390个高端商务楼宇、

380项特色招商政策、480个明星企业、360项产业配套、70

个产业发展规划等。投资地图依托政务云平台，清晰标注南

京市重点打造的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软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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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服务业、新医药与生命健康等 5个地标产业，并精准匹

配到每个产业发展的研究中心、服务平台和人才高校资源，

集中展示产业园区信息、重点企业信息、地块资源、楼宇资

源及各项政策等要素，将过去分散零碎的供需信息集中呈现, 

引导产业向主导区域集聚，实现招商引资从“欢迎光临”到

“欢迎上云”、从“人找资源”到“资源找人”、从“各自为

战”到“资源共享”，为投资者携项目“按图索骥”提供精

准指引。 

从各地经验来看，产业地图在招商引资、项目落地、产

业集聚、资源共享等方面发挥了重要指引作用。一是有利于

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通过产业地图明确各个区域产业定位，

促进重点功能组团聚焦主导产业，提高重点产业集群的标识

度和集中度，引导社会资本向重点区域集聚，打造高经济密

度区域。二是有利于精准招商和项目落地。产业地图将本区

域产业布局与相关资源进行集成与图示，推进信息资源共享，

促进项目快速精准落地，特别是在疫情期间开辟招商引资新

路径，投资者在“云端”即可实时实景考察，推动重大项目

与规划、土地、资金等精准匹配。三是有利于解决信息不对

称。产业地图打通政府与投资者间的信息壁垒，将过去分散

零碎的供需信息集中呈现，清晰直观地向投资者展示当地资

源禀赋、产业布局、重点区域、投资热点等资源，解决产业

和空间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为投资者提供权威参考。四是有

利于优化提升产业环境。通过产业地图梳理产业布局现状、

产业链关键环节、产业发展要素等，用可视化的数据展示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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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创业活力，用智慧化的手段展现投资发展机遇，用场景化

的感知拉近投资者的服务距离，营造产业集聚发展的优良环

境。 

三、几点建议 

在充分借鉴上海等城市编制产业地图经验基础上，新区

产业地图可从以下几方面开展： 

一是产业地图编制原则和方式。编制产业地图要以项目

需求为导向，突出用户思维，将国家产业导向与新区产业优

势相结合，新区重点开发片区与产业功能区相结合，新区创

新资源分布与城市经济密度相结合，新区“十四五”规划与

未来产业导向相结合，基于新区产业发展规划框架，依托 GIS

（地理信息系统）等可视化呈现技术，实现园区信息、企业

信息、项目信息、用地信息、产业链信息等数据空间化呈现，

打造一个集“产业发展现状、产业规划愿景、项目投资环境、

板块发展优势、科技支撑服务、资源匹配展示、鼓励扶持政

策”等于一体的综合信息化平台。 

二是产业地图涵盖范围。新区产业地图编制范围上要涵

盖全产业、全要素、全地域，重点聚焦临空经济、先进制造

业、现代服务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编制内容上主要涵盖两

个方面，一个是产业现状图，系统呈现新区的资源禀赋和产

业基础，包括现状主导产业、重点项目及主要经济指标等，

标识重点企业、龙头企业以及高校院所、科研机构、功能平

台、创新载体、协会联盟等产业资源；另一个是产业布局图，

包括五个新城和园办区域概况、发展优势、愿景目标、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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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及未来主导产业等情况。 

三是产业地图功能属性。按照初步设想，新区产业地图

（可视化信息平台）设置产业规划、产业载体、功能园区、

产业政策、地块信息、园区招商、企业展示、产业链图谱、

秦创原等九个模块，具有招商地图、产业布局、空间地图、

人才地图等多图合一功能属性。同时还要兼具产业政策发布

平台、产业发展状况数据平台、产业载体分布地理平台、产

业空间对接平台、产业链聚合服务平台等五大平台功能，涵

盖新区重要产业载体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便于企业快

速直观浏览每个片区发展规划、产业定位和招商意向，精准

查找每个产业园区、产业载体的基本信息，使投资者“一键

直达”。 

四是建立产业地图工作机制。建议新区成立产业地图编

制小组，由新区分管领导担任组长，发改和招商牵头负责方

案制定和总体设计，规划、工信等部门共同参与，围绕主导

产业成立若干专项编制组具体负责编制地图，同时委托专业

数据公司搭建信息化平台，加快构建以产业地图为引领，集

规划定位、招商引资、项目落地、精准服务、政策支持于一

体的产业全流程推进体系。 

当然，产业地图并非一成不变的，需要按照实际开发情

况不断完善，动态更新相关数据，不断拓展服务功能，使产

业地图真正成为社会各界投资西咸的得力帮手，新区高质量

发展提供行动指引和“动态导航”。 

（执笔：研究院科研处副处长  朱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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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咸新区产业地图（示意图）

示意图显示新区产业布局、空间载体、产业园区、重大项目等全产业要素，同时结合招商引资，设置招商地图、布局地图、

空间地图等实现“多图合一”，梳理现状可开发用地、楼宇、标准化厂房等各类投资资源，通过智能化检索匹配，精准推动投

资者一键匹配板块和园区，引导产业向主导区域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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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西咸新区管委会、西咸集团班子成员。 

省委政研室、省政府研究室。 

西安市委政研室、市政府研究室。 

发：各新城管委会班子成员及部门，各新城集团班子成员及   

    部门，西咸管委会各部门、西咸集团各部门，各街办（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