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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发人：艾晨

陕西咸函〔2024〕2号

陕西省西咸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
关于陕西省人大十四届三次会议第 212 号建议

的复函

刘新志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秦创原科技成果转化先行区建设的建议》

(第 212号)收悉，现答复如下:

关于“将先行区和总窗口一体对待”的建议，2023年，省科技

厅提出构建”一总多区多平台”发展格局，“一总”即进一步提升秦

创原总窗口的示范引领作用，“多区”是在各地市因地制宜打造秦

创原建设的先行区和示范区。“一总多区”的提出旨在增强总窗口

创新驱动力的同时，推动总窗口与全省各地资源共享、创新协作和

产业协同。

西咸新区作为秦创原总窗口，发挥创新引领示范带动作用，

将总窗口的创新资源聚集优势向各地市、区县辐射，探索出“总

部+基地”“研发+制造”“西安研发、地市转化”等区域协同创

新模式，使总窗口的科技成果转化成果惠及更多的市县和企业主

类别：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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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推进全省科技成果转化与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全省创

新驱动工作实现协同。今年初，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在

省委科技委员会领导下，进一步优化省科技资源统筹中心职能，成

立了省秦创原创新促进中心，负责全省科技资源统筹与秦创原创新

发展融合促进的科技服务工作，推进全域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今年以来，西咸新区秦创原总窗口以全面深化“七个一体化”

为重点，切实增强对西安-咸阳一体化的带动作用，扎实落实《西

咸新区推进西安—咸阳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

进一步提升新区纽带作用、缝合功能，推动工作重心从基础设施硬

联通向改革创新与科技产业赋能转换。在创新资源整合方面，落

实与咸阳市《共建秦创原总窗口合作协议》，围绕人才、技术、资

本、信息等创新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与咸阳市积极对接探索。积极

梳理研究西安市“6+5+6+1”、咸阳市“544”产业体系，聚焦两市共建

的 8条产业链，积极协调两市加强产业链上下游信息、技术、人才、

资金对接，配合市级部门健全跨区域产业链参与共建机制。在产业

合作创新方面，以沣东、沣西新城为重点，加强与咸阳高新区在科

技创新上的合作，积极协助推进西安交大创新港咸阳新区等项目建

设，合力打造高新技术产业带；以渭河北岸三个新城为重点，加强

与西安经开区、高陵区、阎良区和咸阳三原县等区域在先进制造业

发展上的合作，合力打造渭北先进制造产业带；以空港新城为重点，

与咸阳经开区建立航空物流供需服务对接机制，合力建好陕西对外

开放门户。在政策体系搭建方面，自秦创原工作开展以来，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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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新区及各地市先后出台了系列政策措施，主要包括：省政府

70条政策包（总窗口），省级金融支持 10条、人才工作 10条；

西安市支持总窗口建设 42条，专项政策 9条；西咸新区总窗口制

定“西部最优”的西咸新区政策“15 条”（2023 年底修订为 16

条）、围绕氢能产业集聚创新发展的“氢能产业专项”等多项举措，

各地市围绕秦创原建设和科技创新工作出台了各类专项政策(咸阳

市发布《秦创原科技成果转化先行区建设市级政策包》)，以上各

类政策，由于财政主体不同，均依照属地管理原则实施申报、评

审、评估、验收、兑现组织等工作。这些政策覆盖了科技企业、

创新人才、创新平台、服务机构等 4类主体，搭建形成了“1+N”

政策体系，协同发力，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

关于“在国家区域创新中心建设中发挥先行区的作用”的建

议，西咸新区秦创原总窗口围绕“双中心”建设，大力聚集各类科

技研发和创新平台，加快各类创新要素汇聚，持续培育市级以上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创新联合体、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围绕加快创新

成果“熟化”进程，增设概念验证中心、小试中试基地、创新应用

场景。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加快全省知识产权产业核心聚集区打造。

加快省级人才发展改革试验区建设，持续增强秦创原人才大市场功

能。加快国际基金（创投）小镇和西部创投生态服务中心建设，提

升专业服务机构服务成效。当好深化“三项改革”排头兵，举办“三

项改革”路演，提升科技创新一体化发展服务能力。

您提出的建议意见，我们在工作中将认真吸收借鉴。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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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创原总窗口将进一步加强资源聚集效能，在更大范围内聚合创新、

产业、人才、金融资源，贯通科学技术化、技术产品化、创新生态

化、产品产业化路径，切实增强秦创原总窗口对西咸一体化的带动

功能，推动“双中心”核心示范区建设成形起势，在培育新质生产

力上做出引领示范，为陕西打造国家重要科研中心、高新技术产业

和制造业基地作出“西咸”贡献。

感谢您对秦创原建设发展的关心与支持!

陕西省西咸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

2025年 5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