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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政办发〔2021〕26 号 

各设区市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 

《陕西省“十四五”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建

设内陆开放高地规划》已经省委、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执行。 

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 年 10 月 23 日 

陕西省“十四五”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建设

内陆开放高地规划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

神和国家新时代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总体部署，发挥陕西

比较优势，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加快打造内陆开

放高地，根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省委第十三届八次、九

次全会精神，按照国家和陕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制定本规划。 

一、发展基础 

（一）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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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全省紧抓共建“一带一路”重

大机遇，围绕发挥陕西“一带一路”重要节点作用，坚持高水平

“走出去”和高质量“引进来”，努力扩大开放合作，“一带一

路”五大中心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交通商贸物流中心高效便捷。

以西安为中心的“米”字型和空中放射状交通网络基本形成，中

欧班列长安号实现跨越式发展，西安临空经济示范区加快建设，

陕西自贸试验区 29 项制度创新成果在全国复制推广，对外贸易总

额年均增长 14.8%。国际产能合作中心稳步推进。中俄、中韩、

中欧等国际合作园区建设扎实推进，延长、陕鼓、法士特等省内

龙头企业加快布局海外市场，三星、美光、施耐德等一批世界

500 强在陕投资设立 144 家外资企业，实际利用外资和引进内资

年均分别增长 12.8%和 13.9%。科技教育中心全面拓展。上海合

作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正式揭牌，与 40 多个国家和地

区、超过 400 家机构建立了全方位的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关系。教

育国际合作平台、对话平台和项目平台持续扩展，丝绸之路大学

联盟和“一带一路”职教联盟辐射影响力持续提升，陕西已成为

中亚国家学生首选出国留学目的地之一。国际文化旅游中心地位

彰显。“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为首例跨国合作、

成功申遗的世界文化遗产项目，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艺术节及

西安丝绸之路国际旅游博览会规模和影响力逐年增强，通过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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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旅游部长会议等大型国际会议和旅游专场推介活动、建

立京沪陕中国入境旅游枢纽合作机制，陕西文化旅游国际知名度

得到全面提升。丝绸之路金融中心进展有序。全国股份制商业银

行在陕完成布局，跨境人民币业务辐射 126 个国家和地区，“通

丝路”平台被商务部评选为第三批全国自贸试验区最佳实践案例，

为开放型经济提供有效动力。 

全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也应该

看到，“开放不足是制约发展突出短板”的现状还未得到根本性

改变，对标国家高质量发展要求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如亚欧国

际贸易通道枢纽作用发挥不够，多式联运进展较慢；国际产能合

作企业少规模小，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不强；人文交流品牌影响

力不足，对传统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不充分等。 

（二）发展环境。 

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相互影响的关键时期，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都在发生

深刻变化，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机遇和挑战交织并存。

我省区位优势独特，在全国开放大局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也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机遇和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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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看，近年来，国际形势严峻复杂，全球化遭遇逆流，

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多角度对冲，中美博弈

向多个领域蔓延，全球治理、世界秩序等面临前所未有大变革，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各类衍生风险不容忽视，对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造成明显影响。但也应该看到，当前世界各国都在寻找新的

经济增长点，共建“一带一路”有望为区域经济和世界经济注入

新的活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功签署，

中欧投资协定如期达成，高标准自贸网络建设成效显著，将对推

动欧亚两大洲自由贸易网络互通和多边贸易规则的发展产生深远

影响；我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复工复产复商复市提速

扩面，对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发挥重要作用，通过积极向国际

社会提供援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逐渐形成全球性共识，增进

了国际社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信心，有利于加强

“五通”交流，有利于推动健康、数字、绿色丝绸之路深入发展。 

从国内看，各地竞相推进高水平开放的发展格局和态势正在

形成，“十三五”时期，各地积极发挥特色优势，百舸争流、千

帆竞发，争夺开放高地势头正劲：沿边地区发力互联互通，国际

贸易通道、跨境路网建设有序开展；沿海地区创新合作方式，

“丝路海运”“eWTP”（世界电子贸易平台）等已形成特色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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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陆地区积极开展试点探索，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国际交流合作

平台有力推进。“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共建“一带一

路”将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互为支撑，将有利于西部地区加速打通

与中东部地区之间的流通循环，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进一

步提升在我国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发挥我国巨大战略回旋余地作

用，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 

从全省看，陕西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被国家赋

予建设内陆改革开放高地和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通道、开发开放

枢纽等重大任务，正处于追赶超越的重要阶段。通过 8 年的夯基

垒台、立柱架梁，为陕西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打牢

了坚实基础。中国（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西安国家中心城市、

上海合作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

心建设等重大工程纳入国家层面予以明确支持，长期积累的发展

势能将加速释放，陕西有条件有能力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中展现

新作为、实现新突破。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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