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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新型工业化的发展程度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

志。陕西省渭南市是个农业大市，工业化进程相对缓慢，今年 4 月，市委、市政

府做出了加快新型工业化的决定，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必将极大地促进全市经

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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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渭南市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07 年人均 GDP 达 7812 元，

是 1978 年的 32 倍。但按照中科院国情分析小组参照世界银行通用做法确定的分

类标准，人均 GDP 在全国平均水平 75%以下为低收入地区，渭南市仅及全国平均

水平的 42%，仍为低收入贫穷落后地区。目前，全市上下已形成共识：加快推进

新型工业化，是渭南加快发展的根本出路。  

一、渭南市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有利条件  

1、工业发展初具规模，工业支柱逐步形成  

2007 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265 户，资产总额 712.53 亿元，比上年增长

18.5%，其中固定资产 407.03 亿元，增长 48.0%，全年实现工业总产值 449 亿元，

增长 27.1%。全市工业已初步形成冶金、能源、化工、食品、机械、建材等支柱

行业，是全省重要的能源重化工基地、农产品加工基地、有色金属基地。2007

年以上六大支柱工业总产值占全市工业产值的 96.2%，增加值占 96.7%，主营业

务收入占 97.0%。  

2、工业贡献不断加大  

2007 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 424.88 亿元，同比增长 12.8％。其中工业增加值

173.84 亿元，占全市经济总量的 40.9％，拉动经济增长 6.2%，对国民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达到 48.5%，比 2000 年提高了 14.4 个百分点。  

3、交通通信便捷发达，自然资源极为丰富  

渭南市地处新亚欧大陆桥经济带和西部大开发的前沿地带，是陕西乃至西北的东

大门，具有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重要作用。六条铁路、两条高速公路、两条国

道和七条省道贯穿全市，公路密度和高速公路里程均居全省各市之首。农业生产

条件优越，素有“陕西粮仓、西北棉仓”之称，是陕西最大的绿色果品生产基地，

秦川牛、奶山羊闻名遐迩。已探明矿藏 51 种，以“渭北黑腰带”闻名全国；金

堆城钼矿储量 10 亿吨，居全国第二，被誉为“中国钼都”；黄金产量居全国第

三，潼关县被誉为“华夏金城”。  

4、旅游资源得天独厚  

渭南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被誉为“华夏之根、文化之源”，“三圣”故里、将相

之乡。现有文物古迹 600 余处，其中西岳庙、司马迁祠、唐桥陵等被列为国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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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文物。著名的西岳华山、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洽川、“民居瑰宝”党家村

等旅游景点享誉国内外。  

二、渭南市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制约因素  

渭南市正处于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迈进阶段，农业大市、工业弱市、城镇小市、财

政穷市依然是基本市情的重要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新型工业化的步伐。  

1、工业总量小，增速偏低、企业规模小，效益较差 

2007 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449 亿元，占全省的总量不足 8%；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157.83 亿元，仅占全省的 6.62%。2007 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 265 户，产值过 5 亿元的企业

18 户。2007 年全市工业企业亏损面达 34.0%，经济效益综合指数 238.62%，比全省低近 20
个百分点。  
2、、结构不合理，矛盾突出，研发投资少  
一是以重工业太“重”。重工业所占比重一直在 80%以上，其中冶金、能源及建材等高耗能高

污染产业比重达 75%以上。二是传统产业比重大。产业层次低，初级产品多，效益差。2007
年渭南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投资 4316 万元，占销售收入的 0.09%，处于非常低的水平。  
3、信息化建设缓慢，水平较低  
从渭南市工业企业统计报表报送手段看，全市仅有少数企业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大多数企业

没有信息化设备，没有专业的网络人员，企业对信息技术的需求不突出，没有充分意识到信

息就是资本，缺乏高级信息化人才。  
4、城镇化水平低，辐射带动作用不强  
2007 年渭南市城镇化水平为 35%，分别比全国、全省低 8.9 个和 5.6 个百分点；中心城市人

口 35 万人，占全市常驻人口的 6.5%，中心城市优势没有得到充分挖掘和发挥，同时城市基

础设施不完善，整体功能不强，难以发挥应有的辐射带动作用。  
 5、工业能耗持续增加，节能降耗形势严峻  
2007 年全市单位 GDP 能耗 3.285 吨标准煤/万元，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 7.153 吨标准煤/万元，

均居全省各市之首。  
三、渭南市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几点建议   
渭南市委、市政府今年 4 月作出了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决定，必将极大地促进全市经济的

快速发展。  
1、、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信息化主导着新时期工业化的方向，使工业朝着高附加值方向发展，是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

代化的必然选择。国内企业面临着更加严峻的竞争环境，必须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及时掌

握并利用互联网的技术手段，积极开展电子商务活动，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2、以城镇化支撑工业化  
城镇化是工业化发展的基本土壤，为工业生产提供了必要的环境和条件。把城市建设摆在重

要位置，要抓住全省推进关中百镇建设的机遇，把工业发展与小城镇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加

快工业园区发展，并以工业园区建设带动小城镇的发展，充分发挥城镇的聚集效应和辐射作

用。  
3、以结构调整推进工业化  
积极调整工业产业结构，坚持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一是立足资源优势，运用高新技

术改造提升能源、化工、冶金、机械、建材等传统产业，不断增加传统产业的技术含量。二

是积极培育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发展以信息产业为龙头的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高

新技术产业，培育新的增长点，改变渭南工业经济过度依赖资源的局面。三是重点发展特色

优势行业。围绕特色资源，大力发展有优势、有潜力的环保型建材工业、果蔬加工、畜产品

加工、化工、旅游纪念品等产业，突出地域特色，加强保护和扶持，形成渭南特色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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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全面创新加速工业化  
渭南市工业发展必须着眼于长远发展目标，依靠科技进步，把技术作为一种战略要素，把科

技优势、竞争优势和资源优势有机地结合起来，大胆创新，形成研制一代，开发一代，储备

一代的科研开发体系，走“专、精、特”的道路，以精促强，以强促大。  
5、、以农业产业化促进工业化  
农业产业化是新型工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型工业化要求我们必须把工业发展和农业发展

协调统一起来。一方面要按照市场和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需求，建设一批粮油、果蔬、畜禽

等优质原料基地。另一方面要以农产品加工转化为重点，充分利用丰富的农产品资源，大力

发展涉农工业，尽可能地延伸农业产业链，多环节增加附加值，促进企业增效、农民增收。  
6、以发展循环经济提升工业化  
要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加强宏观调控，在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合理开发利用的同时，大力

发展生态工业，逐步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保型工业体系，把眼前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统一起来，

正确处理工业生产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将传统的“资源—产品—污染”的单向流动经济模

式，提升改造成“资源—产品—再生资源—再生产品”的反馈式循环经济模式，实现资源的可

持续利用，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7、以优秀的人才队伍保障工业化  
要积极培育人才资源，不拘一格广揽人才，创新用人机制，坚持用环境聚集人才，用项目吸

引人才，用事业留住人才。要不遗余力地抓好经济型、招商型的党政人才队伍，高素质的企

业家队伍和技能型的人才队伍建设，创造一切有利条件，充分挖掘人才潜力，最大限度地把

各类人才凝聚到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上来。  
8、以一流的环境服务工业化  
我们要坚持“环境立市”的理念，把优化投资环境作为经济发展的永恒生命线，努力为企业营

造安全、有序、稳定、开放的社会环境；完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创造高效、优质、廉洁

的政务环境；建设文明的法制环境；打造诚实、守信、规范的信用环境；建立良好的政策环

境，真正做到让投资者放心投资，让经营者安心经营。只有这样，才能加速项目引进、资金

投入、企业发展的良性循环，从而有力地推动新型工业化进程，实现全市经济又好又快地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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