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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全面部署推动。成立了由陕西省主要领导任组长的全省推

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全面加强统筹协调。成立了由省级

领导牵头抓总的陕西省“一带一路”建设安全保障协调小组、中欧班列

（西安）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构建了省市协同、部门联动、企业为主体

的工作推进机制。

坚持科学统筹谋划。严格对表对标国家总体部署，结合自身发展

实际，先后印发实施《陕西省推进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实施方案（2015—2020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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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构建“一核两翼四

通道五中心多平台”开放布局，并按年度分解重点任务，分工协作，合

力推进落实。

坚持通道平台环境一起建。加快构建亚欧陆海贸易大通道，积极

参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不断完善交通运输体系。上海合作组织农

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简称“上合组织农业基地”）建成投用，丝绸

之路博览会、欧亚经济论坛、中国杨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等展

会、论坛影响力不断扩大，“一带一路”国际商事法律服务示范区帮助

企业高效畅通地对接国际规则。目前，全省共有5个国家级经开区、7

个国家级高新区、47个省级开发区（经开区和高新区）、7个综合保税

区，各类开放平台叠加聚集效应不断释放。

坚持外企外资外贸一起抓。针对利用外资、招商引资制定了一系

列政策措施，建立了外商投资公共服务平台和省市县三级联动服务机

制，成立稳外贸稳外资工作专班，开辟绿色通道，全力帮助企业解决堵

点、难点问题。加快外向型产业集聚发展，完善海外仓和陕西商品展

示中心布局，推进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国家加工贸易产业

园建设，牢牢稳住外贸基本盘，十年来，陕西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

出口额翻了两番，年均增长 18.4%，2022 年首次突破 1000 亿元，达

1128.93亿元，同比增长41%。

坚持对表对标，积极承接重大任务，服务国家开放大局有力有

效。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的省州建立

友好省州关系，中国—中亚峰会在陕西省西安市举办，主办中国—中

亚民间友好论坛等重大活动。持续放大中国—中亚峰会效应，17项涉

陕成果有序推进。以高水平通道为“先手棋”，高标准推进中欧班列西

安集结中心示范工程建设，效率高、成本低、服务优的亚欧陆海贸易大

通道加快形成，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实现战略交汇。以高能级平台为

“助推器”，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在经贸、人文等方面与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开展一系列创新实践，上合组织农业基地与60多个国家和地

区开展现代农业合作，“三中心一基地”落户“一带一路”国际商事法律

服务示范区。

立足区位优势，构筑国际贸易大通道，交通商贸物流中心建设实

现突破。中欧班列（西安）成为全国中欧班列的排头兵，开辟跨里海、

黑海贸易通道，开行全国首趟境内外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全国首个

陆路启运港退税试点实施达效，西安铁路集装箱中心站成为全国第

一个拥有 3 束 6 线的场站，国际线路达 17 条，“+西欧”集结线路达 21

条。实现中亚“五国六城”通航全覆盖，目前，西安咸阳国际机场累

计开通 386 条客货运航线，其中国际客运航线 83 条，全货运航线 45

条，开通 4 条第五航权航线，加速构建“丝路贯通、欧美直达、五洲相

连”航线网络格局。

发挥科教优势，强化智力人才支撑，科技教育中心建设拓点扩

面。依托省内各类科技创新主体，深度参与“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

计划，有效对接和利用全球科技创新资源，着力推进科技人文交流、共

建联合实验室、科技园区合作、技术转移四项行动，与 43个国家和地

区建立了全方位合作关系，建立了 23个国家级、124个省级国际科技

交流合作基地，已建和在建国际合作园区15个，共承担国家级国际科

技合作项目50余个、省级国际科技合作项目350余个，近三年与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技术合同成交 79项，金额 17.38亿元。十年来，持续

推进高校特色联盟发展，先后成立丝绸之路大学联盟、“一带一路”职

教联盟、“一带一路”文化遗产国际合作联盟等，对推进丝绸之路教育

共同体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力支持中外合作办学，全省中外合作

办学机构与项目46个；推进非通用语种专业和复语教育，推广校企联

合、订单式、学术导向的来华留学人才培养模式，大力培养语言通、专

业精的本土化、国际化复合型人才。

发挥人文优势，注重讲好陕西故事，国际文化旅游中心全面彰

显。推动文化“走出去”，成功举办8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3届世界

文化旅游大会、8届西安丝绸之路国际旅游博览会等重大活动。强化

“部省合作”模式，积极推进与海外中国文化中心交流合作，“国风·秦

韵”陕西传统文化周等一批文化交流项目在海外引起强烈反响，“从

长安到罗马文化交流演展工程”等一批文艺作品广受好评。推进国

际旅游枢纽建设，先后与世界旅游组织、亚太旅游协会等国际机构

建立合作。成立陕西省丝绸之路考古中心，加快建设丝绸之路考古

合作研究中心，与30多个海外知名高校和文博科研机构建立交流合

作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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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学考古队赴中亚国家开展境外考

古发掘研究，共同推动“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互鉴。

依托产业优势，积极嵌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国际产能合作中心

建设稳步推进。创新拓展“两国双园”国际产能合作新模式，扎实推进

中俄、中欧等境内国际合作园区以及隆基股份马来西亚光伏产业合作

区等境外园区建设。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务实合作，陕

鼓、法士特、陕汽、爱菊等省内龙头企业加快布局海外市场，陕鼓系统

解决方案和系统服务遍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隆基股份在全球布局

32个生产基地、设立150多个分支机构，陕汽重卡远销110多个国家和

地区，陕建集团累计获得 8项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境外工程），合同

签约额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增长。国际化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外资

吸引力不断增强，世界 500 强企业在陕西投资设立 144 家外资企业。

全省对外贸易投资规模稳步扩大，截至2022年底，全省306家境外企

业累计实现对外投资 68.8 亿美元，其中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

18.2亿美元，占对外投资总额的26.5%。

发挥创新优势，提升金融服务能力，丝绸之路金融中心加快发

展。创新推出“中欧班列贷”、自贸港商票“运单融资”等产品，创新设

立跨境人民币优质企业“白名单”，积极开展资本项目收入支付便利

化、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和跨境金融区块链服务平台试点，稳妥推进

本外币合一银行结算账户体系试点，“通丝路”——跨境电子商务人

民币业务服务平台入选自由贸易试验区第三批最佳实践案例，并成

功接入 CIPS（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标准收发器。着力培育和发展

金融市场主体，全国 12 家股份制银行全部完成在陕西布局，先后推

动国家开发银行西安数据中心及开发测试基地等金融央企功能性

总部落户陕西。截至 2022 年底，陕西与 96 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实现人民币跨境收付 1813.17 亿元。十年来，与共建“一带一路”国

家跨境收支规模从2013年的115亿美元增加至2022年的219亿美元，

年均增长7.42%。

陕西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和“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提出十年来，陕西省始终按照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抢抓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助推西部地区走向开放前沿的历史机遇，围绕“高标准、可
持续、惠民生”目标，立足交通区位、产业、科教、历史文化等优势，把建设

“一带一路”交通商贸物流、国际产能合作、科技教育、国际文化旅游、丝
绸之路金融五大中心作为落实“五通”总体要求的陕西实践，坚持对表对
标、服务大局，坚持全面部署、统筹推进，坚持发挥优势、彰显特色，全力
打造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支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助力构建陆
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20232023年年99月月2828日日，，第第2000020000列中欧班列列中欧班列““长安号长安号””从国际港站驶出从国际港站驶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