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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咸新区田园都市与新型农业产业链互动发展研究

韦林珍，戴婧妮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陕西 咸阳 ７１２０４６）

摘要：西咸新区是首个以创新城市发展方式为主题的国家级新区。然而，新区成立时间虽已不短，但二元经济

结构依然明显制约了其发展，统筹城乡刻不容缓，新区内产业链的延伸与完善，则是统筹城乡的最优选择。在

分析产业链与城乡统筹互动能够带来落后地区跨越式发展的研究下，分析西咸新区现今产业链 “短链”与城乡

差距依然明显的现状，认为新区应以其优势打造新型农业与田园都市产业链相结合，通过统筹城乡，从而带动

西咸新区乃至整个大西安经济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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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届三中全会在强调统筹城乡发展基础上

指出，要 “鼓励工商企业投资发展农产品加工和

营销，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科研、生

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的产业链”①。农业、工业、

服务业三大产业通过良性互动，统筹城乡，才能

实现欠发达地区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１产业链

所谓产业，是国民经济的组成结构。产业链

是产业经济学中的基本概念，主要针对各个地区

客观存在的区域差异，着眼发挥区域比较优势，

借助区域市场协调地区间专业化分工和多维性需

求的矛盾，以产业合作为实现形式和内容的区域

合作载体。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前提就是

城乡产业的合理配置。产业活动通过要素流动和

需求互补，形成的合理的空间布局与地域分工，

构建出城乡间相互关联的产业链。

由于产业链本身在其发展模式上的比较优势

带有空间分布分特征，能将资金、土地、技术、

劳动力、信息等生产要素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合理

配置，实现优势互补。所以，往往产业链的构建

与其完整程度都会促进或制约一定区域的城乡统

筹与经济发展。２０１４年两会上，李克强总理的政

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加快产业结构调整。鼓励

发展服务业，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可见，

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产业链的完善，已是我国政府

工作的重中之重。

２城乡统筹

城乡统筹必然伴随着二元城乡结构概念的出

现。随着商业的发展，城市也开始真正形成。在

三次社会大分工中手工业从农业中脱离出来，商

业又从手工业中脱离出来，商业的繁荣产生了城

市，所以也可以说农业发展是城市发展的一个重

要条件。随着时代发展，城市愈加突出精神劳动，

乡村之则是传统物质劳动，这种分工也就是城市

与乡村的分离。这种以大工业生存为主的城市经

济与以典型小农经济长存的农村经济的并存，即

在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识到当经济发展到一

定的阶段之后必须消除城乡对立，实现城乡统筹

发展。早在 《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

就明确指出，“消灭城乡对立并不是空想，正如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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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资本家与雇用工人间的对立不是空想一样。消

灭这种对立日益成为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实际

要求”［１］。

而如何打破二元经济结构，在探讨用什么样

的方法实现城乡统筹时，则是 “把工业和农业结

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２］２７３。恩格斯在

《反杜林论》中认为，通过城市与乡村的融合，他

们之间的对立是可能消灭的，当然这一条件则是

要 “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平衡的分布”［３］３３５。可

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强调工业在城市和乡

村中的重要性，主张将工业生产运用在农业上。

３欠发达地区的跨越式发展途径

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众多，由于其在长久的

历史条件下形成独特性、生态环境脆弱性等特点，

使其在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显得缓慢而

滞后。如何使得欠发达地区能够得到跨越式发展，

完善与延长城市与乡村间产业链，促进城乡统筹，

可以说是一条有效途径。

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必须关联产业链，统筹

城乡产业发展。这种发展不是城市的工业化完全

进入乡村，乡村的去农业化，而是通过各自的比

较优势进行互补，协调共赢。在保证城乡教育、

文化、卫生事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拥有平等

的权利义务与机会的前提下进行合作，引导各种

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提高城乡资源的利用效率，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４］，使城乡产业

由分割、失衡走向融合与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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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咸新区位于西安、咸阳两市主城区之间。

其规划总面积８８２平方公里，行政区划涉及西安、

咸阳两市的７个县 （区）、２３个乡镇 （街办），全

区拥有总人口９０万左右 。但新区内产业链缺失情

况严重，制约了城乡统筹以及西咸新区的经济

发展。

１西咸新区产业链缺失导致城乡差距加大

２００２－２０１２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多年

出台指导 “三农”工作文件，并制订了 “工业反

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基本

方针。但在推进农业现代化道路、促进城镇化发

展的过程中，西咸新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主要联

系就是农村为城市提供的农产品等初级产品和原

材料。虽说从近期看，这种城市作为乡村初级产

品市场的状态，有利于城市的发展，并且在一开

始也会对农村经济、农民收入有一定的拉动作用。

但是从长远看，这种状态只能说是农业农村依附

于城市，农业依附于城市工业，对城市的产业结

构升级以及乡村城镇化建设均会产生双方面的

制约。

西安咸阳两市在新中国成立后，走的是我国

重工业化的路线，是我国重要的航空基地。然而

重工业往往属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市场准

入程度极高，天生具有不易向周边地区扩散的特

点，由此也割裂了城市与乡村的联系，现今的西

咸新区亦是如此。２０１４年，西咸新区成为了首个

以创新城市发展方式为主题的国家级新区，六大

科技产业领域如信息技术、健康医疗、临空科技

等项目在区内的落成，极大地推动了新区内部经

济增长。

但是，从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来看，不管绝

对数还是增长速度，西咸新区内农村居民人均纯

收入仍处于较低水平②。就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

入而言，２０１２年西安市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２９９８２元，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１４４２元［５］；咸

阳市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２５７５８元，农

村居民人均纯收入７４６４元［６］。２０１４年咸阳市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３１５３０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１０７％，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８３％。农村居民

人均纯收入９６１２元，比上年名义增长１２６％，扣

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１０４％。全市城乡居民收入

比为３２８∶１（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１，上年

该比值为３３４∶１），比上年缩小 ００６［７］。通过统

筹城乡一体化，西咸新区２０１０年以来连续５年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然而是即使如此，西咸新区包括西安、

咸阳两市的七个县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还

是远远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特别是在

与其他与省外经济发展相近城市对比中发现，２０１４

年西咸新区城镇居民收入总量及增速均较高，而

农村居民收入总量则偏低［８］。以上数据表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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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内的西咸新区，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突出。

从产业结构来看，２０１４年咸阳市全年生产总

值２０７７３４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１０９％。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３２１７２亿元，增

长５０％，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为１５５％；第二产业

增加值 １２１９８８亿元，增长 １３５％，占 ５８７％；

第三产业增加值 ５３５７３亿元，增长 ８２％，占

２５８％［７］。２０１４年西咸新区比咸阳市生产总值增

幅略快，新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３９８０６亿元，较

上年增长１１７％，同时也高出全省增速２个百分

点。其中，工业增加值达到 ２００３２亿元，增长

１３０％，占比５０３％［９］。以上数据表明，西咸新区

农业生产效率相对较低，工业、服务业的进步性

比较明显，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差距还在持续。根

据２０１４年上半年西咸新区的数据，西咸新区农业

增加值 ２０７８亿元，增长 ４７％；工业增加值

９３８４亿元，增长１４６％；服务业增加值４５２０亿

元，增长１０３％［１０］，也能反映出来在产业协调发

展方面，工业增幅明显，但农业与工业及服务业

之间并没有明显的联动。

２二元城乡结构抑制产业链的整合

即使一直在走新型城镇化道路，中国全国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还

是比从１９７８年的２５∶１扩大到２０１０年的３２３∶１，

成为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根据

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显示，２０１３年城镇居民收入

为农村居民３０３倍，２０１４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２９万元，农村居民１０５万，可见城乡

收入差距依然很大。

西咸新区处在西安、咸阳两市主城区之间，

大部分属于农业用地，城镇化水平很低。同时在

发展中也显现出劳动者素质跟不上的情况。２００９

年底，西咸新区总人口 ８９３万，其中 ６０万的农

村人口，城镇化水平只有２３％，大幅度低于陕西

省及全国的城镇化率。２０１４年，西咸新区总人口

约９５８５万人，城镇化率已超过４１％［１１］。虽说在

五年内西咸新区城镇化率大幅度增长，但与２０１４

年中国城镇化率５４７７％及陕西城镇化率５２５７％

的数据相比，西咸新区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依然

抑制了西咸新区内产业链的整合与完善。

西咸新区大部分地区还是传统村落，以种植

业为主，基础设施严重落后，公共服务设施也非

常匮乏，难以吸引高素质的劳动者。同时，新区

内部也缺乏对应的人才培养产业体系，基础教育

医疗卫生等均不够完善，作为西安国际化大都市

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难以承载大西安发展的

需要。

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看，一旦产业规划滞后，

产业间缺乏合理分工与协作，就很容易陷入低水

平重复建设、区域间恶性竞争与资源的极大浪费

的泥沼，有时候尽管开放了就业市场、政府也给

予了政策优惠，却在城市反哺农村、以工业有实

力带动农业发展的条件下，城乡差距反而会继续

扩大。

可见，要实现西咸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必

然要用产业链延伸或完善的方法实现统筹城乡，

通过创新多种产业链的延伸模式，探寻西咸新区

最佳发展途径，才是保证西咸新区经济增长，成

为支撑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建设的有力后花园的主

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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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咸新区的跨越式发展，离不开城乡统筹，

离不开产业链的完善。而通过什么样的模式进行

产业链的延伸则是必须探究的重要问题。应统一

规划城市与乡村协调发展进程，加快基础设施建

设，并且结合西咸新区的自身优势，最大限度地

进行城乡优势互补，交织形成农业、工业、服务

业全面的经济互动的产业链，从而带动新区经济

发展。

１新型农业产业链

对比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农业最具有不确

定性和风险。农业存在双重风险，一方面来自于

农作物的周期性伴随着的自然风险，另一方面则

存在着农产品进入流通领域的市场风险。自然风

险有时难以控制，而信息不对称和技术落后造成

的市场风险，是可以尽量避免的。为此，必须改

变传统农业产业链的原始现状，实现农业产业链

和工业产业链之间链接，同时，提升服务业在这

条产业链中的作用，形成新型农业产业链 （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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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新型农业产业链

这种新型农业产业链的统筹，首先在西咸新

区种植业为代表的农业基础上，将单家独户的小

农经济结合起来，形成绿色农产品生产基地。随

着农业生产基地集约化发展的出现，才能保证新

的科研技术与大型农用机械等在农产品上的作用。

除了直接销售也可以兴建农产品加工基地，多方

面深加工不但可以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还能带

动西咸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另外，在每个

节点上还可以继续延伸，如农用机械工业拉动钢

铁产业同时还可以促进如煤矿、铁矿或风机产业

的发展，创新节能技术，并且能与如金融等服务

业结合起来。这样一种延长农业 “生产—加工—

销售”产业链，通过工业的连结，加强农业与金

融、保险、技术、机械、资金、信息等之间的联

系，不但可以提高农产品的质量，还能打破各个

产品封闭的局面，协调发展了西咸新区中的农业、

工业和服务业的良性互动，进行城乡产业链的延

长和完善则能有效地促进了城乡统筹发展。

２．田园都市产业链

田园都市产业链与新型农业产业链不同，后

者强调将传统农业与工业服务业相结合，加入科

技、资金等形成优质农业，而前者则更突出了在

城乡统筹下，以美好生态环境与现代网络化的服

务业为核心，以现代农业为基础的现代宜居生活。

通过两种产业链的结合，使城乡居民享有更充分

的社会福利和强烈的幸福感。

西咸新区连接陕西省西安与咸阳两大城市。

西安地铁１号线咸阳段已经于２０１４年动工，它的

建成将大大加快了通勤速度。并且西咸新区田园

都市的建设从居民就业、交通、住房等方面，大

大缓解西安中心城区的城市压力，有利于大西安

的可持续发展。

这条田园都市产业链主要以绿色健康农业、

研发型工业和现代服务业构成 （图２）。西咸新区

的田园都市的合理定位，通过调整工业布局和以

咸阳温泉供暖等环保措施等生态环境保护体系为

保障，加快传统农业向观光农业、深加工农业转

型，提升新区内学校、各类基础设施、以及金融、

物流等现代服务业发展。培育田园都市产业链下

的现代服务业，能吸纳就业和辐射农村经济。服

务业需要大量劳动力，如引入宜家等高规格的建

材、家具、综合量贩市场可以大量吸纳农民就业，

商业服务、物流业、房地产业和旅游等第三产业，

搭建农民就业产业平台，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同

时严格审查新区内投资方与住宅建设方的资格与

工程质量，切实保证为西安与咸阳居民提供环境

优雅的居住场所，这也是西安向国际化大都市迈

进的重要一步。

图２　田园都市产业链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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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在１９５６年４月的 《论十大关系》

中对城乡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如果我们的农

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

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这样，

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１２］４００，但是实际

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在西咸新区内，

由于二元城乡结构的普遍存在，导致城市化率比

陕西省的均值还低，这是新区不可忽视的经济现

状。新区想要寻求跨越式发展，也必须从农业着

手，实现城乡统筹。用新区自身农业优势，并将

工业、服务业有机地通过新型农业产业链与田园

都市产业链结合在一起，必将带来西咸新区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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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快速发展。

１确立劳动者主体地位，创新土地制度

西咸新区的城乡统筹，不能让农民因为现代

化的城镇建设离开土地又无法就业，否则必然带

来经济甚至社会的重大问题。要创新土地制度，

必须站在劳动者的主体地位，确保农民就业，重

新进入社会走上新的岗位。通过对劳动、土地两

种生产要素的整合，有助于加强新型农业产业链

与田园都市产业链的联系。

城乡统筹不是迫使农民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

土地，而是要在充分保障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下

的城乡统筹。所以必须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流转

平台，积极探索实施农村土地流转。根据 《中共

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

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

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通过完

善土地流转方式，不改变农村集体土地性质，促

进土地规模经营，向现代农业转变。同时通过土

地流转也可以促进建立合理城市产业布局，发展

优美小镇、信息工业园等区域，促进田园都市产

业链的完善。

另外，还必须重视将农民安置与产业发展相

结合。新型农业产业链的延伸，把传统种植业拓

展到零售、食品加工、信息、物流等产业；田园

都市产业链则拓展到物业、生态等方面可以增加

当地农民就业，使得区域产业项目与农民就业吸

纳相结合。

２发展现代农业，打造核心农业产业园区

大规模的现代农业生产基地，是新型农业产

业链和田园都市产业链的基础。现代农业主要以

资本高投入为基础，而如今在西咸新区中农村主

要生产方式还是以单家独户的小农经济为主。这

种生产方式一方面，与市场的联系薄弱，信息滞

后明显，农民生产出来的农产品难以出售；另一

方面，小农经济的规模化和组织化程度低，很多

家庭靠天吃饭，产品技术含量也相对较低。这种

生产方式下农户收入很不稳定，许多农民宁愿进

城打工，也没有种地的积极性。城镇化的现代农

业要在西咸新区内蓬勃发展，就必须改造传统的

自给性农业生产方式，“（让）农业成为产业的一

个部门，在这种城乡关系下，乡村是开放的，不

是自给性的，它与城市形成产业分工，工业装备

了农业，农业成为工业和国民经济的基础”［１３］。鉴

于小农经济的弊端，西咸新区应该用合作化组织

来代替传统家庭经济组织，建立现代农业，调整

农业产业结构，鼓励农民参与学习现代农业科技，

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增加新区内农产品的竞争

力。大型现代农业企业内部通过引入绿色科技、

生态文化的概念，在增加传统农业产量的同时塑

造城市名片，将乡村旅游、生物科技、农村金融

等产业结合在一起。

核心农业产业园区是集第一、二、三产业为

一体的复合农业形式，建立农业智能化、工业化

的高科技农业。这样可以在农作物种植、优良品

种培育和节约资源、规模化生产等方面产生优势。

例如西咸新区省级现代农业园区———泾河新城秦

龙智能现代农业园区就在种植蔬菜方面颠覆传统

生长方式，黑暗中用 ＬＥＤ灯管促进光合作用、让

蔬菜做运动等方式进行培育绿色可持续发展。支

持发展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引导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

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鼓励

农户在农业产业园区内建立自动化机械化设备用

于养殖业，生产健康无污染的蛋、奶、肉制品，

再将有机肥料作用于草莓、樱桃、猕猴桃、圣女

果等水果，或玉米、苜蓿草等绿色天然植物，促

成循环经济。这样不但有利于降低养殖业饲料和

种植业肥料的成本，还能够打造绿色健康的品牌。

通过不定期举办田园休闲旅游节、水果节、音乐

节、花海茶会、摄影活动等，促使生产、加工、

营销、休闲观光等协调发展。这种规模化、标准

化和现代化经营对于提升农产品品质，增加农民

收入，实现农民充分就业都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同时，现代农业还能提高田园都市居民的生活质

量与幸福指数。

３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乡公共服务一

体化

西咸新区内基础设施建设是城乡统筹的前提，

是确保新型农业产业链和田园都市产业链互动的

关键。基础设施建设不但有利于在空间上从城市

向农村扩展，还有利于以城市的辐射作用带动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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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经济发展。统筹城乡一方面需要合理发展经济，

另一方面必须重视促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

保障，同等对待新区内居民。这需要在基础设施

方面从供水、燃气、供热、垃圾处理等推进西咸

新区村落社区化。并且在公共服务方面向农村倾

斜，优化城乡之间医疗、教育、文化资源，完善

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如今西咸新区已经拥有陕

西中医药大学，还引进了第四军医大学教学园，

以此提高西咸新区内部医疗服务水平。此外，通

过规划建设面向区内居民的社区医院，实现 “城

乡１５分钟健康服务圈”［１４］２１４，推进卫生县镇一体

化管理。同时，还应借鉴农村村民自治制度，改

良后引入城市社会管理，实现城市居民社区自

治［１５］。在社会保障方面，应在全区建立社会公正

保障体系，尽快从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等方面加

强覆盖，使西咸新区内居民受益，提升居民生活

水平。

４保证城乡产业联动，实现各产业链互动

发展

在西咸新区内应充分发挥空港新城、沣东新

城、秦汉新城、沣西新城和泾河新城的各自优势，

从农业、科技、文化、生态等方面实行产业联动

（图３）。

图３新型农业产业链与田园都市产业链的互动发展

从农业资源来看，发展新型现代农业产业链，

可以通过融合科技引进先进设备以及科学地的育

种、播种、除草等技术增加产量，改变传统农业。

标准化的生产也有利于打造农业品牌，推动休闲

观光旅游业发展，如秦汉新城薰衣草园就是农业

与生态的良好结合。现代农业可通过主题公园、

田间图书馆、农家乐、田园水果超市、茶庄等形

式融合进入田园都市生态链。大量现代化涉农企

业的落成不但可以促进就业和农民增收，还可以

大力发展新区内特色产业和生态旅游，形成良好

的城乡产业链互动发展。

从文化资源来看，西咸新区自古以来就是周、

秦和唐等朝代国都所在地，拥有如周陵等众多古

迹和具有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对遗址保护

的同时，加快开发，形成文化与绿色生态产业结

合，发展如原生态关中小镇、优美小镇等打造具

有特色的城市形象。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还还可以

将被动参观与主动体验的旅游项目相结合，如西

咸新区中大型体验式旅游项目的乐华城，是国内

游乐主题公园中过山车数量最多的园区，自开园

后已有不少游客，以旅游文化产业带动城乡统筹。

从科技资源看，西咸新区内正逐渐形成信息

产业园和国际教育文化园区。加之西安与咸阳两

地有众多的科技研究院所和高等学校，特别是西

咸新区内部也有不少大学，这些丰富的科技资源

使得新区发展科技条件优越。西咸新区可实施科

技创新驱动产业发展战略，带动新型农业产业链

和田园都市产业链的整合发展，加快城镇化格局。

从生态资源看，西咸新区内仅用１／３的面积进

行城市建设，２／３划定为农田、生态用地等。应对

渭河、沣河以及泾河进行综合治理，同时还建立

如咸阳森林公园等扩大河流沿线生态景观。在陕

西省环保厅发布的２０１５年１０月份空气质量数据中

显示西咸新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是全省最少，仅

有８天。这就要求西咸新区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当

务之急是利用西咸新区温泉供暖、汇集雨水实现

低碳循环，创造海绵城市，发展低碳经济。同时

对污水、生活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改善区内居

民生活环境。生态资源优势的发挥有利于建立宜

居田园都市，发展创新型城市。

T" UVW

英国城市经济学家霍华德最早在其代表著作

《明日的田园之路》中提到： “城市与农村必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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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这种愉快的结合，将迸发出新的希望、新的

生活、新的文明。”［１７］９城乡统筹已是我国当前工作

的重中之重，西咸新区作为首个以创新城市发展

方式为主题的国家级新区，则更应努力推进城乡

统筹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统筹城乡之间经济发

展的核心在于产业链的构建。这就需要注重以区

内劳动者为核心来延长农业产业链并与工业、服

务业产业链对接，通过战略性新兴产业如新型农

业、信息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现代物流业、

宜居生态产业等合理规划，使产业其优势互补。

在创新土地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流转平台

以及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乡公共服务一体

化的基础上，通过新区内农业、科技、文化、生

态等方面优势资源实行产业联动，完成新型农业

产业链与田园都市产业链的互动，这对加快西咸

新区城乡统筹并使得经济、社会、人民生活水平

跨越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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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１２／５２９４．ｈｔｍｌ．

［１０］陕西省统计局．上半年西咸新区发展态势良好［ＥＢ／

ＯＬ］．（２０１４－０８－１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ｈａａｎｘｉｔｊ．ｇｏｖ．ｃｎ／

ｓｉｔｅ／１／ｈｔｍｌ／１２６／１１１／８２４８．ｈｔｍ．

［１１］西咸新区管委会．＜西咸新区总体规划（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实施评估报告（主要内容）［Ｒ］．２０１５．

［１２］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５卷［Ｍ］．北京：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１．

［１３］杨思远．咀头村调查［Ｍ］．北京：中国经济出版

社，２０１０．

［１４］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西安市社会科学院联合课题组．西

安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探索研究［Ｍ］／／陕西经济发

展报告（２０１４）．西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

［１５］西咸新区．新型城镇化的几个关键问题［ＥＢ／ＯＬ］．

（２０１５－１１－０２）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ｘｉａｎｘｉｎｑｕ．ｇｏｖ．ｃｎ／

ａｂｏｕｔｘ／ｈｕｄｏｎｇ／ｌｌｙｔｑ／２０１４／０２／１４／６０４５．ｈｔｍｌ．

［１６］西咸新区全产业项目为陕西经济注入新活力［ＥＢ／

ＯＬ］．人民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ｘｉａｎｘｉｎｑｕ．ｇｏｖ．ｃｎ／ａｂｏｕｔｘ／

ｇｕａｎｚｈｕ／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１５／０９／２９／６６５８．ｈｔｍｌ．

［１７］霍华德．明日的田园城市［Ｍ］．金经元，译．北京：商务

印书馆，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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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②西咸新区数据统计除个别在西咸新区官方网站公布之外，部分统计在咸阳市和西安市统计公报中，统计公报中也有对应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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