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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7年陕西经济发展报告》,主要包括四部分内容。*部分总报告，主要对于2016年陕西
宏观经济运行态势进行了分析并对2017年经济形势进行了预测。第二部分综合篇，对于2
016年工业运行形势、农村经济形势、对外贸易形势进行了分析并对于2017年发展趋势进
行了预测，对新常态下培育陕西经济增长新动力、全面提高农民收入及同步够格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研究。第三部分区域篇，主要围绕创新转型这
一核心主题，对如何支持高新区引领全省创新型省份建设、新常态下陕北的转型提升发
展战略、进一步发挥杨凌农业科技金融结合引领作用、西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与
发展新动能培育、陕甘宁革命老区红色文化产业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并提出了
政策建议。第四部分产业篇，主要围绕加快陕西大数据产业发展、能化产业转型升级路
径选择、陕西上市公司创新能力及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农产品加工业的混合所有制改
造、陕西休闲农业发展路径、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发展等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度分析，
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内容简介

本书围绕陕西经济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结合中共中央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对陕西
同步够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动产业
转型升级、促进一二三产深度融合等方面进行了探索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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