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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路径探析
闫静

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有助于推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进而推
动实现共同富裕。区域发展不平衡是世
界许多国家共同面对的棘手难题，事关
国家发展质量、民族繁荣强盛和社会安
定和谐。因此各国都把促进区域协调发
展作为治国理政的一项重大任务。我国
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自然资源禀
赋与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差别之大世界少
有，区域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古老而
伟大的中华文明。目前，黄河流域是我国
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板块，也是我国重要的
生态功能区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至关重要。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
国家始终把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实现区域
协调发展摆在重要位置。2019年，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重
大发展战略，如何更好地促进二者之间
的协调发展意义更加重大。然而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之路仍然存在
很多问题，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依然任重道远[1]。

一、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
问题

（一）资源支撑型、高物耗、低产出的
工业化路径特征明显。纵观黄河流域的
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可以发现，目前整个
流域已经进入工业化为主的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前，黄河流域是比较贫穷落后
的区域，经济结构整体上以农业为主，在
黄河流域的省区中，农业在产业结构中
占30%以上，就业结构中以农业劳动力
为主，工业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的少数
城市。而改革开放以来，黄河流域工业
化进程显著加快，尤其是21世纪以来，
黄河流域进入了快速工业化发展阶段。
2010年，第二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
的比重达53%，2020年为41%。

从推动黄河流域工业化发展的主要
动力来看，推动黄河流域工业化发展的
主要动力是资源开发和资源型产业的发
展。从工业行业的发展看，黄河流域内
各省区的工业发展主导产业和优势部门
都是煤炭、钢铁、石化、装备制造等资源
型产业。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黄河流
域的能源矿产资源开发迅猛，中上游区
域已经形成了世界上罕有的煤炭、油气、
风能、光伏能等大规模开发的区域。即
使是消费类工业部门也是以本地农牧业
资源产品加工为主，产业链短，附加值
低[2]。因此，资源支撑型、高物耗、低产
出的工业化路径是黄河流域工业化发展
的显著特征。

（二）高负载开发与生态环境本底脆
弱之间的矛盾突出。资源开发始终在黄
河流域经济发展中占据突出的地位且规
模不断扩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
是土地资源的开发持续增长。由于流域
所处的气候条件适合农业的开发，所以
黄河流域耕地的开发长期处于增长状
态。二是水资源的利用不断增长。随着
农业、工业和城镇化的发展，水资源利用
量在不断增长，黄河流域水资源的开发
利用率已达到80%以上，这在世界大江
大河流域开发中是少有的。三是能源矿
产资源的开发规模不断扩大。以煤炭为
例，1980年，整个黄河流域的煤炭产量
为2.7亿吨；之后快速增长，在2000年达
到4.4亿吨；进入21世纪之后，煤炭产量
飞速增长，2020 年达到 28.5 亿吨，是
1952年的152.9倍，1980年的10.6倍，
2000年的6.4倍。2000年以来，中上游
的晋、陕、蒙、宁四省区平均每年增加煤
炭产量1.15亿吨；2010年后平均每年增

加近9000万吨，是世界能源开发史上绝
无仅有的高强度开发区域。目前黄河流
域煤炭产量占全球煤炭产量的36.8%，
晋、陕、蒙、宁四省区就占其中的33.2%，
即全球每3吨煤炭产量中就有1吨来自
黄河中上游地区[3]。

黄河流域受其所处区域的地势、地
貌、气候等自然环境条件的影响，生态环
境本底脆弱。黄河上游处于温带大陆性
气候，干旱少雨，水资源短缺，植被稀疏；
青海地区属于高寒地区，气候恶劣，自然
条件严酷。山西、陕西、陇东、宁夏、河
湟、豫西、内蒙古南部地区为黄土高原沟
壑区，干旱少雨，植被覆盖率低。黄河流
域干旱半干旱区占流域面积的2/3左
右，水资源总量不足长江流域的7%、全
国总量的3%，却承担着全国15%的耕
地面积和12%的人口的供水任务。山
东省、山西省以及河南省沿黄引黄受水
区人均水资源量不足全国的1/6。黄河
上游的高原冰川、草原草甸和三江源、祁
连山，中游的黄土高原，下游的黄河三角
洲等都极易发生退化，恢复难度极大且
过程缓慢。与我国长江、珠江、黑龙江、
淮河、辽河、海河等流域比较，黄河流域
是生态环境最脆弱的流域。综上原因，
这表明黄河流域资源环境高负载开发与
生态环境本底脆弱之间的矛盾突出[4]。

（三）流域经济发展不均衡问题将较
长期存在。黄河流域的大多数省份仍处
于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发展阶段，与全
国其他省份相比，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
后。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流域内各省区经济发展不均
衡。2022年，黄河流域内经济总量达到
30.70万亿元。其中山东、河南和四川
三 省 的 GDP 之 和 占 到 黄 河 流 域
66.95%，其余六个省区GDP之和仅为
黄河流域GDP总量的33.05%。

二是创新能力分布不均衡。黄河流
域科技创新能力与长江流域、粤港澳大
湾区等相比差距仍然较大，根据《中国区
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22》评价结果，
沿黄省区只有山东和陕西排名位于前十
名，宁夏、甘肃、内蒙古位于倒数后五名，
这表明黄河流域内部各省区科技创新发
展水平也存在较大差距[5]。

三是沿线产业结构发展不均衡。黄
河流域作为煤炭资源富集区，沿黄省区
产业体系的特点为二产过重、三产过轻，
许多城市以装备制造、传统能源化工为
主导产业，同质化现象较为突出。这些
城市拥有的大量煤炭、化工、冶炼等传统
企业，也不同程度存在着产业链条延伸
不够、绿色发展技术水平不高、发展低质
低效等问题。黄河流域创新能力、高端
人才的不足与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新兴产
业集群的缺乏，导致其在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压力大的同时，高技术产业和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相比全国其他区域较
为滞后。

二、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建议

（一）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创新发展
作为提升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
支撑，是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强力引
擎。而黄河流域整体发明专利授权量仅
占全国发明专利授权量的15.82%，创新
能力普遍较低，产业转型动力不足。因
此必须提升黄河流域的产业创新能力。

1.推动重大科技攻关。着眼于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
要，加强协同创新，推动关键共性技术研
究。深入开展节水、生态修复、循环经
济、清洁生产等领域的应用研究。围绕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短板
技术推行科技攻关，为产业转型提供技
术支持。

2.激发人才创新能力。人才是第一
资源。面向新发展阶段，聚焦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需求，要
做好“引才、育才、用才”工作。引才方面
要完善普惠性和个性相结合的人才政策
体系，充分尊重和用好现有人才，加大高
层次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育才方面要
加强创新性、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
支持高校设置生态保护、现代农业、智能
制造、公共卫生等一批急需领域学科。
加快构建中等与高等职业教育、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相衔接的人才培养体系。
用才方面要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实
效、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

3.大力培育创新主体。企业创新是
引领产业发展的关键。黄河流域具有创
新活动的企业少，所以急需加强对创新
型企业的培养。可以通过打造高新区平
台、实施优惠地租、税收等政策吸引高新
技术企业、创新企业入驻。发挥各类国
家高新技术示范区、国家重点实验室的
平台支撑作用，发挥龙头企业、科技型企
业创新主体作用，吸引国内外一流科技
创新资源，深入开展技术研发和科技成
果转化应用。比如山西要发扬晋中国家
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作用，加强有
机旱作农业技术的创新和推广应用，争
取在北方旱作农业方面创造可复制、可
推广的经验。

（二）做优做强特色农牧业。特色农
产品种植有助于充分发挥黄河流域的资
源比较优势，拓宽各地区农业发展路
径。所以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做
优做强黄河流域特色农牧业。

1.大力发展生态高效农牧业。黄河
流域的多数特色农产品处于粗放、分散
经营的状态，难以形成品牌优势。所以
要大力建设高标准农田，实施保护性耕
作，大力推行标准化生产模式。如沿黄
灌区要依托大企业、大项目、大资本的进
入和带动，推进绿色标准化种养基地和
生态循环农业园区建设。要加强绿色、
有机、地理标志“两品一标”农产品的认
证培育，健全农牧业投入品和农畜产品
质量安全追溯体系。要大力发展节水、
耐旱、抗逆性强的特色产业，实现生态恢
复与生产发展的共赢。还要推进新一代
技术与农业生产经营的深度融合，提升
农牧业科技装备水平，建设智慧农业示
范工程。

2.建设特色农产品优势区。黄河流
域自然环境复杂多样，为地区发展特色
农产品奠定了良好的自然基础。如上游
的青海、甘肃地区地处高原，适合发展高
原农业和寒旱农业；中上游的陕西、宁
夏、山西、内蒙古等黄土高原地区适合发
展多种杂粮种植业和林果业；下游的河
南、山东等地则适合发展蔬菜种植和农
产品加工业。所以要大力布局建设特色
农产品种植区，充分发挥出黄河流域的
比较优势。

3.积极培育地理标志产品。目前，
黄河流域拥有10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保护示范区，各省也都形成了一定数量
和特色的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如宁夏
回族自治区的盐池滩羊肉和中宁枸杞、
甘肃省的兰州百合和定西马铃薯以及山
东省的烟台苹果和平阴玫瑰等。所以要
在此基础上加强农业品牌提升，强化如
宁夏枸杞、甘肃高原夏菜、内蒙古牛羊
肉、山西白酒和杂粮等区域性农业特色
品牌。同时，充分挖掘并完善农产品种
植、加工、存储、贸易等全产业链，打造一

批黄河地理标志产品。
（三）积极保护并开发黄河文化。黄

河文化美誉度高，开发价值突出，并且经
过这些年的发展黄河流域已经形成一批
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旅游品牌和
旅游线路，比如莫高窟、五台山、兵马俑、
殷墟、泰山等著名景点。积极保护并开
发黄河流域文化产业是黄河流域高质量
发展的一条必选赛道。

1. 凝聚高度认同的黄河文化符
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黄河文化是
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
的根和魂。”将黄河文化打造成中华民
族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对增强文化
自信和民族自信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深入挖掘黄河文化的精神内核，将不同
时期不同形态的黄河文化凝结转化成
统一鲜明的流域文化符号，使其成为中
华民族的文化标识。

2.系统性保护黄河文化遗产。加强
顶层设计，构建全面的政策支撑体系，以
国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规划纲要》为依据，组织编制《黄河文化
保护传承弘扬规划》《黄河文化旅游带总
体规划》《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传承弘扬规划》等规划为指导，明确不同
分区内的黄河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原
则，突出文化遗产保护原则。原则全面
调查认定黄河流域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
物质文化遗产。加强黄河流域的文化遗
产资源的普查登记工作，对黄河流域内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和资源进行科学、
准确、全面的调查；理清其种类、数量、分
布和存续状况，完善文化遗产档案建设；
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和
传承人进行全面、系统的记录；鼓励设立
黄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专刊、著作。

3.培育黄河流域文化旅游新业态。
创新文旅融合的形式，丰富黄河故事的
现代传播形式。利用VR、3D、AR等新
技术为消费者提供参与式、互动式、体验
式的文旅场景，让消费者沉浸式体验黄
河文化。加强区域间的文旅整合资源协
作，协调建设流域共享的旅游信息平台、
旅游集散中心等旅游公共服务体系，推
进跨区域旅游交通合作体系建设。按照
黄河上中下游的资源禀赋和发展定位分
区域做好规划工作，上游应发挥生态优
势、加强三江源、祁连山、秦岭等区域的
生态保护工作，重点发展生态旅游；中游
相对交通便利、文化资源丰富，应发展适
合现代游客需求的文化旅游、深度体验
游、自驾游等；下游相对经济发达，文化遗
产丰富，可依托泰山文化、孔庙文化、革命
老区文化等多样化开发各类旅游和休闲
度假产品，比如可开发“文化旅游＋非
遗”“文化旅游＋研学”等旅游新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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