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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黄河上游地区是中国贫困易发高发的地区。在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背景下，探讨该地区减贫转向

特征和高质量发展路径，对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文通过梳理流域地区发展研究和国家战略

需求，基于发展地理学视角，构建了面向流域减贫与发展的“五位一体”地理资本体系及其空间整合分析框架。在

界定黄河上游地区范围的基础上，阐述了该地区的减贫转向与发展问题。研究发现：黄河上游地区贫困发生率持

续下降，贫困人口大幅减少，2020 年后将实现减贫转向；地理资本指数呈明显上升趋势，上升幅度高于黄河流域

（0.078）和全国平均水平（0.067），但仍受城乡居民收入和城市化水平较低，工业企业研发强度、贸易依存度、专利密

度和技术市场水平较弱等方面的制约；该地区与黄河流域和全国比较发展差距在缩小，呈现区域收敛趋势，但欠发

达的格局没有改变。在减贫转向和区域收敛的背景下，综合集成构建了该地区可持续减贫及由传统增长向高质量

发展转型的路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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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流域地区发展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

题，主要研究包括流域经济开发模式[1]，如亚马孙河

模式、莱茵河模式、密西西比河模式等；流域经济开

发效应[2]，如长江经济带经济空间溢出效应等；流域

水环境综合治理[3]，如日本分散治理模式、美国集中

治理模式和澳大利亚集中—分散模式等；流域综合

管理体制[4]，如美国田纳西河流域、澳大利亚墨累—

达令河流域、英国泰晤士河流域等实施的流域管理

局、流域委员会和综合性流域机构等组织形式；流

域生态补偿机制 [5,6]，如生态效益付费（Payment for

Environmental Benefit, PEB）、流域生态服务付费

（Payment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PES）研究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余年来，学者们在流域开发史[7]、人类活动对流域水

文要素的影响[8]、流域土地利用与景观格局变化[9,10]、

大保护背景下的流域综合管理[11]、流域山水林田湖

草生态保护修复[12]、流域经济区域发展[13]、流域城镇

化和产业发展及环境影响[14-16]等研究领域积累了丰

富的成果，为流域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和决策参考。

黄河流域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经济地带。

黄河流域水资源调配[17]、农村经济发展[18]、城市竞争

力[19]、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框架设计[20,21]等成为学

术界普遍关注的议题。黄河上游地区是一个自然生

态脆弱、多民族聚居和欠发达格局交织的人地关系

地域系统，地理复杂性特征十分明显。为了促进区域

可持续发展，政府机构和学术界提出了一系列发展

举措。1985年，汪一鸣较早提出了建设包括青海、

甘肃、宁夏和内蒙古的“黄河上游河段第一个产业

带”的构想[22,23]。1988年，费孝通和钱伟长向中央和

国务院提出了建设“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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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范围包括青海东部、甘肃中部、宁夏中北部、

内蒙西部沿岸地带[24]。1989年，原国家计委将黄河

上游经济区（包括青海、甘肃、宁夏3省区）划分为全

国十大经济区之一。1990年，郭文卿等划分的黄河

上游沿岸地区范围为青、甘、宁、内蒙古47个县、旗、

市，土地面积 15.7万 km2[25]。2010年，甘肃省工商联

和甘肃农业大学发布了《兰州-西宁-银川经济区研究

报告》，提出设立兰州-西宁-银川经济区的建议。

2017—2018年，程小旭等先后发文探讨了建设黄河

上游经济带的基础、条件和思考[26-28]。2018年，《甘肃

政协信息》刊出了《关于重启设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

济开发区的建议》一文，提出设立以兰州、西宁、银川

为核心的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重要意义。

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主持召

开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习

近平强调，黄河流域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重要

的经济地带，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区域，在中

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

地位，并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升为

重大国家战略[29]，这为黄河上游地区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指明了根本遵循。黄河上游地区是中国

西部生态脆弱区、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和

“一带一路”的叠加交织区域，面向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以及 2035、2050国家目标和 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

该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后可持续减贫与高质量发

展成为亟待研究的重大课题[30,31]。本文基于发展地

理学理论 [30,32]，探讨黄河上游地区减贫转向与高质

量发展分析框架和实践思路，以期为该地区可持续

发展提供决策参考和学术借鉴。

2 理论、方法和数据
2.1 理论依据

贫困和欠发达是发展研究领域的核心议题，是

发展地理学、发展经济学和发展社会学多学科综合

研究的热点问题。发展地理学注重从地方—区域

（流域）—国家—全球不同尺度探讨贫困和欠发达

的空间分异、空间扩散或空间整合[30,32]。理论上，绝

对贫困减少则相对贫困增加。按现行贫困线中国

将于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和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未来相对贫困的格局将更加复杂。基于发展地理

学贫困地理研究的复杂性[33]和区域收敛性[34]，区域

相对贫困治理与高质量发展面临系统性挑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银行将资本赋予地理

的属性并从经济、社会、政治和生态4类劣势表征空

间贫困，为制定减贫方案提供了发展地理学分析借

鉴[31]。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

发展理念是解决减贫转向和高质量发展问题的根本

遵循。本文基于发展地理学[32]，构建由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和生态组成的“五位一体”地理资本体系[30]，

通过地方化、区域化和全球化整合促进地理资本的

空间组合并重构流域经济地理格局与高质量发展实

践路径（图 1）。按照科学性、全面性、非重复性、可

获得性和可操作性原则，并综合三轮德尔菲法结

果，最终筛选出评价减贫转向与高质量发展的“五位

一体”地理资本体系，共21个具体指标。其中，经济

地理资本（Economic Geographic Capital, EGC1）主要

包括地区生产总值（C1）、人均地区生产总值（C2）、人

均财政收入（C3）、贸易依存度（C4）、城镇居民可支配

收入（C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C6）和农民生活

信息化程度（C7）；政治地理资本（Political Geograph-

ic Capital, PGC）主要包括发展战略（C8）、农村居民政

策满意度（C9）、农村居民获得感（C10）和幸福感（C11）；

文化地理资本（Cultural Geographic Capital, CGC）主

要包括技术市场水平（C12）、专利密度（C13）、工业企

业研发强度（C14）和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C15）；社会

地理资本（Social Geographic Capital, SGC）主要包

括城市化率（C16）、贫困发生率（C17）、城乡居民收入

比（C18）、城乡居民消费比（C19）；生态地理资本（Eco-

logical Geographic Capital, EGC2）主要包括森林覆

图1 减贫与发展及其空间整合分析框架

Figure 1 Analytical framework on poverty red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ir spatial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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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率（C20）和生态环境质量指数（C21）。进一步通过

TOPSIS（逼近于理想值的排序方法）评价模型和变

异系数分析黄河上游地区减贫转向与发展的分异

机制、主导地理资本和空间收敛，提出该地区贫困

治理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策略。

2.2 数据来源和处理

本文数据获取方法主要包括统计方法、遥感监

测和科学计算等。统计方法是指从《中国统计年

鉴》（2012—2019）、《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2—

2019）、《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12—2019）等获

取GDP、人口等社会经济数据；遥感监测主要采用高

分辨率影像和90 m×90 m数字高程数据获取土地利

用与覆被变化、行政区边界等；科学计算法主要获

取部分间接指标数据，如技术市场水平、专利密度、

贸易依存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强度等。其

中，技术市场水平=技术市场成交额/地区生产总值；

专利密度=授权专利数/人口数；贸易依存度=进出口

总额/地区生产总值；规上工业企业研发强度=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工业增

加值[35]。

本文采用 TOPSIS 方法给出研究区域的优先

序。通过线性归一化方法对原始决策矩阵进行一

致性、无量纲（标准化）处理 [37]。标准化决策矩阵

Z =(zij)m × n 和权重ωj构成加权决策矩阵 R =(rij)m × n ，

从而确定正理想解R*和负理想解R0，即：

R* =
ì
í
î

max
i

rij, j为效益型指标

min
i

rij, j为成本型指标
j = 1,2,……,m （1）

R0 =
ì
í
î

max
i

rij , j为成本型指标

min
i

rij , j为效益型指标
j = 1,2,……,m （2）

式中：rij 表示加权决策矩阵，即第 i个研究区域的第

j 项归一化的指标值与其权重ωj 乘积后的结果，

rij =ω j × zij ；zij 表示归一化后的决策矩阵，即第 i个

研究区域的第 j 项归一化的指标；i 为研究区域，

i = 1,2,…,m；j为归一化指标，j = 1,2,…,n 。

计算各研究区域到正理想解和负理想解的距离

d *
i , d 0

i 及研究区域的地理资本指数 Ci(i = 1,2,…n) 。

Ci值越大，表示研究区发展质量越高；反之越低。

d *
i = ∑

j = 1

n

(rij - r *
j )

2 , d 0
i = ∑

j = 1

n

(rij - r 0
j )

2 （3）

Ci =
d 0

i

d *
i + d 0

i

（4）

采用变异系数反映区域收敛性[34]，计算公式为：

v = σ/μ （5）

式中：标准差 σ= 1
n - 1∑i = 1

n

(xi - μ)2 ，表示区域的标准

差；平均值 μ = 1
n∑i = 1

n

xi ，表示区域地理资本的平均

值。变异系数增大，区域差距呈发散趋势，反之，呈

收敛趋势。

运用地理探测器（geographic detectors）[30]，确定

制约发展的主导地理资本因素。

2.3 研究区概况

黄河上游是指从河源到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

县河口镇以上的黄河河段，流域面积达42.8万km2，

占黄河流域总面积的53.8%。

从流域经济角度看，黄河上游地区地域范围还

没有统一的界定。根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国家战略与黄河上游各省区在《全国生态功

能区划（修编版）》（2015）、《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年）》（2011）、《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

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2014）等

中的定位，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按照整体性、地方性

和发展性原则与空间分异和空间整合分析模式，将

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呼和浩特都市圈以西地区

界定为黄河上游地区，面积为 169.8万 km2，分别占

全国和黄河流域9省区面积的17.7%和47.2%，其中

西宁都市圈、兰州都市圈、银川都市圈和呼和浩特

都市圈为核心区，面积为19.3万km2；沿岸除都市圈

地区为拓展区，面积为23.4万km2；其他地区为延伸

区，面积为127.1万km2（图2）。

图2 黄河上游地区范围

Figure 2 Scope of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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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与分析
3.1 减贫成效及减贫转向

中国脱贫攻坚目标的完成和乡村振兴战略的

启动，标志着进入相对贫困治理期，即从根本上解

决“三农”问题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期。根

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青

海、甘肃、宁夏和内蒙古贫困县占黄河流域总贫困县

数的43%，是中国重要的贫困人口分布区。2011年以

来，黄河上游地区的减贫成效十分显著（图3）。青海、

甘肃、宁夏和内蒙古的贫困发生率从 2011 年的

28.5% 、34.6% 、18.3% 和 12.2% 下降为 2018 年的

2.5%、5.8%、3.0%和 1.1%，贫困人口大幅减少。目

前，除了内蒙古外其他 3省区贫困发生率仍均高于

全国贫困发生率平均水平（1.7%），但按照现行标准

4省区均将于 2020年实现消除绝对贫困，从而解决

区域性整体贫困，进入从绝对贫困治理转向相对贫

困治理为主的新阶段。

3.2 区域地理资本指数分异

黄河上游地区青海、甘肃、宁夏和内蒙古4省区

地理资本指数分别从 2010 年的 0.264、0.269、0.347

和 0.363，提高到 2018 年的 0.325、0.279、0.401 和

0.415，表明各省区发展质量在提高。2010—2018

年，青海、甘肃、宁夏和内蒙古 4省区平均地理资本

指数分别为 0.285、0.278、0.362 和 0.394。虽然 4 个

省区地理资本指数的上升幅度（分别为 0.082、

0.127、0.097 和 0.094）均高于黄河流域（0.078）和全

国平均水平（0.067），但青海和甘肃地理资本指数低

于黄河流域平均水平（0.314），青海、甘肃和宁夏的

地理资本指数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0.377）（图4）。

通过地理探测发现，制约黄河上游地区发展的

主要地理资本包括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城市化率、工业企业研发强度、贸

易依存度、专利密度和技术市场水平。2018年，青

海、甘肃、宁夏和内蒙古4省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和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

4 省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是全国平均值的

80.3%、76.3%、81.3%和 97.6%，农民可支配收入分

别是全国平均值的 71.1%、60.2%、80.1%和 94.4%

（图 5）。按照 2018年增速，预计到 2021年 4省区的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依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8年，青海、甘肃和宁

夏 3 省区的城市化率分别为全国平均值的 91.4%、

80%和 98.8%，仅内蒙古城市化率高出全国平均值

图3 黄河上游地区贫困发生率的变化

Figure 3 Changes of poverty incidence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图4 黄河上游地区地理资本指数的变化

Figure 4 Changes of geographic capital index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图5 黄河上游地区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

Figure 5 The main factors constraining development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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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3.1个百分点；青海、甘肃、宁夏和内蒙古4省区规

上企业研发强度分别仅为全国平均值的 32.8%、

16.1%、63%和 36.7%；贸易依存度分别仅为全国平

均值的4.7%、14.1%、19.8%和17.7%；专利密度分别

仅为全国平均值的 25.2%、30.2%、46.9%和 21.7%；

青海和甘肃的技术市场水平略高于全国水平，宁夏

和内蒙古的技术市场水平分别仅为全国平均水平

的16.6%和69.4%（图5）。

3.3 区域收敛性特征

区域收敛性反映区域发展差距缩小或扩大趋

势。从黄河上游地区内部变化来看，该地区人均

GDP 的均值、标准差分别从 2010 年的 28608 元、

11516 元增加至 2018 年的 50355 元、13275 元，增长

幅度分别为 76.1%和 15.2%，而人均 GDP 的变异系

数从2010年的0.403降至2018年的0.264，降低幅度

为 34.5%，变异系数趋势线的回归系数为-0.0182，

表明黄河上游各省区的经济发展相对差距在缩小，

区域发展表现出相对差距收敛趋势（图6a）。

从黄河上游地区与黄河流域的比较来看，黄河

流域（9省区）人均GDP的均值、标准差分别从2010

年的 28287 元、9225 元增加至 2018 年的 53948 元、

12736 元，增长幅度分别为 90.7%和 38.1%，而人均

GDP 的变异系数从 2010 年的 0.326 降至 2018 年的

0.236，降低幅度为 27.6%，变异系数趋势线的回归

系数为-0.0107。黄河上游地区与黄河流域人均

GDP 变异系数的降低幅度以及回归系数分别为

34.5%、27.6%和-0.0182、-0.0107，表明黄河上游地

区相对差距的收敛速度高于黄河流域水平（图6b）。

从黄河上游地区与全国的比较来看，全国人均

GDP 的均值、标准差分别从 2010 年的 33350 元、

16875元增加至 2018年的 65253元、28648元，增长

幅度分别为 95.7%和 69.8%，而人均 GDP 的变异系

数从2010年的0.506降至2018年的0.439，降低幅度

为13.2%，变异系数趋势线的回归系数为-0.0057。黄

河上游地区与全国人均GDP变异系数的降低幅度

以及回归系数分别为 34.5.6%、13.2%和-0.0182、

-0.0057，表明黄河上游地区区域发展相对差距的

收敛速度高于全国水平（图6c）。

总体上，黄河上游地区收敛速度高于黄河流域

和全国平均水平，这对未来平衡充分和高质量发展

奠定了坚实基础。

3.4 减贫转向与高质量发展路径

黄河上游地区贫困治理成效显著，但长期受特

殊的生态和地理环境影响以及诸多地理资本缺陷

的制约，依然是中国贫困易发的高风险区。

在减贫转向与区域收敛的背景下，紧抓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机遇，以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靶向瞄准“十四

五”、2035 和 2050 目标及“未来地球 2025 愿景”[38]、

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综合集成构建由传统增长向

高质量发展转型的路径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图7）。

促进可持续减贫与发展的地方化。以减贫转

向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解决传统减贫与城乡建设

之间的结构性问题，促进城乡减贫一体化。借鉴国

际经验和结合区域实际，“十四五”期间将最低生活

图6 黄河上游地区人均GDP变异系数的对比

Figure 6 Comparison of the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of per capita GDP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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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兜底扶贫政策并入乡村振兴低收入群体的民

生政策；按照上一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

数的 40%划定次年相对贫困线[39]，低于该贫困线为

相对贫困家庭、村（社区）和县（区）。以发展绿色经

济为主题，建设美丽乡村，重构乡村经济地域系

统。挖掘地方的发展动力，加快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入市改革，培育和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构建

城乡融合机制，实现城乡要素自由流动。调整到村

到户扶贫资源和贫困户小额信贷政策，建立乡村振

兴金融信贷基金，为持续改善乡村产业发展、生产

性基础设施条件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

保障。

促进可持续减贫与发展的区域化。加强黄河

上游地区4省区地区协作，以发展数字经济为引领，

重点建设资金、商业信息和物流三大基础服务网

络，通过数字经济提高该地区商业的数字化程度、

数字金融可得性和物流服务及时度，推动该地区获

得平等的电商、金融和物流资源，促进区域减贫一

体化。探索可持续减贫创新模式，建设跨青、甘、

宁、蒙 4 省区减贫合作产业园区和经济合作示范

区。结合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积极探索与

联合国减贫和可持续发展项目的结合点，建设黄河

上游地区联合国“减贫和可持续发展示范区”，大力

推进健康扶贫、教育扶贫、旅游扶贫、特色农镇、共

享村庄、生态建设等领域减贫与可持续发展模式的

探索和推广。

促进可持续减贫与发展的全球化。整合要素

格局优化系统格局，建设黄河上游生态经济区提高

本地网络密集度、区域链完整度和全球链嵌入度，

建设立足全流域，面向全国和中亚、南亚、西亚、俄

蒙的通道、商贸物流枢纽、重要产业和人文交流基

地，增强创新和服务能力，整体优化黄河上游地区

营商环境，集聚创新要素，建立创新合作园区，通过

空间整合形成新的区域比较优势，优化提升产业结

构、城镇化、人均收入、规上企业研发强度、贸易依

存度、技术市场水平和专利密度等发展质量，加强

区域平衡性和提高区域有效性，促进生产、生活和

生态产品与服务的高质量供给，实现从投资、消费

和出口为主的传统增长向创新、质量和服务为主的

高质量发展一体化。

4 结论
本文基于发展地理学理论视角，构建了面向流

域减贫与发展的“五位一体”地理资本体系及其空

间整合分析框架。研究结论主要有：

（1）贫困人口大幅减少。黄河上游地区的青

海、甘肃、宁夏和内蒙古的贫困发生率从 2011年的

28.5% 、34.6% 、18.3% 和 12.2% 下降为 2018 年的

2.5%、5.8%、3%和 1.1%，减贫成效显著。按照现行

贫困标准，该地区将于 2020 年解决区域性整体贫

困，实现减贫转向。

（2）地理资本指数呈上升趋势，但区域发展质

量整体不高。黄河上游地区青海、甘肃、宁夏和内

蒙古 4 省区地理资本指数分别从 2010 年的 0.264、

0.269、0.347和0.363，提高到2018年的0.325、0.279、

0.401 和 0.415。但 4 省区人均 GDP、城镇居民可支

配收入和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规上企业研发

强度、贸易依存度、专利密度和技术市场水平等开

放创新水平整体低下，特别是科技创新水平不高，

对外经济联系弱，创新成果产权化、产业化和市场

化水平低。

（3）区域收敛明显，但欠发达格局没有改变。

黄河上游地区各省区发展差距在缩小，呈现区域收

敛性，但在未来一定时期内 4省区依然是全国欠发

达省区，面临相对贫困治理更加复杂和难度更大的

局面。

（4）减贫与高质量发展路径设计。针对减贫转

向、区域收敛性和地理复杂性特征，靶向瞄准贫困

治理的精准转向，推进城乡减贫一体化和区域减贫

图7 减贫与高质量发展路径模式

Figure 7 A conceptual model of poverty reduction and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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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建立黄河上游生态经济区，通过本地化整

合提高网络密集度、区域化整合提高区域链完整

度、全球化整合提高全球链嵌入度，实现该地区高

质量发展一体化。

黄河上游地区是中国重要的生态脆弱区和贫

困易发高风险区，如何高质量实现该地区的可持续

发展是政府和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

的研究旨在抛砖引玉，在减贫转向、欠发达和生态

脆弱地理复杂系统背景下，今后要注重发展地理

学、发展经济学和发展社会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和

联合攻关优势[40]，从理论和实践体系上构建减贫与

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和实践体系意义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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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verty reduction tur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LIU Xiaopeng1, 2, MA Cunxia1, WEI li3, CHENG Jing1, WEI Jingyi1, ZENG Dua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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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is the area where poverty is easy and frequent in

China. In the context of winning the war against poverty in 2020, it is of great guiding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verty reduction tur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ath for the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ased on existing research on basin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and national strategies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 geography,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e“five-in-one”geographic capital system and its spatial integration for

poverty reduction and development in river basins were constructed. On the basis of defining the

scope of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the issue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is area was elabor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cidence of poverty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continued to decline, the population in poverty had been greatly reduced,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will be realized after 2020. The geographic capital index values showed a clear

upward trend, the increase rate was higher tha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0.078) and the national

average levels (0.067). However, geographic capital was still restricted by the low income level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lower urbanization level, weak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tensity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weak trade dependence, lower patent density, weak technological market

level, and other constrai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egional convergence,

a conceptual model of poverty governance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was proposed considering

the localization, region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poverty reduction and

development.

Key words: poverty reduction turn; geographic capital; regional convergence; geographic detect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geography; upp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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