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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黄河流域整体处于工业化中期到后期的转型发展和区域经济的起飞发展阶段，大体处于集聚功能大

于扩散效应的“虹吸效应”阶段和区内发展的激烈竞争时期。高质量的中/高速经济增长是黄河流域现代化进程和

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在大致梳理流域（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及其理论演变的基础上，本文探讨了黄河流域高质

量发展的基本条件及其核心策略。域内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条件表现为农业发展的多样性和脆弱性，流域经济联系

的松散性，经济发展阶段性及其内部差异性的约束，外部投资和产业转移等动力不足的约束等。这决定了流域高

质量发展必表现为长期性、多样性、竞争性、协同性甚至区域化的倾向。因此，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需探索“弯道超

车”的核心策略：①在智能社会和全球化浪潮中，谋高质量增长，即持续探寻域内适合国家需求和地方特色的新型

产业转型发展模式，建构适合各地方的特色化产业集群/产业链，提升综合竞争力；②探寻同质前提下的协同新模

式，谋划流域协同和寻求特色化的新型城镇化模式，包括适合各地的人口城镇化策略和城乡统筹模式，尤其是基于

土地流转的乡村人口向河谷/川地/盆地、平原、城镇的持续迁移路径,提高劳动生产率，关注水资源和基础设施建设

等问题；③实施“中心突破”的体制，寻求中心带动的流域空间重构，推动中心城市和城镇群的健康发展，促进高质

量发展。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是一个至少20~30年的长期探索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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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的约古

宗列盆地，流经青川甘宁蒙晋陕豫鲁9省区，流域面

积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 7.2%；2018年，流域总人口

和GDP分别约占全国的14.1%和13.2%。黄河流经

中国干旱和半干旱区域，是域内城市的重要水源

地；黄河水资源总量不到长江的7%，人均占有量仅

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25%[1]。此外，黄河流域是中国

矿产资源汇集之地，储量占全国总储量32%以上的

有稀土等 8 种，而且是 1949 年以来中国一次能源

（煤炭）与二次能源（电力）最主要的生产/供应基地，

约占中国一次能源产量的 40%[3]。近 20年来，在西

部大开发、资源型城市转型、“煤炭综合改革”等倾

斜性政策及大规模水利建设和有效水患治理等实

践[2]的推动下，黄河流域通过承接国内外的产业转

移和吸纳外来人口等，已大致孕育或形成了宁夏沿

黄、呼包鄂榆、兰西、关中、中原、晋中等六大城市

群。但是由于发展基础和条件限制，黄河流域的发

展相对落后，水资源制约严重、生产力布局和生态

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突出、洪水和生态系统退化等

风险长期存在，同时中上游地区还有大面积的革命

老区和民族聚居地区，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稳

妥推进难度大[3,4]。目前，学者们从生态环境[5,6]、域内

贫困区域特征与发展[7,8]、评价指标体系构建[9]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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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黄河流域发展进行研究。

黄河流域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屏障、重要的经济

地带和“脱贫攻坚”的重要区域，对维护社会稳定和

生态安全、促进民族团结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郑州市主持召开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座谈会”，提出“促进全流域高质量发展、改善

人民群众生活、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让黄河成

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目标任务。这标志着黄河

流域生态治理和高质量发展自此将与京津冀协同

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等共同成为国家战略，有利于中国的生

态治理以及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

展。流域的发展一般具有层次性，大致可分 3个层

次：一是生态环境良好，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

如前工业化社会时期；二是生态环境大幅度退化或

生态服务价值弱化，但社会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模

式，如工业化早期的国家或地区；三是生态环境良

好且社会经济发展处于发达状态的发展模式，如当

代的欧美发达国家。根据《中国城市综合发展质量

报告 2018》，黄河流域在国家层面整体处于落后状

态，综合发展质量排名最高的西安仅位于国家的第

14名，城市环境排名都处于50名以后。黄河流域经

济社会发展呈“上游落后、中游崛起、下游发达”的

阶梯状分布形态[10]，还有很多问题有待思考：黄河流

域处于一种怎样的发展阶段？如何实现其高质量

发展？其高质量发展具备怎样的基本条件？发展

模式、转型路径等到底是什么？且源于自身基础和

外部条件，哪些基本条件影响或制约着黄河流域的

高质量发展？应采取哪些核心策略？基于以上问

题，本文首先梳理了流域（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及其理论演变，然后在此基础上探讨了黄河流域高

质量发展的基本条件及核心策略。

需要指出，文中黄河流域范围是指地理学范畴

的内涵。为便于研究，采取了地市空间尺度且保留

其行政区范围完整，划分原则包括：一是将落入黄

河流域空间范围内的 9省区的相关地市都划入；二

是若与其他流域的界限有冲突，则根据该地市面积

在黄河流域所占的比例（50%以上），或地级政府的

所在地是否在黄河流域，或黄河干流及其一级支流

是否流经该地市，来确定这个地市是否属于黄河流

域。按照以上依据，共选择 60个地级市（州/盟）①。

本文人均GDP、第二/三产业总产值、人口密度等数

据来自以上城市 2005 年、2010 年、2017 年统计年

鉴；城市化率数据来自以上城市 2010 年和 2018 年

统计年鉴。

2 相关概念的内涵与研究进展
2.1 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最初在经济层面表现为经济效益

的不断提升、成本不断下降和单位产品/产值对生态

环境的影响不断降低，这涉及到新古典经济学的集

约经济、集聚经济、生态经济等概念，以及集聚经济

理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产业集群理论、产业升级

和转型理论、行为理论、环境制度理论、演化经济学

理论、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等，已形成激进学派、新经

济社会学派、新政治经济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派等

四大理论流派[11-13]。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可持续

发展成为高质量发展的主体内容，包括环境友好型

社会和社会正义等方面。其中，社会正义主要是指

资源分配、福利分享等的合理性和公正性；环境友

好型社会涉及到资源环境友好型社会体系、资源节

约型城乡建设、土地利用战略等方面[2]。随着可持续

发展研究的深化，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循环经济

理论、绿色发展理论、低碳经济理论、协调发展理论

逐步发展起来，成为社会经济层面高质量发展的核

心理论。绿色转型包括绿色转型概念和理论、资源

型区域的绿色转型等[14]，使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之

间的协同发展成为可能，也为粗放型生产模式提供

了转型方向[15]。高质量发展表现在由资源密集型、

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

业为主转变；产品结构由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产

品为主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为主转变；经

① 60个地级市（州/盟）为西宁市、海东市、海北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银川

市、石嘴山市、吴忠市、固原市、中卫市、兰州市、白银市、天水市、平凉市、庆阳市、定西市、临夏回族自治州、甘南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

治州、呼和浩特市、包头市、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巴彦淖尔市、阿拉善盟、西安市、铜川市、宝鸡市、咸阳市、渭南市、延安市、榆林市、商洛市、太

原市、长治市、晋城市、朔州市、晋中市、运城市、忻州市、临汾市、吕梁市、郑州市、开封市、洛阳市、新乡市、焦作市、濮阳市、三门峡市、济南市、

淄博市、东营市、济宁市、泰安市、德州市、聊城市、滨州市、菏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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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效益由高成本、低效益向低成本、高效益的方向

转变；发展方式由高排放、高污染向循环经济和环

境友好型经济转变[4,15]。

在中国，高质量发展特指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由粗放型发展模式转向集

约型发展模式，通过内需扩大和升级以及创新能力

提升，共同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高质量

发展受经济发展阶段、社会文化环境、政策法律环

境的约束，以要素质量、创新动力、质量技术基础为

基础条件，是充分、均衡的发展，包含发展方式、发

展结果、民生共享等多个维度的增长和提升[16]。因

此，高质量发展应从系统平衡观、经济发展观、民生

指向观 3个视角加以衡量，体现在宏观经济、产业、

企业层面，目标包括经济转型、结构调整、动力优

化、风险可控、共同富裕、环境优化等，应着力构建

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和继续保持经济发展总体规模

优势，提升要素投入质量和转换创新动力，坚持走

绿色均衡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让经济发展成果

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16]。

2.2 流域高质量发展

流域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区域，上中下游之间有

着密切的关系[17]。流域经济以江河为纽带，以交通

干线为骨架，通过整合和优化流域内的各种资源而

形成分工与协作。流域高质量发展指整个流域以

创新为动力，实现经济增长稳定和区域/城乡发展的

均衡性，表征在增长稳定性、发展均衡性、环境协调

性、社会公平性等维度[16]，根本表现为经济的活力、

创新力和竞争力以及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

统的协同发展和演化[18]，目的是着力促进经济与社

会、生态、环境的相互协调发展[19]。因此，流域高质

量发展指在流域尺度上，从经济、社会、文化、环境

等多角度出发，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和有效供给、区

域均衡协调、社会公平正义、环境优美舒适的发展，

同时也是产业规模扩大、结构优化、创新升级和质

量提高的发展 [20]，目的是实现生态文明和人的现

代化。

20世纪60—70年代伊始，美国以田纳西河流域

整治为重点，开创了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先河，即从

水利水电、交通体系、产业布局、城镇发展等各方面

进行了协同规划和建设，促进了流域的可持续发

展 [21]。随后日本、德国等也开始实施以区域高质量

发展为本质的国土开发和整治规划。实际上，西方

发达国家流域治理重点在于关注供水水源地、严重

的环境与生态问题等，即通过沿岸各国/各地建立协

作机制，整治污染，进行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如莱

茵河流域综合整治规划进行了流域污染治理和生

态恢复等[22]。同时，国际贸易理论、国际地域分工理

论、国际产业转移理论、全球价值链、全球网络理

论、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等提出后，迅速拓展了人们

对区域高质量发展的认知，即应在全球尺度审视和

理解流域高质量发展中的资源配置、要素流动、产

业转移和升级、生态治理等关键问题。

因发展方式粗放、产业结构偏重、生态环境面

临很大压力等原因，中国的流域高质量发展尤需在

进行相关发展水平评估的基础上，协调处理好生态

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统一辩证关系，尤其要识别其

限制因素，如徐辉等[9]从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

两方面构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金

凤君等[23]在辨析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

主要限制因素基础上，从地区产业发展角度分析了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所面临的胁迫；关伟等[24]借助地

理探测器分析了黄河流域能源综合效率的驱动因

素及其影响力。对流域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评估，需

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流域高质量发展受经济发

展阶段影响，须准确判断现阶段国家及流域经济发

展的基本状况与特征，以及影响高质量发展的要素

质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

经济需化解结构性矛盾和突破资源环境瓶颈[15]，流

域高质量发展更是如此。其次，中国大多数流域的

社会经济组织并非按照流域空间尺度进行，一些流

域更非流域性质的经济带，如果以通航能力及客货/

能源运输能力等作为“纽带功能”来衡量，或者以拥

有金融、物流等作为“龙头功能”/“枢纽功能”的特大

城市或大城市群来衡量，中国经济层面上不存在

“黄河经济带”[3]。最后，中国的大多数流域的高质

量发展显然是需要较长时间的一个系统工程，尤其

需探索适合地方的高质量发展模式，建立起良好的

产业体系和高质量的持续经济增长。一般地，流域

高质量发展涉及到流域的承载力评价、生态保护、

空间格局、国土规划和整治、水土资源优化、生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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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价值评估/生态补偿机制、发展协调及其策略等诸

方面的内容。因此，虽然樊杰[25-27]提出了“主体功能

区”及“双评价”等理论和实践方案，有助于深层次

推动中国的高质量发展，但中国总体上尚缺乏流域

尺度的社会经济发展/协调发展规划、统筹规划、环

境治理规划、生态保护规划等，另外还需推动域内

的绿色城市、低碳城市、生态城市、智慧城市等的建

设。例如，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等，黄河流域产业

发展应按照“调结构、控规模、优布局、提效率、促保

护”进行[23]；将流域系统视为生命共同体，持续探索

和推动新时代流域性的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的

新模式和新路径，且上中下游地区的推进策略可能有

差异[5]。

3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条件
3.1 农业发展的多样性与脆弱性

黄河流域幅员辽阔、东西高差悬殊、地貌条件

复杂、气候条件多样、区内差异显著。从河源至贵

德属青藏高原，多系山岭及草地高原，源头河谷地

海拔4200 m，河源段河谷两岸有面积不等的沼泽地

和湖泊；贵德自孟津江段是包括渭河、兰州等谷地

的黄土高原；孟津以下进入低平的华北平原，多为

缓岗与洼地相间分布的倾斜平原。此外，部分流域

地处干旱和半干旱区，降水从东南向西北逐渐减

少，季节差别大、温差悬殊。因此，黄河流域这种独

特多样的自然条件导致农业发展条件、类型和特点

存在很强的多样性。

黄河流域现有耕地 1.19 × 107 hm2，林地 1.02 ×
107 hm2，牧草地2.79 × 107 hm2，宜于开垦的荒地0.2 ×
107 hm2 [28]。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资源丰富，形成了

自上游到下游多样且特色鲜明的农业发展模式，即

青藏高原的高寒农牧业系统、甘青陕晋的黄土高原/

盆地农业系统和山地丘陵农业系统、宁（内）蒙干旱

（区）农业系统和牧业系统、豫鲁黄河下游平原农业

系统等。这些农业系统汇聚了国人的传统智慧，经

近现代时期工业化进程中的工程化、机械化、生物

化等改造，已形成了带有地方特征的人地关系；在

此基础上，多样和先进的农业机械的引入、新品种/

化肥/农药等的广泛使用等进一步提升了农业生产

力，但同时逐步建立了一种地方化的农业生产的稳

定性、适应性以及形成了适应当代经济条件和技术

能力的独特的路径依赖。这种依赖于内外部环境

和基本条件所形成的农业生产关系和生产能力在

一定时期内具有一定的内在稳定性，当然同时具有

一定的脆弱性。因此，农业系统中任何技术进步、

制度变革和模式改进，都需遵循其内在规律，如陕

北地区的梯田改造、改革开放后的“退耕还林还草”

政策和林果业的快速发展，实际上增强了地方生态

系统的“弹性”和提高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此外，

农业生产对气候等自然因素的敏感性相对更强，在

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将加剧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

引起农产品产量的波动，进而影响国家粮食安全和

农民增产增收。况且，黄河流域灾害频发，生态环

境相对脆弱，尤其是上、中游地区，即使域内的农业

生产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承载

力仍有限。如此，黄河流域在今后的生态治理和高

质量发展过程中，不仅要珍惜和发扬这种珍贵的历

史积淀和稀缺资源，而且要正视这种现代化过程中

的内在限制性，如科学测算域内的（农业）人口承载

力及其内部差异，尤其是当代或今后一定时期内生

产技术下的农业人口上限。

3.2 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约束

钱纳里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将区域经济发展

历程划分为 3个阶段 6个时期，描述了区域经济的

发展水平。第一个阶段是初级产品生产时期；第二

个阶段是工业化阶段，可分为4个时期：以美国1980

年的数据为基础，工业化初期人均GDP为560~1120

美元，工业化中期为1120~2240美元，工业化成熟期

为 2240~4480 美元，工业化发达期为 4480~6720 美

元。最后一个阶段是发达经济时期，人均 GDP 为

6720~10080美元。考虑到通货膨胀等因素，将黄河

流域各城市 2005年、2010年和 2017年的人均GDP

换算为 1980 年可比价格，进而以 1980 年人民币的

汇率中间价将人均GDP换算成按1980年美元计算

的域内各城市的人均GDP。进而，根据前述标准，

进行了黄河流域城市尺度的工业化阶段划分及LI-

SA显著性水平分析（图 1）。2005年黄河流域各城

市人均GDP绝大多数处于 1000~2500美元，与工业

化中期重叠最多；2010 年和 2017 年人均 GDP 逐渐

增长至工业化发达期的 2000~4000美元，与工业化

发达期重叠最多。显然，黄河流域绝大多数城市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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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工业化的第二、三阶段，即工业化中期至发达期

阶段，这标志着黄河流域整体发展进入到了一个重

要的转折时期。同时，整个流域呈非均衡状态，聚

类现象显著，高值聚类区域为山东半岛城市群及矿

产资源型的呼包鄂榆城市群等。其次，人口向城市

集聚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必要前提，同时也是劳动

分工不断完善的必然结果，在工业化的不同发展时

期，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间有高度的一致

性[29]。近10年来，域内城市尺度的（常住人口）城市

化水平大有提升（图 2），如 2018年多数城市的城市

化水平介于 40%~60%；而 2010 年约半数城市的城

市化水平位于 20%~40%之间，黄河源头的玉树州、

果洛州等城市化率尚不到20%；中下游的城市化水

平明显高于上游城市。此外，黄河领域的多种工业

设备制造、特大型与重型设备制造、电气工程设备

制造、信息元器件与信息设备制造、新型材料研制

图1 黄河流域城市尺度的工业化阶段分区及LISA显著性水平图

Figure 1 Division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stage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t the city scale following the Chenery industrialization stage theory and

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 (LISA) significance level

图2 黄河流域各地市的城市化水平及其分化

Figure 2 Urbanization levels and differentiation in cities across the Yellow River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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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均有相当的优势[3]，这些代表工业化中/后期的制

造产业门类也可佐证流域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发

展阶段。综上，结合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理论

等，可证实黄河流域总体上大致处于工业化中/后期

和经济起飞发展阶段。

域内各地级市的经济总量均处于稳定增长状

态。域内城市第三产业产值所占比例普遍提升，如

2005年和 2010年多数城市的比例位于 20%~40%，

占比超 50%的仅有西安、呼和浩特、太原等 7 个城

市；而 2017 年约 2/3 的城市位于 40%~60%（图 3a、

3c、3e）。同时，各城市第二产业产值所占比重的平

均值2005年为48.63%，2010年为51.93%，2017年为

44.94%，且2017年相较2005年和2010年，产值比例

在40%~60%之间的城市数目略有减少，但资源型城

市的制造业比例居高不下（图 3b、3d、3f）。这意味

着黄河流域大体处于集聚功能大于扩散效应的“虹

吸效应”时期，以及区域发展的内部激烈竞争时期，

如即使在城市群内部，各城市相互之间也缺乏明确

分工，经济联系松散，产业同构现象严重，产业前后

关联效应弱，主导产业产品链条短，支柱产业缺乏

跨市发展的企业[30,31]。此外，黄河流域因能源、矿产

的开采、加工等资源型产业及其链条的发展，兰州、

白银、包头、庆阳等多数城市的工业仍以能源、原材

料等为主，这是流域环境污染的重要源头和生态环

境治理的重点领域，如工业废水即使经专业排放处

理，仍有很大污染，且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加速，对

水资源的需求持续加大，资源环境仍处高负载状

态。因此，生态环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在今

后一段时期依然比较突出。某种程度上，流域高质

量发展的核心任务之一是这些行业或企业的绿色

转型发展。按发展经济学理论，这意味着黄河流域

应持续推动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市化进程，保持区

域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和社会现代化，持续推动区域

从劳动密集型为主向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转

移[32]，探索生态治理背景下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3.3 经济联系松散性的特质

黄河流域的社会经济空间组织呈松散的“多中

心结构”，各城市经济产业组织并未按流域组织和

演进，非流域化组织特征显著。

首先，黄河流域各城市虽拥有丰富的矿物、煤

炭等自然资源，但其社会经济联系呈对外“多向

性”，即域内不同增长极各自主要与东部沿海的相

应中心产生联系，相互之间却不能呼应及形成良好

的联动效应，这引致域内各城市内部、城市之间、城

图3 黄河流域各地市第二、三产业产值占各自总产值的比例

Figure 3 Ratio of the output values of the tertiary industries to total output values in the cities across the Yellow River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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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群之间未能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及特色产业簇

群，从而出现平行竞争趋势[33]。上游城市的经济结

构多以初级产品为主，其丰富的资源、资产并没有

以输送至中下游区域为主，而是大多数服务于京津

冀/环渤海地区[3]；中下游城市的技术、产业、产品同

样也没有辐射至上游区域[3,34]。在中国城市网络所

形成的三极（京沪穗）多核的空间格局中[35]，黄河流

域山东部分的社会经济联系更偏向京津地区乃至

日本、韩国等国家，山西和宁（夏）（内）蒙之沿黄经

济区亦偏向联系京津地区，中原城市群与京津冀地

区的联系强度远大于与域内其他城市，关中城镇群/

关中—天水经济区和兰西城镇群主要承接东部地

区的产业转移并多与京津冀、长三角联系紧密[36,37]。

此外，跨区域的行政壁垒难以破除，跨区域合作思

想仍较保守，实质性的跨区域制度安排发展缓慢，

如兰州与西宁同处黄河上游区域，理应合理分工、

协同发展，但从甘青2省及兰州、西宁两市的相关发

展规划文件中可发现，甘青 2省均各自以省会城市

为中心，独立相向发展，企业间缺乏应有的合作[33]，

兰西城镇群等规划设想近期内难以实现。

其次，黄河流域城市间基础设施的互通互联程

度较东南沿海地区差距较大[3]，更不完全与黄河干

流相吻合。迄今，黄河干流水运不能全程通航，且

因铁路、公路、航空的快速建设，流域经济发展，尤

其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人口越来越集中于陇海—兰

西一线，如近10年来，流域总人口数量不断增加，但

其中度/高度集聚区、集聚核心区几乎都集中在这条

线上的中下游地区（图 4）。山东半岛城市群、中原

城市群和关中城市群三者的黄河流域城市的 2005

年、2010年、2017年的人口总和分别约占流域60个

市（州/盟）总人口的51.9%、51.6%和51.7%。这意味

着黄河流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在经济基础相对有限

的时候，短期内很难基于黄河干流组织大规模的建

设或提升工程。

最后，黄河流域1952年后开始确立明显的重工

业化特征，并因“移植”模式形成了“孤岛效应”，且

一直延续至今。计划经济时期，黄河流域是中国重

点建设项目和“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这导致超前

发展的重工业在域内星罗棋布，表现为重工业城镇

或工业点，如“一五”时期“兰炼”“兰化”等重点项目

奠定了兰州市的经济基础和技术能力。上中游众

多城镇的工矿企业多是此时期布局的国有大中型

企业或军工企业。这些企业“落户”在工业化初期

发展阶段的流域内，形成了植入性很强的“孤岛效

应”，其与地方经济的联系少，难以带动地方经济的

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部沿海的重工化进程

加速和竞争力大幅度提升，黄河流域各地市的制造

业“轻工化”份额提升和服务业发展迅速，但重工业

发展因企业管理和技术提升缓慢及资金和人才等

相对短缺，遇到了竞争力下降和产业链延伸困难等

图4 黄河流域各地市的人口密度及其空间差异性

Figure 4 Population density and its spatial differences in cities across

the Yellow River Basin

注：人口密度划分标准引自文献[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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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颈”[30]。迄今，域内上中游多数城市的广大农村

仍是传统乡村，先进制造业对地方发展的带动作用

仍偏弱。而且，这些重工业迄今仍多为国有企业，

这导致黄河流域仍是国有资产存量的大区，国有经

济占据全国较高比重 [3,4]。这些国有企业大多数是

资源依赖型企业，因转型发展意识不强、升级方向

不明、资金不足、人才缺失等原因，其转型升级仍面

临很大挑战。

此外，国有资产存量高的城市，其“市企之间”

的行政壁垒问题依然严重，尤其是矿产资源型城

市。如此，黄河流域需强化流域尺度的基础设施建

设，进一步明确产业分工，有效规避平行竞争/过度

竞争和产业同构，强化遵循劳动地域分工规律的区

域互补[34]。同时，黄河流域还应大力加强中原、关中

等主要城市群的规划和建设，尽可能缩小其与长三

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等的巨大差距[3]，力争辐射

和带动整个流域的发展，带动流域整体参与全国/全

球的产业分工与协作。

3.4 外部动力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时代，全球的传

统产业不但向东南亚、南亚等地转移，也加速向中

国的中西部地区转移。这种国际产业转移在黄河

流域大致集中在西安、郑州、济南等中心城市[35,36]。

因此，国际产业转移使得黄河流域日益融入国际产

业链，使其日益成为国际产业的加工制造基地，已

改变了一些中心城市或城镇群的产业发展路径。

同时，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也开始了内陆化迁

移，且形成了不同区域之间的“梯级层次”[36]。大体

上，中低端产业直接转移到域内欠发达地区，因为

这些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较低的劳动力成

本；较高端、附加值较高的产业转移到西安、郑州、

济南等中心城市，因其具有区位、科技和产业等优

势 [36,39]。可以肯定，产业转移将进一步加强黄河流

域中心城市与世界城市、中国国家级中心的联系，

重构域内的社会经济联系网络，但国内外产业转移

整体存在“嫁接性”“选择性”和“分散性”，并在“碎

化”和重构地方产业链的基础上，引发内部更加激

烈的投资、人才和发展机会的争夺。此外，黄河流

域所能接纳的域外产业转移与长江经济带、珠江流

域等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4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策略
今后一段时期，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重点是

“谋增长、提质量、促协同”，即将流域视为生命共同

体，利用新技术和国家力量，达成足够的经济积累

和产业升级，同步进行生态环境治理，探讨流域高

质量发展的转型路径。

4.1 谋高质量增长：探寻域内的新型产业发展模式

黄河流域具备适合农业文明发展的自然环境

和支撑工业化发展所需的关键资源[3,40]。黄河流域

应以生态经济为突破口和依托“互联网+”，研发绿

色产品，提高产业利润，促进经济结构转换，在规避

盲目涉足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领域的前

提下，着力促进域内产业结构的尖端化，建构高质

量、特色化、地方化的产业集群/产业链，积极发展网

络经济：

（1）基于中国工业 4.0 建设，延伸资源型产业

链，即升级矿产品、煤化工、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等

产业链，推动包头等矿产资源型城市建构现代产业

集群，提升竞争力。

（2）针对国家命脉产业，继续进行相关制造设

备、航空航天、核工业等产业集群的升级，提升西

安、兰州、包头、太原、郑州等城市内众多国有企业

和多个重工业基地的竞争力[41]。

（3）域内是中国传统农区和国家重要的粮食产

区，应继续推动现代（休闲）农业及其加工业的快速

发展，尤其是绿色/生态化的特色农产品的研发和生

产，塑造品牌，延伸/整合生态友好型的产业链，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优质农畜产品供应及社会稳定。兰

州、西宁、呼和浩特等可积极推动农产品深加工和

发展绿色产业，包括兰州市的“高原夏菜”、呼和浩

特的乳产业以及定西市的土豆产业链；关中平原是

中国重要的商品粮食产区，要充分发挥杨凌国家农

业高新技术示范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推动科技兴

农；河南是中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和商品粮产

区，应持续提升粮食生产能力和加工能力；依托黄

河三角洲丰富的盐卤资源、渔业资源等，以水利建

设为重点，培育东营—滨州作为“山东半岛蓝色经

济区”组团，使其成为全国重要的农牧渔业基地[42]。

（4）积极发展现代（高端）服务业，尤其是旅游

休闲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重点发展以提升、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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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文明为核心的旅游休闲等服务业。黄河流域

是中华文明的主源，拥有甘青文明、关陇文化、中原

文明、齐鲁文化等；黄河文明凝聚了流域独特的地

理空间与人文空间所塑造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

风俗习惯以及审美情怀[43]，肩负着中华文明全球化、

文化产业高端化及国家文化自信的重任。因此，流

域应以重点城市和核心景区为中心，突出地方特色

和深度挖掘文化内涵，强化规划/建设/风貌/设施/线

路等的统筹，实现优势互补与共同进步[44]，总体可有

3个系列：①流域生态游，即依托国家公园、生态文

明等建设，加强流域生态本底建设，做好全域生态

旅游；②黄河文明游，包括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史

前文明和具有一定地域差异的农耕文明，享誉世界

的丝路文明、独特的边塞文化、红色文明等；③工业

文化和景观游，即依托兰州、包头、郑州[45]等典型工

业城市，建设体系化的工业文明景观体系。地域分

工上，陕甘晋等省建议以史前文明、关陇文化、黄土

高原、红色文化、边塞文化等为主题；豫鲁 2省展现

中原文明、齐鲁文化和古都文明；宁夏和内蒙发展

少数民族文化、塞上江南文化等主题。

4.2 提质的协同：谋划流域协同机制及寻求特色化

的新型城镇化模式

黄河流域建设需有系统理念，遵守主体功能区

引导，重视区内协调和生态治理等关键问题。基于

流域生态系统和资源条件特色、新时代的产业分工

和高级化，流域应减小资源要素的盲目流动和重复

建设，形成区域间产业合理分布和上下游联动机制[3]，

促进域内的社会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1）设立黄河流域规划和建设的高级协调机

构，制定有效的关键政策。因为流域高质量发展需

“弯道超车”，非强力的流域性协同机制而不能规避

各自为政。借鉴京津冀、长江经济带和粤港澳大湾

区的经验，建议国务院成立“黄河流域生态治理和

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协调省级层面的关键问题，

力图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打破行政区

划壁垒，合理配置资源，引导产业更合理的布局，有

效改善产业结构，推动流域高质量发展。

（2）在国家大力支持下，逐步建立流域性的现

代化基础/服务设施。分阶段建立沿河较为发达的

“连通性”的交通、管道、通讯、社会服务等设施网

络，按照干流、陇海—兰西2条轴线进行长远规划和

建设，促进资源配置和联动发展。此外，可重新恢

复部分河运，支持笨重产品运输和旅游休闲产业

发展。

（3）统筹流域性生态环境治理和产业合理分

布，探索新型城镇化模式。重视水资源开发利用率

远超40%生态警戒线的问题[1]，完善水利设施和工业

废水处理设施，提高集约利用水平，推动节水型经济

体系建设，在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承载能力约束

下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46-48]。况且，1990年以来生态

移民和快速的人口城市化进程已改变了黄河流域

的人口分布，如陕北、陕南的人口和企业向关中地

区的迁移等 [30,44]。基于产业升级、农民增收和环境

保护的多赢目的，尤其是考虑到山区丘陵地区人口

承载力依然过高，黄河流域应基于土地流转的持续

性的人口迁移过程（如针对不适宜居住地区实施生

态移民和生态修复），持续将人口向发展条件较好

的河谷、川地、盆地、各级城镇进行有序集中（如坚

持分阶段有步骤地把不适宜人居住的乡村人口彻

底搬迁），同时继续将产业向园区和城市新区、重点

城镇集中，以及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种田能手、特

色农业园区有序集中[49-51]。

4.3 中心突破的提质：寻求中心带动的流域空间重

构和竞争力提升

基于国家战略，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应确立

“重点投入、中心突破”的方针，提升竞争力和获取

发展机会，最终带动流域整体发展，即加大对重点

优势产业的投入，在重点发展领域寻求突破；集中

力量培育区域增长极以及重视增长极之间的协同

发展，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及其一体化进程。根据不

同区域间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的差异，

倾斜国家政策，整合自身资源，调整产业结构，有针

对性地进行产业错位发展，如在黄河上游，促进以

煤为主的化石能源的清洁高效利用，继续加强其下

游转化的技术开发与应用[4]。流域各地区之间的竞

争性远大于其合作愿望，任何强制性超出基本规律

的人为的流域性合作或流域性的社会经济规划，都

不大可能取得良好成效。迄今，域内核心城市在国

家层面的经济联系都以国家级中心为核心，在全球

层面是分别进入国际市场。因此，黄河流域至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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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10~20年内，应将资本、建设用地指标等相对集

中使用，着重提升中心城市竞争力、加强城市群建

设，主动融入京津冀、长三角等的建设，深度参与国

家层面的区域分工与合作；建立商品/服务产品贸易

的国际联系，融入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拓展国际

文化交流；通过构建“城市群—发展轴—经济区”的

现代化区域发展体系，重构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空间

结构，提升竞争力。

城市群及其中心城市建设是推动流域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动力和现实手段[52]，但需关注它们之间

的合理分工和有效合作，应重点建设西安、郑州2个

国家级中心城市。域内应重点发展：

（1）关中城市群/关天经济区，是国家历史文化、

科技教育战略重地和国家战略腹地核心地带，亚欧

大陆桥中国段重要战略支点，区内基础设施发达，

具有西安高新区/经开区等平台[53]；应按照“大关中

城市群 → 泛关中城市群 → 黄河中游三角经济区

→ 黄河中游五角经济区”方向发展[54]，辐射边疆地

区[55]。西安是西部增长极之一和最早融入国际产业

链的西部城市，是全国重要的科研、教育和高新技

术产业基地，应抓住门户效应，加强建设国际航空

大通道、国际班列大通道和数字信息大通道[56]，充分

发挥其“政策高地”和“虹吸效应”[57]，加快构建内陆

地区对外开放的新高地，积极拓展“海外西安”新空

间[58-60]。

（2）中原城市群/中原经济区，是黄河中游区域

发展的核心，是中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内陆地

区双向开放新高地和绿色生态发展示范区，综合交

通网路具有一定基础，网络体系不断完善，国家政

策不断倾斜。郑州于 2017年被确立为国家中心城

市，是中国功能性口岸最多、种类最全的内陆城市，

临空经济发达。近年来，作为“三区一群”（郑州航

空经济综合试验区、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郑

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及中原城市群）发展战略

的核心区，微软、富士康、阿里巴巴等知名企业相继

入驻郑州，促使其电子商务和物流等产业快速发

展 [61]，加速融入全球产业链中。郑州要进一步充分

利用其交通、人力资源和战略优势，形成有层次的

分工体系[61]和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3）晋中城镇群/经济区，是以太原市为中心的

资源型城镇群/经济区，其中太原市是中国重要的能

源化工基地，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冶金、电力、建材等

传统工业。发展的关键是煤炭等资源型产业的加

工链条延伸和新技术开发，打造特色产品的产业集

群，重视区域性的明清文化的旅游地塑造等。太原

应充分开发和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推动工业快速

增长。

（4）宁夏内蒙沿黄城市群/经济区，关乎国家的

边疆安宁，是黄河上游的资源富集区，属于国家重

要的战略区域。包头、鄂尔多斯 2城市是国家重要

的资源基地，银川、呼和浩特是农产品基地、特色产

品、塞上旅游休闲中心[62]。这个区域对内蒙古和宁

夏的贫困人口脱贫发展至关重要。

（5）兰西城市群/经济区，地处黄河上游，位于黄

河干流和湟水流域，沟通了中国东西部间、中国与

中亚、中东、欧洲国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

的交流，对黄河上游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然

而，此区处于一种松散状态，甘青2省交接地区基础

设施不对接，生产要素流动有障碍，地理位置和资

源禀赋的相似性导致产业同构现象较严重，无法形

成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62]。兰州应积极响应国家政

策引导，利用上游城市经济带西油东输、西气东输

的通道优势及区内石油化工冶炼产业基础，力求成

为国际资源型加工业基地和区域的综合性中心。

（6）济南都市圈/大济南经济区（或延伸到淮海

经济区），位于京津冀、长三角两大城市群之间，对

内沟通黄河流域广大腹地，对外面向东北亚全方位

参与国际竞争[63]；要与京津冀发展战略优势互补，合

理配置区内资源，成为重要的区域性增长极[64]。此

外，晋鲁具有相似的历史文化背景，应增强济南—

太原间的联系。济南市是韩资企业在中国的主要

集聚地之一，与韩国形成了紧密的区域经济联系[65]；

要以“拓展城市发展空间、打造现代产业体系”为重

点，大力发展汽车和机械制造等主导产业，推动新

型城市化进程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4 结论
黄河流域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相对脆弱性、资

源汇集和重工业发育及区域内部的巨大差异性，意

味着流域高质量发展探索过程具有艰巨性、长期

性、多样性等基本特征。面向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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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的未来需求，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基

本条件包括：①自然条件复杂性高，生态环境相对

脆弱，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存在农业发展的多

样性和脆弱性；②经济发展的阶制性及其内部差异

性，即整体处于工业化中期到后期发展阶段和区域

经济的起飞发展阶段，这表明区内处于竞争大于扩

散的“虹吸效应”时期及生态环境需大力治理，高质

量发展将存在多样性、限制性、竞争性和协同必要

性；③经济联系的松散性特质，即内部经济联系的

松散性、产业结构的重工化特征、与国家中心联系

的多向性会导致发展导向的强烈竞争、内部的区域

化倾向及产业分工不明确下的平行竞争趋势；④外

部投资和产业转移动力不足，即国际产业转移的

“中心城市化”和国内产业转移的“梯级层次”趋势，

意味着外部因素的限制性和引导性。

基于所述及的基本条件，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的核心策略包括：①在智能社会和全球化浪潮中，

积极融入国家战略，加强全球化进程，谋高质量增

长，即积极持续探寻域内适合国家需求和各自的新

型产业发展模式，建构特色化、有竞争力的产业集

群/产业链，包括以提升、展示黄河文明为核心的旅

游休闲等服务业；②争取国家支持，探寻提质前提

下的协同新模式，谋划流域协同和统筹机制，寻求

地方化的新型城镇化模式，尤其是基于土地流转的

乡村人口向河谷/川地/盆地、平原、城镇的持续迁

移，关注水资源合理分配/高效利用及基础设施建设

等，建议设立高层级的管理或协调机构；③实施“中

心突破”的提质，寻求中心带动的流域空间重构和

竞争力提升，推动中心城市和城镇群的健康发展，

促进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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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 conditions and core strategie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YANG Yongchun1, 2, MU Yanjie1, ZHANG Wei1, 3

(1. College of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2. Ministry of Education Key

Laboratory of West China’s Environmental System,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3. College of Tourism,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ohhot 010022, China）

Abstract: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s a whole is in the mid- to late stage of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stage of the regional economy. It is in general in the

“siphon effect”stage where the agglomeration function is stronger than the diffusion effect, and in

the period of intense competition in intraregional development. Medium/high- speed economic

growth of high-quality is a prerequisite for the modern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Based on a general analysis of the connotation and change of theories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basin (region),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basic conditions and core

strategies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The basic conditions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are the local diversity and vulnerability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loose

nature of the economic links in the river basin, constraints from the stag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ts internal differences, and lack of momentum of external investment and industrial transfer,

among others. These particularities determine tha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river basin

must manifest itself in a long- term, diverse, competitive, cooperative, and regional orientation.

Therefor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needs to explore a core strategy

of“overtaking by curves”: (1)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society and globalization, the region

should seek high- quality growth, that is, continue to explore new industrialization models in the

region that are suitable for national needs and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build localized industrial

clusters/chain to enhance comprehensive competitiveness; (2) Explore new models of synergy

under the premise of homogeneity, plan river basin coordination and improve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and seek a new urbanization model of localization, including localized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strategy and urban- rural coordination model, especially the continued migration of

rural population to river valleys/basins, plains, and towns based on land transfer. Improve labor

productivity, paying attention to water resources and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so on; (3)

Implement the“center breakthrough”system, seek the spati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drainage basin

led by the centers,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entral cities and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promot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In general,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s a long-term exploration process of at least 20-30 years.

Key words: Yellow River Basi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basic conditions; core strategies; cen-

tral cities; urban agglom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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