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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与实践】

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难题与推进路径*

杨 　 丹　 　 　 常 　 歌　 　 　 赵 建 吉

摘　 要：经济高质量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在南北经济分化背景下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支撑。 黄河流域当前面临经济增速放缓、内部发展不平衡、产业层次偏低且重工业化明显、创新驱动发展水平

较低、开放发展水平不高、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较弱等问题。 为此，需要因地制宜，打造主体功能区框架下的国

土空间开发格局；强化支撑，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创新驱动，打造西安—郑州—济南国家级科创走廊；开放带动，
打造沿黄地区经济合作发展示范区；核心引领，依托中心城市和都市圈打造新旧动能转换和高质量发展增长极；产
业联动，强化上中下游东中西部互动打造跨区域产业分工合作网络，以加快推动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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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黄河流域是我国北方地区重要的生态安全屏

障，资源能源丰富、人口众多，在国家生态安全和经

济社会发展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习
近平总书记在河南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座谈会时强调，要加快推动黄河流域高质

量发展，夯实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习近平，
２０１９）。 黄河流域的综合开发与经济发展是学术界

研究的热点，围绕黄河开发与治理（苗长虹，２００９）、
黄河流域经济发展（覃成林，２０１１）开展了丰富的研

究。 还有学者提出了黄河经济带的战略构想（张贡

生，２０１９），研究了黄河经济带建设的重要意义及可

行性、黄河经济带的形成机理、黄河经济带可持续发

展战略与关键技术，并对黄河经济带与长江经济带

开展了对比研究。 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

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逐渐增多

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进

行解读，剖析该战略提出的背景、战略意义、对黄河

流域相关省份带来的发展机遇（苗长虹和艾少伟，
２０１９；安树伟和李瑞鹏，２０２０）；第二，探究黄河流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理论支撑、机理诠释、研究

框架等（郭晗和任保平，２０２０；左其亭，２０１９）；第三，
从不同的维度和视角提出加快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思考、推进方略及对策建议

（陈晓东和金碚，２０１９；张可云，２０２０）。 总体而言，
学术界关于黄河流域经济发展的研究较为丰富，为
后续研究提供了支撑和借鉴， 但是已有研究对于黄

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意义论述不足，特别是经济高

质量发展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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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较少论及。 基于此，本文

将在分析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的基

础上，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深入

剖析黄河流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

加快推动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二、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

１．经济高质量发展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基础

黄河流域发展过程中面临多维复合问题，主要

体现在：生态环境保护、黄河长治久安、水资源节约

集约利用等生态环境问题；黄河文化的保护、传承、
弘扬等文化问题；经济增长、产业转型、区域发展等

经济问题。 在这些问题中，生态问题、文明传承与发

展问题长期存在并且在近年来逐步得到改善，如黄

河水沙治理与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取得了显著成效，
生态环境明显向好，黄河文化遗产保护与华夏历史

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不断提速。 在此背景下，经济

的高质量发展成为影响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关

键。 黄河流域整体上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亟待通

过加快推动工业化进程、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上下游区域经济一

体化等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经济高质量发展是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只有加快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才能为生态环境保护、黄河长治久

安、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等

提供物质基础和支撑。
２．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支撑

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率先发展战略使我国

东部地区经济发展保持领先地位。 进入 ２１ 世纪以

来，伴随着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的

实施，东西部的区域发展差距不断缩小。 特别是近

几年来，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始终领先于东部地

区，改变了长期以来区域经济发展中东部地区“唱
主角”的传统格局。 与之相对应的是，我国经济发

展不平衡的主要表现正在从东部和西部的不平衡，
转变为南方与北方的不平衡。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年，北方

地区经济规模占全国的比重从 ４１． ７８％ 提升至

４３．１７％，提高了 １．３９ 个百分点；南方经济占全国的

比重则从 ５８．２２％降至 ５６．８３％。 但这种趋势到 ２００８
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发生逆转，特别是从 ２０１２ 年

后，北方地区经济开始大幅度放缓，东三省、山西、甘
肃、天津等不少省市，甚至出现了明显的衰退。 ２０１２
年，北方经济占全国的比重为 ４２．８９％，到 ２０１７ 年仅

为 ３８．９５％，降低了 ３．９４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南方

经济占全国的比重则由 ５７．１１％提升至 ６１．０５％。①

从表 １ 可以看出，黄河流域占北方经济的“半
壁江山”，黄河流域面积、常住人口、ＧＤＰ 总量、地方

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分别占北方地区的 ４４． ２１％、
５７．７２％、５５．８４％和 ４８．９３％，工业增加值、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占北方地区的比重更是达到 ６０．９９％和

６１．９６％。②当前，东北地区经济亟待振兴，黄河流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北方经济的重要支撑，只
有黄河流域的“崛起”才能挺起北方经济的“脊梁”，
为加快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表 １　 ２０１７ 年黄河流域主要指标及占北方地区的比重

指标 黄河流域 北方地区 黄河流域 ／
北方地区（％）

面积（万平方公里） ２５５．０５ ５７６．９５ ４４．２１
常住人口（万人） ３３５３７．００ ５８１０５．００ ５７．７２
ＧＤＰ 总量（亿元） １８４２３８．７１ ３２９９５７．５７ ５５．８４
工业增加值（亿元） ８３４１４．５８ １３６７７０．９４ ６０．９９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
收入（亿元） １６５６２．２７ ３３８５０．７６ ４８．９３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亿元） １５７０１２．４１ ２５３４２０．３０ ６１．９６

　 　 数据来源：由《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１８》相关数据计算所得。

三、黄河流域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１．经济增速逐步放缓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黄河流域经济增速明

显放缓，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也持续降低，由
２００８ 年的 ２３． ２４％降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２１． ９８％。 ２０１８
年，黄河流域经济增速落后于长江流域 １．２１ 个百分

点，在全国 ＧＤＰ 增速排名前 １０ 位的省份中，黄河流

域仅有陕西入围，而长江流域有 ８ 个省份。 作为黄

河流域经济总量最大的省份，山东省经济增速仅为

６．４％，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０．２ 个百分点，无论从经

济总量上还是增速上，与广东、江苏等经济大省的差

距都在拉大。③

２．内部发展不平衡

黄河流域 ８ 个省份中，山东属于东部地区，河南

属于中部地区，其他 ６ 个省份属于西部地区。 受到

资源禀赋、发展基础、国家区域发展政策等因素的影

响，黄河流域内部经济发展极不平衡。 作为东部沿

９２

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难题与推进路径



海发达地区省份，山东省的 ＧＤＰ 总量、工业增加值、
地方财政收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等指标分别是

排名第二位的河南省的 １．６３、１．５６、１．７９ 和 １．２４ 倍，
比青海、宁夏、甘肃、山西、内蒙古、陕西等 ６ 个省份

的总和还要多（苗长虹和赵建吉，２０２０）。 青海省的

ＧＤＰ 总量、工业增加值、地方财政收入、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等指标仅相当于山东省的 ３．６１％、３．５３％、
４．０４％和 ７．０４％。 山东省人均 ＧＤＰ 高达 ７２８０７ 元，
为黄河流域平均值的 １．４４ 倍。④

３．产业结构层次偏低且重工业化特征明显

第一，黄河流域产业结构层次较低。 ２００１—

２０１７ 年，黄河流域 ８ 个省份中的山东、山西、甘肃的

三产比重明显提高，产业结构实现了由“二三一”向
“三二一”的转变；河南、陕西、内蒙古、宁夏、青海的

产业结构虽然仍为“二三一”，但第三产业比重与

２００１ 年相比均呈上升趋势。 总体而言，黄河流域的

产业结构与全国、长江流域相比，层次仍然偏低。 黄

河流域的三次产业比重为 ８．５９ ∶ ４５．９０ ∶ ４５．５１，尚
为“二三一”结构，全国和长江流域均已形成“三二

一”结构，三次产业比重分别为 ８．１６ ∶ ４２．７９ ∶ ４９．０５
和８．０５ ∶ ４２．８８ ∶ ４９．０７。⑤黄河流域第三产业比重分

别滞后于全国和长江流域 ３．５４、３．５６ 个百分点。
表 ２　 ２０１７ 年黄河流域制造业区位商

制造业类别 山西 内蒙古 山东 河南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１８．９４ １０．１３ ０．６４ ０．９１ ５．９０ ２．２５ ０．５４ ７．４９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０．５７ ６．７５ ０．５６ ０．２３ ８．３５ １０．４５ １０．５０ ０．０７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３．４９ ５．９５ ０．４２ ０．３０ １．６１ １．８６ ０．２１ ０．５０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０．３４ ５．６７ １．３９ ３．６２ ３．７９ １．９５ ３．１８ ０．００
农副食品制造业 ０．４３ １．５５ １．４３ １．３４ ０．８９ １．０７ ０．７１ ０．６１
食品制造业 ０．４８ １．７８ ０．８９ １．９１ １．１７ ０．６２ ０．８６ ２．３８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０．５５ １．０１ ０．６０ １．２４ １．６２ １．３２ １．３２ ０．７８
烟草制品业 ０．４３ ０．６８ ０．２５ ０．６６ １．０９ ２．９７ ０．００ ０．７２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０．０７ ０．４０ １．２２ １．０３ ０．２３ ０．１０ ０．４２ １．１２
造纸和纸制品业 ０．１１ ０．４２ １．３１ １．０３ ０．５７ ０．２２ ０．０１ ０．３７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２．３９ １．０４ １．８２ ０．４８ １．８３ ３．６０ ０．２０ ５．１２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０．４５ ０．９６ １．５６ ０．７０ ０．７４ ０．５７ １．９１ １．６１
医药制造业 ０．５７ ０．６７ １．２６ １．１４ １．１０ ０．８２ １．０３ ０．６１
化学纤维制造业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２９ ０．２０ ０．１０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０．５２ ０．７５ ０．９９ ２．１９ １．０７ １．１２ １．２５ ０．６３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２．４９ １．５４ ０．６２ ０．８４ ０．８０ ０．９３ １．１７ １．３２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１．２０ ２．０２ １．１１ １．４９ １．５６ ５．６７ ６．６９ １．８５
金属制品业 ０．２３ ０．４７ １．１２ ０．８１ ０．４１ ０．５９ ０．１９ ０．３４
通用设备制造业 ０．２６ ０．３３ １．３１ １．０２ ０．５６ ０．２７ ０．１７ ０．３６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０．４４ ０．３７ １．２８ １．４９ ０．９２ ０．５５ ０．１５ ０．４４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０．２１ ０．１１ ０．７０ ０．６０ １．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０１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０．２１ ０．２６ ０．６４ ０．６９ ０．６３ ０．３４ ０．７１ ０．３６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０．７１ ０．０４ ０．４５ ０．５６ ０．４２ ０．１５ ０．０２ ０．００
仪器仪表制造业 ０．２１ ０．０６ ０．７１ ０．６９ ０．８８ ０．０７ ０．１５ ０．８０

　 　 第二，黄河流域专业化部门主要集中在资源能

源和重化行业。 此处通过引入区位商的方法，研究

黄河流域的专业化产业部门。⑥区位商的计算结果

表明，２０１７ 年黄河流域 ８ 个省份中，煤炭开采和洗

选业是 ５ 个省份排名前 ５ 位的专业化部门，山西、内
蒙古的区位商分别达到 １８．９４、１０．１３；有色金属冶炼

和压延加工业是 ６ 个省份排名前 ５ 位的专业化部

门，甘肃、青海的区位商分别达到 ５．６７、６．６９；石油和

天然气开采业是 ４ 个省份排名前 ５ 位的专业化行业

部门，甘肃、青海的区位商分别达到 １０．５、１０．４５；有

色金属矿采选业是 ５ 个省份排名前 ５ 位的专业化行

业部门，内蒙古的区位商达到 ５．６７；石油加工、炼焦

和核燃料加工业是 ４ 个省份排名前 ５ 位的专业化行

业部门，宁夏、甘肃的区位商达到 ５．１２ 和 ３．６０。 在

技术密集型产业方面，除山东省的个别部门外，整体

发育水平不高。 见表 ２。
第三，黄河流域资源开采及加工业的比重偏高。

２０１７ 年黄河流域资源开采及其加工业的比重为

３６．３４％，而全国、长江流域的比重分别为 ２７．１７％和

２２．７２％。 从内部差异看，除山东、河南和陕西外，其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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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省份的资源开采及加工业比重均达到 ６０％以上，
山西甚至高达 ７３．９３％。 在长江流域，除云南和贵州

外，各省资源开采及加工业比重均在 ３０％以下，最
低的上海仅为 １８．０９％。⑦

总体而言，传统动能依然是黄河流域各省经济

增长的核心支撑，传统产业、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在黄

河流域经济增长中的比重和贡献率相对较高。 ２０１７
年山西煤炭工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

重近 ６０％；河南传统工业产业增加值和高耗能工业

增加值分别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 ４６． ６％ 和

３４．６％；甘肃省石化工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的比重达到 ３４．９％。 新兴产业为代表的新动能

对于经济增长的支撑较为薄弱，新动能对经济发展

的引领支撑不够。 山西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仅为 ９．８％；陕西战略性新

兴产业增加值占全省 ＧＤＰ 的比重为 １０．８％。⑧

４．创新驱动发展水平较低

根据科技部发布的《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

告 ２０１８》，在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排名前 １０ 位的

省份中，黄河流域仅有陕西和山东 ２ 个省份入围，而
长江流域有 ５ 个省份入围。 黄河流域综合科技创新

水平指数的均值为 ５２．８３％，比长江流域低 ９．８２ 个

百分点，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７５．９％。 总体上

来看，黄河流域创新驱动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主要表

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研发投入少。 黄河流域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 Ｒ＆Ｄ 经费支出额为 ２５３６．９３ 亿元，仅相当于长江

流域的 ４４． ３％；黄河流域各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Ｒ＆Ｄ 经费支出额的均值为 ３１７．１２ 亿元，仅相当于全

国平均水平的 ８１．８３％、长江流域的 ６０．９１％。⑨

第二，创新产出水平低。 ２０１７ 年，黄河流域的

专利受理数量是 ４９． １７ 万件，而长江流域达到了

１７５．３３ 件，是黄河流域的 ３．５７ 倍。 黄河流域各省国

内三种专利申请数和授权数的平均值为 ６．１５ 万和

２．７９ 万件，分别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５４．２３％和

５０．８１％；相当于长江流域的 ３８．５６％和 ３７．７２％。⑩

第三，科教水平较为落后。 黄河流域的教育科

技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从每十

万人高等教育在校生数量看，除陕西省外，其他省份

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全国“双一流”建设高校

看，黄河流域仅有 １９ 所，仅占全国的 １３．６％。

第四，创新平台载体较少。 在我国 １６９ 个国家

级高新区中，黄河流域有 ３７ 个，占全国的比重为

２１．９％；而长江流域则拥有 ８０ 个，占全国的比重高

达４７．３％。 ２００９ 年以来国务院共批复建设国家级自

主创新示范区 １９ 家，涉及 ５２ 家国家高新区。 其中，
黄河流域仅有 ４ 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涉及 １２ 个

高新区；而长江流域有 ９ 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涉
及 ２３ 个高新区。

５．对外开放水平相对较低

从进出口和外商实际投资看，黄河流域近年来

呈现明显上升的趋势，但规模与长江流域相比差距

很大。 ２０１７ 年长江流域进出口总额为 １７９１９ 亿美

元，占全国的比重为 ４３．６３％，而黄河流域仅有 ４２４０
亿美元，仅相当于长江流域的 ２３．７％。 黄河流域进

出口总额占全国的比重仅为 １０．３２％，比其 ＧＤＰ 占

全国的比重低了 １１．５ 个百分点。 黄河流域实际利

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为 ６４２８ 亿美元，同期长江流域

为 ２８５９４ 亿美元，黄河流域仅相当于长江流域的

２２．４８％。 黄河流域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占

全国的比重仅为 ９．３２％，比 ＧＤＰ 占全国的比重低

１２．４８ 个百分点。 此外，黄河流域的外贸和外资依存

度分别为 ０．０７５ 和 ０．００３，而长江流域达到了 ０．６４２
和 ０．０３３，黄河流域的表现明显不佳。

６．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弱

国家中心城市集中了中国城市在空间、人口、资
源和政策上的主要优势。 目前，黄河流域拥有 ２ 个

国家中心城市，而长江流域拥有 ４ 个。 ２０１８ 年中国

国家中心城市 ＧＤＰ 总量指标显示，黄河流域的国家

中心城市郑州和西安排名处于后两位，总体经济实

力较弱。 从省会城市综合实力来看，虽然近年来黄

河流域的省会城市经济实现了稳步增长，但大多数

省会城市的综合排名在全国仍处于中下游水平。 郑

州和济南在全国省会城市排名中相对靠前，而太原、
兰州、银川、西宁排名较为靠后。 从省会城市首位度

来看，黄河流域省会城市首位度不高，济南、呼和浩

特位于全国省会城市后两位，郑州、太原位于中下

游，西安、西宁、兰州、银川相对较高，但是由于其本

身经济实力较弱，因而辐射带动能力相对较低。

四、加快推动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１．因地制宜，打造主体功能区框架下的国土空

间开发格局

黄河流域上、中、下游地区资源禀赋不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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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各异。 应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根据资源环境

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科学划定

“三区三线”。加快推进黄河流域国土空间规划编

制工作，明确现代产业发展、人口集中等方面的主体

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 依托陇海铁路等主要交通干

线，山东半岛、中原、关中—天水、兰州—西宁等城市

群，积极培育打造黄河经济带，力争将黄河经济带纳

入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 加强国家层面协调指

导，加快出台《推动黄河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
《黄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统筹研究解决黄河经

济带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建立黄河经济带发展部际

联席会议制度和跨省区的协作机制。
２．强化支撑，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加快建设现代化

产业体系，夯实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支撑。
先进制造业方面，要落实《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战略，加
快发展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新
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海洋高端装备、海
洋生物、海洋能源、海水利用等海洋新兴产业；加快

推动钢铁、有色、食品、服装等行业的“三大改造”。
现代服务业方面，要重点发展现代物流、金融保险、
电子商务、会展旅游、文化创意等产业，加快推进青

岛、郑州、西安、兰州等国家物流枢纽建设，高水平建

设青岛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现代农业方

面，要坚持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实施耕地

质量提升计划，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动农业由增

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
３．创新驱动，打造西安—郑州—济南国家级科

创走廊

依托黄河流域的西安、郑州、济南等（国家）中

心城市，西安、郑洛新、山东半岛等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以及新旧动能转换示范区、国家级高新区等载

体，打造西安—郑州—济南国家级黄河创新走廊。
围绕黄河流域重点发展的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
新材料等领域，鼓励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共

建研发平台和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支持创新龙

头企业承担国家和省部级以上重大科技项目、重点

研发计划等项目。 抓住国家级创新平台优化整合契

机，主动融入国家创新布局，争取在黄河流域布局一

批国家大科学中心、综合性国家产业创新中心、国家

技术创新中心、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等高端创新

平台。

４．开放带动，打造沿黄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示

范区

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能源资源、农
业、装备制造、旅游、文化等领域的合作。 强化青岛、
烟台等海上合作战略支点作用，推进与海上丝绸之

路国家港口城市的互联互通。 加快打造西安、郑州

等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高水平建设宁夏内陆开放

型经济试验区。 积极推进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

验区、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陕西）自
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加快推动投资自由化、贸易便利

化和通关一体化，大力发展跨境电子商务、文化展示

交易等新业态。 支持黄河流域各省合作编制产业结

构调整指导目录，加强产业联动与分工协作体系建

设，支持组建区域性行业协会、产业创新联盟、开发

区联盟等社会团体。 鼓励黄河流域各省份加强跨区

域快速通道建设，在产业转移、要素配置、文化旅游

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打造鲁豫、豫陕为代表的跨

省合作发展示范区。 以整合区域优势资源、创新区

域合作机制、协调区际利益关系为重点，推动兰州—
西宁、关中—天水、呼包鄂榆、中原、山东半岛等城市

群内部的跨地市合作。 加快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地区

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探索城市跨界合作发展

新路径，打造中西部地区合作发展重要平台。
５．核心引领，依托中心城市和都市圈打造新旧

动能转换和高质量发展增长极

加快建设西安、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积极打造济

南国家中心城市，辐射带动黄河上游及西北地区、黄
河中游及中原地区、黄河下游及山东半岛区域发展。
依托黄河流域省会城市以及区域（副）中心城市，以
推动基础设施一体、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产业分工协

作、生态协同保护治理为重点，培育发展西宁—海

东、兰州—白银、西安、郑州、洛阳、太原、呼和浩特、
包头、济南、青岛等都市圈，形成区域竞争新优势。

６．产业联动，强化上中下游东中西部互动打造

跨区域产业分工合作网络

制定黄河流域产业协同发展规划，以电子信息、
装备制造、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为重点，按照

集群化发展方向，打造一批先进制造业集聚区和战

略性新兴产业基地。 鼓励各地区立足产业发展基础

和资源禀赋，专注于技术研发、产品设计、加工制造、
营销服务等产业链的某一环节，通过上下游配套、服
务外包等方式与其他地区加强产业联动与协作，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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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黄河流域跨区域产业协作网络。 搭建黄河流域产

业转移对接平台，鼓励黄河流域下游地区与中游、上
游通过飞地经济、园区共建等多种方式推进产业合

作，完善税收分成机制和利益分享机制。 加快推动

各级各类产业园区（集聚区）高质量发展，为新旧动

能转换、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支撑。 加快建设

青岛、吴忠、郑洛新等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 国家级示范区，
打造黄河流域产业园区 （集聚区） 高质量发展的

标杆。

注释

①北方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河
南、内蒙古、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省（区、市）。 南方地区包

括江苏、安徽、上海、浙江、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四川、重庆、云南、
贵州、西藏、广西、广东、海南等省（区、市）。 ②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在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黄河流域的空间

范围包括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山西、陕西、内蒙古、河南、山东等 ９
个省（区），鉴于四川省已经纳入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所以本研究

中的黄河流域的范围为除四川之外的 ８ 省（区）。 ③《２０１９ 年山东省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山东省统计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ｓｄ．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 ／ ２０２０ ／ ２ ／ ２９ ／ ａｒｔ＿６１９６＿８８６５０９６． ｈｔｍｌ，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９ 日。 ④⑤⑦此处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１８》相关数据计算

所得。 ⑥区位商主要用来反映区域产业结构中的专业化部门。 其计

算公式为 Ｒｉｊ ＝ （ ｅｉｊ ／ ｅｊ ） ／ （Ｅｉ ／ Ｅ），其中，Ｒｉｊ表示 ｊ 区域 ｉ 产业的区位

商；ｅｉｊ为 ｊ 区域 ｉ 产业的总产值；ｅｊ 是 ｊ 区域所有产业的总产值；Ｅｉ 为 ｓ
上级区域 ｉ 产业的总产值；Ｅ 为上级区域所有产业的总产值。 ⑧《战
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陕西省统计局网站，ｈｔｔｐ： ／ ／ ｔｊｊ． ｓｈａａｎｘｉ．ｇｏｖ．
ｃｎ ／ １２６ ／ １１１ ／ ２００８１．ｈｔｍｌ，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０ 日。 ⑨⑩《〈中国区域科技

创新评价报告２０１８〉发布：区域创新各具特色》，中国经济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ｅ． ｃｎ ／ ｘｗｚｘ ／ ｇｎｓｚ ／ ｇｄｘｗ ／ ２０１８１０ ／ ２９ ／ ｔ２０１８１０２９ ＿ ３０６５３１４４．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教育部网站， 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ｅ． ｇｏｖ． ｃｎ ／ ｓ７８ ／ Ａ２２ ／ Ａ２２ ＿ ｚｔｚｌ ／ ｚｔｚｌ ＿ ｔｊｓｙｌｐｔ ／ ｓｙｌｐｔ ＿ ｊｓｇｘ ／
２０１７１２ ／ ｔ２０１７１２０６＿３２０６６７．ｈｔｍｌ，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６ 日。 《国家级自主

创新示范区》，科学技术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ｔｏｒｃｈ．ｇｏｖ．ｃｎ ／ ｇｘｑ ／ ｚｚｃｘ ／ ２０１８０３ ／ ｅ８３７２７ｆｆ７６ｅａ４４ｆｄａａ２６ａ４ｅｂ２ｂ
２８８ｄｄ５．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６ 日。 “三区”是指城镇、农业、生态空

间，“三线”是指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和城镇开发

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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