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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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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索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相互协调促进的双赢治理思路，从理论研究、问题研究、经验研究、路径研究出发，
分析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研究存在的问题，总结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测度方法和实现路径。 指出现

有研究讨论黄河流域协同发展的较少，多集中于对流域整体的系统性研究；对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推进的研究

较少；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视角下的创新化研究较少等。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涉及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
在新的经济发展时期，推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协同发展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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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８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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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是重大国家战略［１］。 黄河流域人口

众多、自然资源丰富，是我国重要的水源供给区。 当

前，黄河流域各省（区）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和重大挑

战，必须加大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力度，缩小流域内各区

域发展差距，实现流域高质量、协调、可持续发展。 本

文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基本

方向进行总结，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

内涵及思路进行综述，从问题研究的角度出发探讨制

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因素，从经验和

路径研究出发总结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

测度方法及实现路径，并指出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和

未来研究的方向，以期为探索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

质量发展相互协调促进的双赢治理思路提供参考。

１　 理论研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内涵及思路综述

　 　 黄河是维护我国生态安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

重要区域。 新时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

内涵是在生态可持续发展框架下不断创新发展。
１．１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内涵综述

推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加强流域生态环境保

护，是新时期国家从全局出发对黄河治理的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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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水资源供给区，也是促进我国

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区域，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关

键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带动作用。 杨永春等［２］ 认

为农业发展、流域经济等是推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的基本条件，同时其受内部差异性、外部投资，以及产

业转移动力不足等的约束。 黄河流域对我国经济发展

的重要性，决定了流域高质量发展是一个长期的探索

过程。 安树伟等［３］ 认为生态治理、产业升级、区域协

调等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重点。 新时期实现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综合流域内经济、
文化、生态等因素的协调推进，如张贡生［４］ 指出生态

可持续性、整体性、系统性和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追

求等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科学内涵。
１．２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思路综述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

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 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紧紧围

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目标，牢牢把握扩大内需的

战略基点，充分发挥国内大市场优势。 宋洁［５］ 在“双
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研究背景下，指出黄河流域在扩

大内需和生态保护等方面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探索新

时期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模式、新
路径的基础在于准确把握其重要战略地位。 任保平

等［６－７］认为作为重大国家战略，黄河流域发展有其特

殊性，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以生态

保护为前提，践行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的

治黄思想。 牛玉国等［８］ 强调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意义。 新时期要不断

创新黄河流域治理思路，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探究

黄河治理模式的创新发展，发挥流域资源优势。

２　 问题研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的制约因素综述

　 　 现有研究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制

约因素都有所涉及，本文所选文献中提出的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影响因素包括经济、社会、文
化、生态等。 杨丹等［９］认为，产业发展不平衡、内部差

异、创新水平低等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主要

问题。 经过梳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

关键问题在于自身的环境制约，主要包括生态环境脆

弱、资源禀赋差异、环境承载力弱等问题。
２．１　 生态环境脆弱

水土流失和水污染严重、水资源短缺等问题造成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脆弱。 随着黄河流域各地区产业发

展速度加快、人口增多，对流域生态环境的承载力提出

了更高要求。 张红武［１０］ 指出黄河流域发展缓慢的原

因在于水资源短缺、水沙关系不协调等生态环境问题。
周清香等［１１］对 ２００４—２０１７ 年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

分析，表明生态环境脆弱是制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

素。 应从问题的源头出发，把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

进大治理的指导思想作为基本理论指导，加强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

理念助推黄河流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２．２　 资源禀赋差异

黄河是我国的第二长河，流经 ９ 个省（区），流域

面积 ７９．５ 万 ｋｍ２，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上、中、下
游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较大，资源禀赋差异明显，不利

于流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郭晗［１２］ 认为不同区域间的

自然禀赋差异影响地区生态环境，强调黄河流域高质

量发展应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杨永春等［１３］分析了黄河上游对维护我国生态安全和

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 自然环境的特殊性，决定了黄

河流域上游资源禀赋优于中下游地区，新时期应根据

资源禀赋，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因地制宜、
优势互补，充分发挥流域比较优势，不断加强流域内各

区域间的合作，推动资源的合理有序流动，从而实现全

流域的协调发展。
２．３　 环境承载力弱

黄河流域洪涝灾害频发、环境承载力弱等问题是

制约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 黄河治理重

在保护、要在治理，推进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保

护流域生态，提升黄河流域环境承载力。 黄河是一个

生态整体，流域生态问题的产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

问题，何爱平等［１４］强调了黄河流域灾害形成机理的复

杂性，对黄河流域过度开发和利用加大了治理和保护

生态的难度。 要把握好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

系，不能以生态环境的牺牲为代价发展经济。 还有学

者强调协同治理对黄河流域生态发展的重要性，如梁

静波［１５］的研究明确了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内容，说明黄河流域存在的相关问题是协同治理不足

造成的。 推动黄河流域的绿色发展，是基于对流域生

态的保护，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现实要求。

３　 经验研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水平测度与耦合综述

　 　 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认识首

先要准确评价其发展程度。 按照研究视角的不同，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测度方法及评价指标

体系存在差异，笔者主要总结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耦合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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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要正确认识制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的问题，须通过完善的评价指标体系，从流域发展实际

出发，科学评价、精准施策，探索具有黄河特色的高质

量发展之路。 熵权法是一种确定指标权重的客观赋权

方法，韩君等［１６］采用这种方法构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

展评价指标体系，探讨了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综合

水平测度。 熵权法的运用，避免了对指标赋予权重时

的主观性。 徐辉等［１７］ 基于黄河流域 ９ 个省 （区）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 年的数据，同样运用熵权法进行测度，指
出流域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发展趋势。 黄河上、中、下游

各区域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重视其整

体性、系统性和协调性，加强各区域之间的相互协作。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不仅包含经济的高质

量增长，而且应注重生态的高质量发展，其评价指标体

系的构建，要结合流域经济、社会、生态发展等各个方

面，突出其系统性和全面性。
３．２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耦合研究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把握好生态环

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重视生态保护与高质

量发展的耦合。 宁朝山等［１８］ 依据 ２０１１—２０１８ 年黄河

流域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采用复杂系统耦合协同度

模型测算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度。 在研究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机理的基础上，
刘琳轲等［１９］ 运用面板 ＶＡＲ 模型的研究方法，发现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正向促进作

用，但作用机理不明显。 应以生态保护为基础，实现生

态可持续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坚持统筹推进与协调

发展相结合，准确把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在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灰色关联模

型的基础上，任保平等［２０］ 分析了 ２０１２—２０１８ 年黄河

流域各地级市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耦合

协同机理。 刘建华等［２１］利用黄河流域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

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说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协同度呈上升趋势。 总之，应加强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之间的相互协调，以流域整体生

态保护水平的提升为根基，促进流域高质量发展。

４　 路径研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的路径综述

　 　 经济的活力、创新力和竞争力是高质量发展的根

本，而绿色发展与经济发展的活力、创新力和竞争力紧

密相关。 必须把绿色发展理念作为指导思想，加强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 通过促进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探索

环境友好型发展模式，实现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综合对有关研究的分析，认为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如下。
４．１　 加强流域内区域协同发展

黄河流经 ９ 个省（区），各省（区）发展水平存在一

定差异，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充分

考虑到各省（区）的发展实际，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协
调好黄河流域人地矛盾，充分发挥流域的比较优势。
朱永明等［２２］ 采用 ＡＨＰ－ＤＥＭＡＴＥＬ 方法，研究表明创

新能力、人才资源、收入水平等方面的差距是影响黄河

流域协同发展的关键因素。 黄河流域作为促进我国经

济发展的重要区域，其对维护我国生态安全、促进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金凤君［２３］ 认为在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的过程中，协调

发展格局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探索黄河流域协同治

理策略，黄燕芬等［２４］根据欧洲莱茵河流域治理经验研

究发现，黄河流域所存在的问题的实质是治理问题，要
不断健全黄河流域的协同治理机制。 任保平等［２５］ 从

黄河中游地区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研究出

发，强调要注重协同发展。 推进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

展，要加强流域内各区域的相互协同，加大流域生态环

境的保护力度，坚持重在保护、要在治理，为实现流域

高质量发展奠定生态基础。
４．２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法治保障

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新时期，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张震等［２６］ 研

究指出，生态的法治化是黄河治理的重要思路。 新时

期黄河流域的发展理念在不断变化，其保护治理面临

新的任务。 薛澜等［２７］ 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战略为研究背景，提出应法治化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目标。 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应充分认识其作为重大国家战略的地位，不断

完善相关法治体系，保障流域高质量发展。
４．３　 以产业高质量发展助推流域高质量发展

黄河流域自然资源丰富，应从流域产业转型升级

着手，加快构建黄河流域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先进制

造业、绿色生态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推进流

域高质量发展。 高煜［２８］ 认为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是推

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 韩海

燕等［２９］在分析黄河流域制造业发展的基础上，构建了

制造业竞争力指标体系，借鉴德国制造业发展的经验，
并结合黄河流域制造业的发展特征，说明制造业对黄

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 作为我国重要的能

源、原材料、化工和基础工业基地，黄河流域产业的高

质量发展将为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奠定基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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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黄河流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作为目标，促进流域高

质量发展，推进流域产业结构优化，打造产业发展的特

色优势，提升产业竞争力。 张瑞等［３０］ 基于 ＳＢＭ－ＧＭＬ
指数模型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状况进行测算，发现

产业结构高级化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有促进作用。
在推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要调整流域产

业结构朝着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大力发展绿色生态

产业，奠定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基础。
４．４　 建立黄河流域现代化治理体系

构建黄河流域现代化治理体系，是加强流域生态

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推进黄河流域高

质量发展，必须构建流域现代化治理体系，提高流域现

代化治理能力。 钞小静等［３１］ 的研究基于黄河流域高

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强调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对流

域高质量发展的保障作用。 推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

展，要以流域整体协调发展为基本方向。 郭晗等［３２］ 研

究指出，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面临各种因素的制约，
必须以高质量的治理体系推进流域高质量发展。 刘传

明等［３３］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高质量发展的驱

动因素，指出在实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流域

空间关联网络构建的重要意义。 实现黄河流域高质量

发展必须不断推进流域的系统化治理，协调好生态保

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打造黄河流域协调发展的

现代化治理格局。
４．５　 深化黄河流域体制机制改革

黄河流域体制机制改革的深化，是保护流域生态

和实现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要在改革的过程

中探索黄河流域绿色、协调、可持续、高质量的发展之

路。 协调发展对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不容忽视，陈晓

东等［３４］认为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

协调，需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改革是发展的动力，要
善于用改革的办法去解决发展中的问题，要深化体制

机制改革，培育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钞小

静［３５］指出要立足于新发展理念的指导，建立和完善黄

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协调治理机制。 黄河流域的高质

量发展要以流域生态环境的保护为前提，深化体制机

制改革。 科技创新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

能，刘贝贝等［３６］的研究立足于绿色科技创新，指出其

在黄河流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新时期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实施，要充分发挥

改革的推动作用，加强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坚持把绿色

发展观作为基本理论指导。

５　 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及研究方向展望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涉及经

济、文化、生态等方面，在新的经济发展时期，推进黄河

流域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协同发展是未来研究的

重要方向。 现有研究为我们认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的相关问题提供了多维视角，在上述研究

的基础上，本文指出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的

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对维护我国

生态安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现有研

究讨论黄河流域协同发展的较少，多集中于对流域整

体的系统性研究。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力度的加大和高

质量发展的推进，是一项系统性的大工程，要加强流域

上、中、下游，以及流域内各区域的协同发展，推动流域

内各区域的高质量发展。 黄河流域 ９ 个省（区）之间

存在资源禀赋的差异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等问

题，后续的研究应该注重对于流域内各区域的针对性

研究。 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在形成保护流域生态

整体意识的同时，推进流域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以流

域内各区域的高质量发展，提升流域整体的高质量发

展水平。
（２）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的加强和高质量发展的推进具有重要作用，但目前对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推进的研究较

少。 黄河流域水能资源丰富，还是我国重要水资源供

给区，但受水土流失、水质污染等的制约，流域水资源

问题较突出，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因此，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在于水资源的可

持续利用，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大力推进水

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 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的拓展研究，要重视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高质量

发展的协同推进。
（３）新时期黄河保护治理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和挑

战。 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测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综合水平及其发展路径上，对黄河流域高质

量发展视角下的创新化的研究较少。 未来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研究的拓展方向在于进一步深化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耦合。 因而，未来研究的主

要趋势是在保护黄河流域生态前提下，探索推进流域

高质量发展的创新视角，例如在新发展格局、数字经济

等背景下开展相关研究。 要不断创新研究思路，增强

研究的指向性，形成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的特色路径，促进黄河治理模式、治理思路的创新

性发展。
（４）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受生态环境

脆弱、水资源问题等关键因素的制约。 黄河流域生态

环境复杂、流域面积大、人口多、流域内区域发展不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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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等，决定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一个

复杂的过程。 应以制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的关键性问题为导向，树立问题意识，探索黄河流域

的特色化高质量发展之路。 因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的研究应结合流域的实际，针对问题开

展研究。 坚持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治黄思想，努力改

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以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为基

本准则，推进流域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升黄河流域

整体发展水平，推进黄河流域整体的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１］　 习近平．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

讲话［Ｊ］．求是，２０１９（２０）：４－１１．
［２］　 杨永春，穆焱杰，张薇．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条件

与核心策略［Ｊ］．资源科学，２０２０，４２（３）：４０９－４２３．
［３］　 安树伟，李瑞鹏．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推进方略

［Ｊ］．改革，２０２０（１）：７６－８６．
［４］　 张贡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内涵与路径

［Ｊ］．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２２（５）：
１１９－１２８．

［５］　 宋洁．新发展格局下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内外循环”建设的

逻辑与路径［Ｊ ／ ＯＬ］．当代经济管理：１－１４［２０２１－０５－０６］．
ｈｔｔｐｓ：／ ／ ｋｎｓ． ｃｎｋｉ． ｎｅｔ ／ ｋｃｍ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１３． １３５６． Ｆ． ２０２１０４０２． １５１４．
００６．ｈｔｍｌ．

［６］　 任保平．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特殊性及其模式选择

［Ｊ］．人文杂志，２０２０（１）：１－４．
［７］　 任保平，张倩．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设计及其支撑

体系构建［Ｊ］．改革，２０１９（１０）：２６－３４．
［８］　 牛玉国，张金鹏．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

战略的几点思考［Ｊ］．人民黄河，２０２０，４２（１１）：１－４，１０．
［９］　 杨丹，常歌，赵建吉．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难题

与推进路径［Ｊ］．中州学刊，２０２０（７）：２８－３３．
［１０］　 张红武．科学治黄方能保障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Ｊ］．人民黄河，２０２０，４２（５）：１－７，１２．
［１１］　 周清香，何爱平．环境规制能否助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

展［Ｊ］．财经科学，２０２０（６）：８９－１０４．
［１２］　 郭晗．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中的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

保护［Ｊ］．人文杂志，２０２０（１）：１７－２１．
［１３］ 　 杨永春，张旭东，穆焱杰，等．黄河上游生态保护与高质

量发展的基本逻辑及关键对策［ Ｊ］．经济地理，２０２０，４０
（６）：９－２０．

［１４］　 何爱平，安梦天．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中的重大环境灾

害及减灾路径［Ｊ］．经济问题，２０２０（７）：１－８．
［１５］　 梁静波．协同治理视阈下黄河流域绿色发展的困境与破

解［Ｊ］．青海社会科学，２０２０（４）：３６－４１．
［１６］　 韩君，杜文豪，吴俊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研

究［Ｊ］．西安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２１，３４（１）：２８－３６．

［１７］ 　 徐辉，师诺，武玲玲，等．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

及其时空演变［Ｊ］．资源科学，２０２０，４２（１）：１１５－１２６．
［１８］　 宁朝山，李绍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度

动态评价［Ｊ］．人民黄河，２０２０，４２（１２）：１－６．
［１９］ 　 刘琳轲，梁流涛，高攀，等．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

发展的耦合关系及交互响应［Ｊ］．自然资源学报，２０２１，
３６（１）：１７６－１９５．

［２０］　 任保平，杜宇翔．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生态环

境的耦合协同关系［Ｊ］．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２１，
３１（２）：１１９－１２９．

［２１］　 刘建华，黄亮朝，左其亭．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协同推进准则及量化研究［ Ｊ］．人民黄河，２０２０，４２
（９）：２６－３３．

［２２］　 朱永明，杨姣姣，张水潮．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影

响因素分析［Ｊ］．人民黄河，２０２１，４３（３）：１－５，１７．
［２３］　 金凤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协调推进策

略［Ｊ］．改革，２０１９（１１）：３３－３９．
［２４］　 黄燕芬，张志开，杨宜勇．协同治理视域下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欧洲莱茵河流域治理的经验和启示

［Ｊ］．中州学刊，２０２０（２）：１８－２５．
［２５］　 任保平，杜宇翔．黄河中游地区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战略研究［Ｊ］．人民黄河，２０２１，４３（２）：１－５．
［２６］　 张震，石逸群．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之生态法治保障三论［Ｊ］．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０，２６（５）：１６７－１７６．

［２７］ 　 薛澜，杨越，陈玲，等．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战略立法的策略［Ｊ］．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２０，３０
（１２）：１－７．

［２８］　 高煜．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中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研究

［Ｊ］．人文杂志，２０２０（１）：１３－１７．
［２９］　 韩海燕，任保平．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中制造业发展及

竞争力评价研究［Ｊ］．经济问题，２０２０（８）：１－９．
［３０］ 　 张瑞，王格宜，孙夏令．财政分权、产业结构与黄河流域

高质量发展［Ｊ］．经济问题，２０２０（９）：１－１１．
［３１］　 钞小静，周文慧．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治理体

系构建［Ｊ］．经济问题，２０２０（１１）：１－７．
［３２］　 郭晗，任保平．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治理：机理诠

释与现实策略［Ｊ］．改革，２０２０（４）：７４－８５．
［３３］　 刘传明，马青山．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关联网络

及驱动因素［Ｊ］．经济地理，２０２０，４０（１０）：９１－９９．
［３４］　 陈晓东，金碚．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Ｊ］．改革，

２０１９（１１）：２５－３２．
［３５］　 钞小静．推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创新研究［Ｊ］．

人文杂志，２０２０（１）：９－１３．
［３６］　 刘贝贝，左其亭，刁艺璇．绿色科技创新在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的价值体现及实现路径［ Ｊ］．资源

科学，２０２１，４３（２）：４２３－４３２．
【责任编辑　 赵宏伟】

·４３·

人 民 黄 河　 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０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