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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唯燊

黄河是七大流域中治理开发

最为困难的生态脆弱之河，面临

着水资源保障形势严峻、发展

质量有待提高等突出问题。流域

九省份必须按照《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要

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加快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建设特色优势现

代产业体系。

一、黄河流域产业发展

现状

（一）众多农牧产品产量居

全国前列

黄河流域农牧业历史悠久，

第一产业增加值在全国占有相当

比重，2021 年第一产业增加值达

到 2.5 万 亿 元， 占 全 国 30.5%。

流域是全国重要农产品生产基

地，2021 年粮食产量达到 2.4 亿

吨， 占 全 国 35%。 从 细 分 类 别

看，流域 2020 年小麦产量全国

占比高达 57.5%，玉米产量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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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比 高 达 43.1%， 油 料 产 量 占

全 国 48.7%， 水 果 产 量 占 全 国

38.1%。

黄河流域在畜产品供应上同

样占据重要位置，2020 年肉类

产量占全国 32.6%，其中牛肉产

量全国占比高达 40.4%，羊肉产

量全国占比高达 55.5%。除肉类

外，黄河流域在牛奶和禽蛋生产

上也占据优势，2021 年牛奶产

量占全国 50.6%，禽蛋产量占全

国 39.5%。

黄河流域农牧产品地域特色

突出。上游有牦牛、藏羊、冷凉

蔬菜、冷水鱼等特色产品，中游

在小杂粮、中药、沙棘等产品上

具有优势，下游的阿胶、冬枣、

黄牛则更是名声在外。

（二）能源原材料产业具备

竞争优势

黄河流域又被称为能源流

域，化石能源资源丰富。上游以

水电开发为主，中游煤炭、油气

资源富集，下游石油资源总量丰

富，其中中上游能源生产总量远

高于消费总量，是全国重要能源

输出地区。2020 年流域焦炭生

产量全国占比高达 58%，天然

气生产量全国占比高达 61.2%。

截至 2021 年底，全国重点建设

的 14 个亿吨级大型煤炭基地，

10 个涉及沿黄省份，9 个千万千

瓦级大型煤电基地，7 个涉及沿

黄省份。

除能源产业外，黄河流域中

上游还发展了同是资源密集型的

原材料产业，且已形成规模。

2020 年，流域采矿业国内市场

占有率已达 56.8%，特别是煤炭

开采和洗选业 2015—2020 年市

场 占 有 率 都 在 6 成 以 上，2020

年达到 68.1%。此外，流域内电

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

业 初 具 规 模，2015—2020 年 市

场占有率均在 32% 以上，其中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市场占有率在

2020 年逼近 40%。

（三）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

刚刚起步

除能源原材料产业外，黄河

摘  要 ：黄河流域九省区水土条件、自然环境、资源禀赋差异明显，塑造了鲜明产业特色，是全国

重要农牧业生产基地，以及能源化工、原材料和基础工业基地。流域生态环境本底敏感脆弱，九省份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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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还发展了部分产业链偏短的

制造业和服务业。但除下游省份

外，流域制造业和服务业总体

规模偏小，发展层次不高。2020

年，流域制造业国内市场占有率

仅 为 21.1%， 低 于 流 域 GDP 全

国占比 3.8 个百分点。从细分行

业看，市场占有率高的行业集中

在农副食品加工、化学原料和化

学制品制造、金属冶炼和压延加

工等初加工和重化工领域，且市

场占有率远高于制造业整体水

平。相比之下，流域先进制造业

发展很不够，仅医药制造业、通

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

等市场占有率稍高。

2020 年，黄河流域服务业国

内市场占有率为 25.8%，略高于

流域 GDP 全国占比，但呈波动

下降趋势。从细分行业看，市场

占有率高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公共

服务领域，其他行业市场占有率

基本低于服务业整体水平。传统

服务业中，批发和零售业、住宿

和餐饮业市场占有率在 2015—

2020 年均低于 25% ；现代服务

业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市场占有率逐年下滑，

由 2015 年的 20.3% 降至 2020 年

的 1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市场

占有率始终未超过 18%。

二、黄河流域产业发展

存在的问题

（一）农牧业过度发展威胁

生态安全

黄河中上游省份多位于干旱

半干旱地区，农牧业发展在一定

程度上使生态安全形势更加严

峻，部分地区仍存在超载过牧情

况，造成草原退化、沙化。下游

省份个别地方农业废弃物未能及

时回收处理，化肥和农药使用量

零增长要求并未严格执行，造成

了农业面源污染。

黄河流域水资源条件不佳，

2020 年黄河区水资源总量 917.4

亿立方米，仅为长江区的 7.1%。

伴随流域农牧业生产规模扩张带

来的水资源用量增长，部分地区

对农牧业资源承载力已接近极

限。2020 年，黄河供水区地表水

取水量为 426.2 亿立方米，其中

农业取水量占 67.3%，黄河流域

地下水取水量为 110 亿立方米，

其中农业取水量占 57.6%，且流

域农牧业不仅取水量占比很大，

在输水、用水过程中由于蒸发和

土壤渗漏造成的损耗也相当大。

此外，流域中上游农村地区劳动

力外流，一些土地弃耕撂荒导致

水土保持能力减弱，水土流失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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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造成土壤肥力下降，恶化了农

牧业生产条件。

（二）能源原材料产业质量

仍需提升

黄河流域以一次能源生产占

主导，且开发方式粗放，对生态

环境造成严重破坏。通过近年来

的保护修复，流域生态环境质量

持续改善，但还存在能源产业结

构亟待优化、污染形势严峻等突

出问题。

结构方面，流域煤炭矿区数

量多，生产和消费比重过高，大

规模开采不仅破坏了自然形成的

地质构造，引起地表塌陷和植被

破坏，还加剧了地下水位下降和

水土流失。2020 年，《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

要》规划区域水土流失面积 45.3

万平方公里，占土地总面积的

34%。此外，在一些矿产富集地

区，能源资源开发多以采掘和初

加工为主，高附加值的清洁能源

产业发展程度不高，行业低碳化

转型仍任重道远。

污染方面，黄河流域集中着

一批资源密集型“三高”企业，

结构性污染问题依然突出，部分

企业矿产资源合理开采和综合利

用水平偏低，加之工程减排空间

已非常有限，使部分支流水污染

问题未能得到根本解决，而地下

水超采和工业固体废弃物倾倒堆

积加剧了流域水生态环境恶化。

此外，流域中上游省份以重化

工为主的产业结构造成大气污

染物排放增加，以煤为主的能

源结构使流域内形成煤烟型污

染区，加之以往大规模露天开采

引起地表土层破坏，在干旱、少

雨、多风气象条件下极易产生

扬尘污染。

（三）制造、服务业初级化

问题突出

黄河流域制造业具有明显重

型化特征，服务业结构初级化问

题突出，这一方面与流域自然条

件相关，另一方面也源于建国初

期各省份产业分工。

制造业方面，根据 OECD 制

造业技术分类标准，可将制造业

划分为低技术型、中低技术型、

中高技术型和高技术型。对黄河

流域 31 个制造业细分行业 2020

年营业收入排序发现，在排名

前 10 位的细分行业中属于高技

术型的只有计算机、通信和其他

电子设备制造业 1 个，可见流域

高技术制造业虽取得一定发展，

但整体上仍显不足，且在排名前

10 位的细分行业中，仅有农副

食品加工业 1 个轻工业，其余均

为重工业。

服务业方面，2020 年黄河流

域除公共服务行业区位商普遍大

于 1 外，经营性服务行业区位商

多数小于 1，专业化水平偏低，

普遍缺乏竞争优势。特别是信息

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区位商均在

0.8 以下，竞争力偏弱。

三、黄河流域建设特色

优势现代产业体系的建议

（一）发展产出高效、资源

节约、环境友好的农牧业

黄河流域应进一步做优做强

农业，建设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

区和优势制种基地，加强新技术

应用，稳定河套灌区等农产品主

产区生产能力，对符合规定的产

粮、产油大县给予资金支持，推

动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巩固提升

畜牧产品优势区，提高牛羊调出

大县奖励力度，建设优质奶源、

优质饲草料、牦牛藏羊等特色产

品基地。

黄河流域应加快对坡耕地相

对集中连片且水土流失严重区域

的梯田改造，推进弃耕撂荒土地

全面复耕复产，加强耕地土壤改

良、地力培肥和治理修复，大力

建设高标准农田。严控高耗水作

物种植，采取优化农业种植结构

等措施压减农业灌溉地下水开采

量。加快在旱作农业技术、盐碱

地农业技术等领域取得突破，高

标准建设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

区。加快农业生产废弃物处理，

推进秸秆肥料化、饲料化、基料

化、原料化和能源化利用。

黄河流域上游高原草地应全

面实施禁牧、休牧、轮牧，落实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流域中

游草原牧区应坚持以草定畜，综

合考虑水资源承载能力合理确定

载畜量，促进秸秆等非粮饲料资

源高效利用。支持发展适度规模

经营，提升机械化水平。加快推

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避免农业面源污染。加快构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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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加工流通体系，引导屠宰加工

企业向养殖主产区转移，推动物

流配送企业完善冷链配送体系。

（二）推动能源产业绿色

化、集约化、高端化发展

黄河流域应根据水资源和生

态环境承载力，优化鄂尔多斯盆

地等能源基地建设，分区分类实

施矿产勘查开发管控，科学划定

战略性能源资源安全保障区，建

立石油、天然气、煤炭等战略性

矿产资源储备制度，保障国家能

源安全。

黄河流域应合理确定能源产

业规模，控制开发强度，支持具

备条件的能源企业整合扩容，丰

富产品种类，规范开发活动，推

动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发

展。严格控制新增煤电规模，加

快淘汰落后煤电机组。推动能源

企业与上下游产业深化合作，深

入推进炼化一体化、煤化一体

化、煤电一体化等产业融合发展。

在黄河流域内推广成熟、适

用技术装备，消除事故隐患，进

一步提高能源产业机械化、自动

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实现

安全环保集约化开采。以工程技

术、生物技术创新为支撑，开展

节能减排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

多措并举从源头上减少矿井水、

煤矸石、煤层瓦斯等排放，降低

污染物排放强度和总量。

黄河流域应推进能源生产和

消费革命，稳步推进水电、风

电、太阳能、生物质能等能源规

模化发展，降低煤炭消费在在能

源消费中的比重，提升清洁能源

消费比重。加强传统能源清洁高

效利用，推动煤层气、页岩气等

非常规油气资源利用，提高成品

油质量，提升煤电高效清洁发展

水平，构建流域煤、油、气、新

能源、可再生能源互补发展的清

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供应体

系，全面提升能源绿色发展水平。

（三）提升制造业、服务业

整体发展水平与质量

黄河流域应以中下游为重

点，以传统制造业为突破口，充

分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更新改造

设备、改进生产工艺，提高工业

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对传

统产业的渗透率，推动流域食

品、纺织、造纸等轻工业和化

工、钢铁、有色金属等重工业绿

色化转型、智能化升级和数字化

赋能。

加大制造业服务化投入规

模，促进制造业各环节与生产性

服务业融合发展，不断提升通用

和专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

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

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水平和能

力。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导

向，培育生物医药、新材料、高

端装备、绿色环保、大数据等战

略性新兴产业，构建特色优势现

代产业体系。发挥合作平台作

用，有序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

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先

进制造业产业集群。

黄河流域应严格落实岸线开

发、河段利用、区域活动等方面

管控要求，制定产业发展指导目

录和产业项目准入标准，严格落

实排污许可制度，实行生态敏感

脆弱区域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要

求。强化节能节水和环保约束，

加紧制定节能节水标准，严格执

行环保法律法规，引导企业积极

运用高效节能产品和服务，支持

上下游、同行业企业废水、废

气、废渣等废弃物集中治理，提

高循环利用能力。推动产业低碳

发展，切实落实降低碳排放总量

和强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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