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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经济分化视角下的“中部突破”
——黄河中下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白晓龙 1  李思思 2

2018 年国家统计局发布改革

开放 40 年来区域发展报告显示

我国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

距有所 缩小，但随 着中国经济

发展进入新常态，南北经济的

差距愈发明显。我国南北区域

资源禀赋不同、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不均衡，如果 北方经济 进

一步衰退会给国家发展带来严

重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 2019 年在郑

州提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的重大国家战略，为黄河

流域下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也

为我们思考如何缩小南北经济发

展差距提供了思路。黄河流域经

济的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中

部崛起”，这个中部指的是南北

方向的中部。中部突破的核心区

正是黄河中下游的山东、河南、

陕西三省。

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定义

目前学界对于 经济高质量

发展还没有形成确切定义。秦放

摘  要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区域经济发展也不断呈现出新的发展变化，东中西协同发展取

得一定成效，但我国南北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却在不断拉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为黄河流域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我们思考南北经济失衡问题提供了一个思路。本

文以黄河中下游的山东河南陕西三省为基础，探讨南北经济分化视角下黄河中下游地区如何实现经济高

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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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唐娟（2020）认为，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本质除了经济本身的

增长之外 , 还会使经济效益得到

提升、经济结构得到均衡 , 并带

来可持续的增长。程虹、李丹丹

（2014）认为，经济高质量发展

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是一国所

生产的商品以及服务在质量上的

提升、结构上的优化、投入产出

的高标准、社会福利的提升等

供给方面与社会需求匹配的程

度。王晓慧（2019）认为经济高

质量发展是投入产出率高、经济

内部结构不断优化、以创新为驱

动的一种发展。马茹、罗晖、王

宏伟等（2019）分析了经济增长

质量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异

同，认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实质上

是实现数量与质量的协调统一，

内涵范围大于经济增长质量。二

是“经济高质量发展”比“经济

增长质量”具有更加鲜明的时代

特征。

从以上学者的分析可以看

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定义还在

不断完善之中，经济发展效率和

效益的提升以及可持续发展等基

本理念成为学者对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共识。

二、失衡的南北经济

关于南北 方的划分。 周晓

波（2019）、蔡之兵（2019）等多

位学者均以北纬 35 度线以北为

北方区域，将东北、华北、西北

等 15 个省（区、市）作为北方地

区。华东、中南、西南等16 个省

（区、市）划为南方区域。本文也

与之前的学者一样采用这种划分

方法。

根据《全国、各省 2015-2020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可 知，2015—2020 年 北 方 城 市

经济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占比

由 43.3%下 降 到 35.1%。 此 外，

2020 年全国城市 GDP 排名中显

示，全国前十名中只有北京一个

北方城市。可见无论是从南北经

济整体比较还是从核心城市的对

比上看，南北经济均呈现出明显

的南强北弱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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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山东、河南、陕西三省在北方经济

中的地位

（一）三省在北方经济总量中占比不断上升

从图中可以看出，2015—2020 年，山东、河

南、陕西三省经济总量在北方经济总量占比中不

断上升，对整个北方经济影响也越来越大。

（二）北方城市的中坚力量集中于山东、河

南、陕西三省

2020 年北方城市 GDP 前十中山东、河南、

陕西三地共 5 座城市，5 座城市在前十名城市经

济总量中占比为 42% ；其中青岛、郑州、济南、

西安 4 座城市经济总量均超过一万亿元，是除北

京天津之外整个北方经济的重心所在。

四、山东、河南、陕西为主的黄河中下

游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足和优势

（一）黄河中下游三省的不足

1. 经济总量在全国范围内竞争力不足

虽然 2015—2020 年，山东、河南、陕西三省

经济总量在北方地区的占比在上升，但放在全国

来看，三省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占比由 2015 年的

17.1%下降到 2020 年 15.2%。这说明三省在全国

的经济竞争力有一定程度的退步。

2. 能源、重化工业偏重

根据中国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数据，2020 年

中国企业 500 强名单中，山东省入围 47 家，多数

为能源、重化工企业 ；河南省 10 家，过半数为能

源企业 ；陕西省 9 家，以能源、矿产行业为主。

从以上数据中可以看出，黄河中下游地区经济对能

源化工类产业依赖严重。

3. 创新力不足

（1）研发投入不足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9 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

计公报》显示的数据，黄河中下游地区三省研发与

实验经费（R&D）平均投入总量为 957.4 亿元，长

江三角洲地区为 1689.4 亿元。研发投入强度上，全

国 R&D 投入强度为 2.23，黄河中下游地区 R&D 经

费投入平均强度为 1.94，而长江三角洲平均强度为

2.87。可见，在研发与实验经费上无论是从总量上看

还是从投入强度上看，黄河中下游三省均落后于长

江三角洲地区。

（2）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与先进地区差距较大

根据科技部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统计数据，

2020 年黄河中下游三省高新技术数量超 过 20000

家，但与先进地区差距较大，三省之和尚不及江苏

一个省的数量。

（3）开放程度低

2020 年山东、河南、陕西三省全年货物进出口

总额达到 32436.32 亿元，占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

额的 10%，同期长三角在全国占比达到 36%，双方

差距明显。

综合来看，黄河中下游地区三省在经济高质量

发展道路上，面临的问题有很多共同点，比如偏重

能源和重工业。在创新发展上，在全国处在中等水

平，山东综合实力较强，陕西部分数据突出，河南

整体居中。相似的困境为三省加强沟通、壮大黄河中

下游地区经济提供了良好的交流机会。

（二）黄河中下游三省的优势

1. 区域经济发展互补性强

山东、河南是全国人口大省，距离长三角地区

较近，但两省都面临着经济发展质量不高、高科技

企业引领力不足的问题 ；陕西省相对其他两省来说

人口、经济规模都较小，市场面小，但陕西高校密

集、科研实力突出。三省合作，陕西省可获得更大市

场和科研转化平台，河南和山东两省可得到优质的

时间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山东

73129

71067.5

76469.7

72678.2

67008.2

63002.3

河南

54997.07

54259.2

48055.86

44988.16

40160.01

37010.25

陕西

26181.86

25793.17

23941.88

21898.81

19399.59

18021.86

三省总和

154307.93

151119.87

148467.44

139565.17

126567.8

118034.41

北方总和

356578.66

349217.99

352091.82

333165.22

307782.08

298037.56

占比

 43.30%

 43.30%

42.40%

41.90%

41.10%

39.60%

注 ：数据来源于各省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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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资源支持，可谓各取所需。

2. 在新旧动能转化方面有共

同的诉求

三省产业结构偏重能源和化

工业，这类产业规模大、投资周

期长、转型困难 ；但作为国家重

要的产业组成部分，不能一关了

之。三省在推动产业升级改造，

提高生产工艺水平，减少污染等

方面有共同的诉求，具备共同攻

关的基础。

3. 三省是黄河流域发展的动

力核心

2019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推

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

域经济布局》中强调指出，我国

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

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

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

式。黄河流域中山东半岛城市群

发展水平最高，郑州、西安是区

域内的国家中心城市，对周围辐

射能力较强。三省合作发展具备

成为黄河流域动力核心的基础。

4. 国内国外双循环背景下优

势凸显

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

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说 ：“要

推动形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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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新发展格局是根据

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

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

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这

意味着国内资源、产业配置方式

很可能会重新调整，国家将会深

耕内陆激发国内市场活力，这对

黄河中下游地区来说是一次产业

重塑的机遇。

5. 处在“一带一路”优势地段

黄河中下游地区既有山东出

海口，也有丝绸之路起点，还有

全国铁路中心。陆上丝绸之路和

海上丝绸之路在本区域融合，形

成了横跨东西、通达南北、海陆

兼备的交流大 通 道。山东、河

南、陕西三省具备将物流、贸易

标准等通关要素一体化的基础，

具备成 为集货物中转、精深加

工、前端研发、汇聚金融的经济

高质量发展带的可能。

五、推进黄河中下游经济

高质量发展实现“中部突破”

的建议

（一）加强顶层设计

推动建设黄河流域高质量发

展先行示范区，使山东、河南、

陕西三省成为黄河流域区域协调

发展的样本。建议国家出台相关

政策加强政策、金融、财政支持

力度，加快制度规范建设。

（二）坚持绿色发展，努力提

高制造业水平

山东省、 河 南省是 人口大

省，在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时

有着天然优势，需要注意的是，

在承接产业转移时不能再走低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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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粗放型生产的老路，要努力

提高生产水平，增强产品科技含

量，走出一条环境污染少、经济

质量高的绿色发展道路。陕西省

在承接产业转移时应有所选择，

注意发挥自身科技优势，寻找高

质量增长点。

（三）因地制宜差异化发展，

塑造更多“隐形冠军”

双循环背景下，国内国际分

工体系将会更加成熟完善。产业

竞争将从最终产品竞争演变为全

产业链条的竞争，每个链条中的

从业者将不再仅仅只服务一个产

品，局部优势将在更大程度上

影响全局优势的确立。黄河中下

游地区有着多样化的产业基础，

建议在更多细分领域不断强化优

势，向行业高精尖领域发力，创

造出细分领域的绝对竞争力，在

国内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占据优

势地位。

（四）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

步伐

黄河中下游地区经济主要的

支撑面是能源工业、重工业。这

是当地的资源禀赋和现实情况综

合作用的结果，所谓新旧动能转

换绝不是单纯地把旧产业放弃，

每个地区因资源禀赋不同所以发

展模式是多样的，旧产业经过升

级改造完全可以成为新时期的新

动力。对于能源化工业而言必须

坚持绿色发展，绿色发展的目的

是通过高标准的环保要求倒逼

企业强化技术创新减少污染，用

最少的资源消耗产生最大的经济

效益，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协调统一。因此，黄河中下游地

区必须坚持高质量开采、高质量

加工、高质量制造，最大程度上

减少浪费、降低成本、延长产业

链、提高产品附加值。另外要多

用数字技术改造作业流程，通过

信息技术改造过去粗放的管理模

式，实现管理信息化、精细化。

在新兴产业方面要立足本地

实际，不盲目追随“高大上”项

目。要在深入调查国内国际市场

的前提下结合本地实际做好远近

发展规划。具体来说比如河南省

可以在高端农业、轻工业、智慧交

通智慧物流等方面深挖潜力，培

育出更多小巨人企业。陕西省可以

在硬科技、电子信息技术、航空

航天、教育培训等领域培养多样

化的领军企业。山东省在海洋经

济、高端装备制造、对外贸易等

领域放低行业门槛让更多中小企

业参与到核心优势的打造中来。

（五）强化区域合作，增强区

域整体竞争力

目前整个北方经济发展形势

不容乐观，黄河中下游地区应主

动加强彼此间联系，推进区域经

济一体化发展。建议建立联席会

议制度、建立区域一体化合作机

制，在基础交通上强化联系，在

证照办理上制定统一标准，共建

技术研发中心和创新实验基地。

（六）加强与国内国际的交流

合作

国内方面 ：首先，要加强与

黄河流域其他省份的联系，共建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带 ；其次，

要加强与京津冀城市群的联系，

共同撑起复兴北方经济的旗帜 ；

再次，要强化与长三角地区的联

系做好产业承接和再造。国际方

面要加大开放力度，山东省强化

海上外贸优势，河南省、陕西省

在巩固陆上铁路优势的同时要加

快空中丝路的开发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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