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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加快推动黄河经济带建设的思考

2019 年 9 月 18 日习近 平总

书记在河南省郑州市主持召开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座谈会并发表 重要讲话，明

确指出黄河流域在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和生态安全方面具 有十

分重要的地位，深 刻阐明黄 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

重大意义，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同京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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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是重大国家战略。

山东省济南市作为黄河下游区域

中心城市，要深挖黄河机遇，建

设黄河经济带，这对于提升济南

区域竞争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

意义。

一、黄河经济带发展概况

黄 河经济 带是以黄 河沿岸

的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

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

等地域为主体的经济带。黄河流

摘   要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将为山东省济南市交通建设、产

业转型、城镇化发展、开放崛起、创新驱动等方面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使济南市面临着沿河

其他城市的竞争与挑战。济南市应抓住时机，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加快黄河经济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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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2015 2016 2017

地区

山东

河南

陕西

内蒙古

宁夏

甘肃

四川

青海

山西

合计

全国

GDP

59426.59

34938.24

17689.94

17770.19

2752.1

6836.82

28536.66

2303.32

12761.49

176178.53

643974.0

GDP

72634.15

44552.83

21898.81

16096.21

3443.56

7459.90

36980.22

2624.83

15528.42

221218.93

827121.7

比率

8.78%

5.39%

2.65%

1.95%

0.42%

0.90%

4,47%

0.32%

1.88%

26.75%

100%

比率

9.15%

5.44%

2.60%

2.44%

0.43%

0.96%

4.43%

0.35%

1.76%

27.56%

100%

GDP

68024.49

40471.79

19399.59

18128.1

3168.59

7200.37

32934.54

2572.49

13050.41

204950.37

743585.5

比率

9.14%

5.37%

2,62%

2.59%

0.42%

0.98%

4.36%

0.3%

1.85%

27.69%

100%

GDP

63002.33

37002.16

18021.86

17831.51

2911.77

6790.32

30053.1

2417.05

12766.49

190796.59

689052.1

比率

9.22%

5.42%

2.74%

2.75%

0.4%

1.1%

4.4%

0.36%

1,98%

27.36%

100%

表 1   2014-2017 年黄河经济带各省区 GDP 及比例分析表     （单位 ：亿元）

域上游是我国主要的畜牧业区，

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

原。黄淮海平原作为农业生产

基地，主要包括上游的河套平

原、中游的关中平原和下游的防

洪区。 目前， 黄 河流域 地区在

工业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能

源、纺织工业和机械制造等方面

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建立和

发展了多种行业的现代工业以及

一大批新兴工业城市。黄河经济

带是黄 河沿 线 9 个 省区经济发

展的综合体，通过以下几个经济

指标进行对比分析，达到揭示黄

河经济带发展状况的目的。

（ 一） 国内生 产总值 指 标

分析

从表 1 可以看出，黄河经济

带的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全国。

2014 年，黄 河经济 带 9 个 省区

的 GDP 仅为全国的 27.36%。通

过 2014-2017 年黄河经济带各省

资料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年鉴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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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2015 2016 2017

地区

山东

河南

陕西

内蒙古

宁夏

甘肃

四川

青海

山西

全国

人均GDP

60879

37072

46929

71046

41834

26433

35128

39671

35070

47203

人均GDP

72807

46674

57266

63764

50765

28497

44651

44047

42060

59660

比率

122%

78.2%

96%

106.9%

85,1%

47.8%

74.8%

73.8%

70.5%

100%

比率

127.4%

78.9%

94.6%

134%

87.5%

51.3%

74.2%

80.7%

65.9%

100%

人均GDP

68733

42575

51015

72064

47194

27643

40003

43531

35532

53935

比率

127.7%

77.9%

94.8%

141%

87.2%

52.1%

73.2%

82.1%

69.5%

100%

人均GDP

64168

39123

47626

71101

43805

26165

36775

41252

34919

50251

比率

129%

78.5%

99.4%

150%

88.6%

56%

74.4%

84%

74.3%

100%

表 2   2014-2017 年黄河经济带各省区人均 GDP 及比例分析表  （单位 ：元）

图 1　2014-2017 黄河经济带各省区人均 GDP 比较分析图 

区 GDP 数 据分析，提出了经济

梯度分布的明显特 征。2017 年

山东省国内生产总值 7.263415 万

亿元，占黄河经济带的 32.8%，

2017 年 河 南 省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4.455283 万亿元 , 占全国经济的

20.1%，而西部七省区的总产出

却不及东部两省，说明沿黄经济

带存在重大的经济发展不平衡

现象，并没有得到改善。

（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标

分析

从表 2 和图 1 可以看出，无

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在黄河经济

资料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年鉴整理所得。

带层面，中国人均 GDP 都 在稳

步 快 速增长。山东和内蒙古人

均 GDP 均超 过全国平均水平，

这与近年来内蒙古工业和建筑业

的快速发展以及山东沿海地区

的区位优势密切相关。黄 河经

济带其余七省区的人均 GDP 均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造成这种巨

大差异的原因是当地经济发展

主要依靠传统 农 业，二、三产

业相对落后，竞争力不强。　

二、济南市建设黄河经

济带的比较优势

当前，济 南 市正处在建 立

大强美富通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

的征程中，应紧紧把握黄河经济

带建设的发展机遇，实现济南高

质量发展。　

地理区位优势。2018 年 1 月

3 日，国务院批复《山东新旧动

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总体方

案》，明确提出支持济南市高水

平建立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为

济南市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

时机。济南市北接京津 冀，南

连长三角，东承环渤海经济圈，

西通中原经济区，是多个战略经

济区交会点，又是北京、上海之

间重要的节点城市，战略地位显

著，有着独特的区位优势。

科教资源优势。济南市现有

以山东大学为代表的高校 49 所，

在校大学生 73 万人，各类研发

机构 818 个，其中国家企业技术

中心 27 个。同时，济南市作为经

济文化大省的省会城市，具有很

强的人才集聚能力，吸引了众多

海内外精英，为济南市建设黄河

经济带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产业齐备优势。十大千亿级

的产业快速崛起，新一代信息技

术、智能制造和高端装备两大优

势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双双冲破

3000 亿元，软件和信息服务业

占据山东省半壁江山，济南市新

药药号超 1300 个，居全国之首。

济南创新实力雄厚，正全力抢占

全世界新一轮科技产业革新先

机，聚焦量子超算、人工智能、

基因编纂等科 技前沿范畴，打

区域 REGION北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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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创新制造强市和智能经济强

市， 一大 批 新技 术、 新 产品、

新业态、新模式在济南不停涌

现，全国量子计算与测量标准

化委员会 落户济 南，量子计 算

与量子雷达、量子芯片完成产业

化，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新

一代神威 E 级原型机系统在国

家超算济南中心正式启用。

丰厚的自然资源。济南市以

泉水众多而出名，据统计，有 4

个泉区，10 个泉群，“72 泉”和

733 自然泉。它是一座天然岩溶

泉博物馆，在国内外城市中极为

罕见。矿产资源丰富，有粘土、

石灰石、白云石，尤以石灰石层

次高、 储 量大， 花岗岩黑色花

岗岩，质地地道，为国内独一无

二，“济南青”辉长岩和“六步

红”花岗岩已出口到欧、亚、非

30 多个国家和地域，铁、煤、

花 岗岩、 耐火 粘土和 铜、 钾、

铂、金刚石等有色金属、稀有金

属和非金属资源丰盛。森 林资

源主要有乔木、灌木两大类 60

多 个 300 多 个科。本地 盛 产苹

果、黄梨、柿子、核桃、山楂、

板 栗、 红枣， 并盛 产元 稹、 丹

参、 红枣 仁、 野菊 花、 香 等中

药材。此外，白莲藕、大葱、玫

瑰、芦苇等植物也有比较高的产

量，并在省内和国外享有良好的

声誉。

三、促进济南市黄河经

济带建设的对策建议

黄河经济带建设是一项复杂

而庞大的系统工程，要组织专业

人员广泛调研 , 充分论证 , 进行

高水平设计 ,  建设黄河经济带既

需要上下游通力合作 , 又需要多

部门的共同参与。因此 , 济南市

在规划黄河经济带时，应当借鉴

国内外经济带建设的先进经验，

同时适应发展的需要，建设适应

济南市情和区域经济发展要求的

黄河经济带。

一是推动体制机制创新 , 切

实加强与黄河经济带其他省区

市的联合与协作。黄河经济带涉

及多方管理 , 在政府管理、企业

日常经营过程中，不同利益主体

产生各种矛盾 , 不可避免。虽然

沿河各省 ( 市 ) 之间和各中心城

市之间已有省、市长联席会议等

协调组织，但呈松散状态，缺乏

权威性机构，尤其是地方利益

发生冲突时，更显得无能为力。

在 这种情况下，济 南 市 有必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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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出击，积极推动体制机制创

新，切实加强与黄河经济带其他

省市的联合与协 作。济南市应

该加强与各大城市的联系与协

作，在黄 河经济 带的建 设中联

合发展，合理分工 , 优势互补，

共同构建黄河中下游最大的经

济增长极，带动黄河上游的经济

发展。同时，济南市要加强经济

技术与协作的深度和广度 , 尽快

完成 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升

级。通过学习、借鉴各市瞄准国

际市场的经验与手段 , 加速本地

经济市场化、国际化步伐。

二是 提高 产业 结 构水平，

打造黄河经济带的优势产业高

地。以济南、郑州、西安为区域

中心，黄 河经济 带产业 走廊初

具规模。济南市要着力加强竞争

力和经济持 续发展动能源泉，

努力走在高新技术发展的前列，

形成引进、消化、吸收和发展高

新技术的强大能力。首先，多渠

道、多层次 放大 科 技投入，为

各方面的技术开发创新提供良好

的环境和条件。配合沿河开发

开放，建 立济 南市新旧动能转

换试 验区。加强与经济 带上其

他省市在高新技术发展方面的

合作，积极培育公平有序的黄河

流域科技市场，促进科技成果

市场。重视传统产业高新技术

革新，提升传统产业的技术含

量和竞争力。济 南市在产业 发

展中要正确认识产业优 势，识

别发展空间，形成独特的支柱

产业和产业集群，取得最佳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避免重复

建设。传统产业转型是济南市

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工作，产业

结构调整将以支柱产业培育为核

心，优化现有支柱产业，积极培

育电子信息、旅游等产业，快速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大力发展贸

易流通、金融保险、信息咨询等

第三产业，培育济 南产业 发展

新动能。

三 是 正 当 开 发 使 用 水 资

源，促成可持 续发 展。加强黄

河流域环境保护特别是黄河水

系水环境保护已成为黄河流域

可持 续发展的关键问题，济南

市是黄河经济带水资源开发利用

的较为重要区域。水资源在开发

利用过程中 , 有必要与中下游加

强合作 , 加强环境管理和水环境

保护通过法律、经济和综合管

理 , 继续构建黄河防护林体系 ,

提高沿岸森林覆盖率 , 并进行综

合整治 , 修复植被和防止水土流

失。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必须结

合黄河经济带产业发展布局 , 大

力发展 水 利、水电、水产养 殖

等行业 , 严格控制沿河新建、扩

建污染行业的数量 , 规模 , 减轻

水环境质量污染负荷，尽量做好

水利、水运、水土保持等工作。

此 外，加强对生态环境的治理

和保护是济南市在经济发展过

程中不能忽视的问题。生态环境

问题不仅影响济南市的经济社

会发展，而且 影响整个黄河流

域的长期稳定。

四是参与黄河经济带旅游

联 合 开发，打造黄 河经济 带的

重要旅游节点。旅游联合开发作

为黄河经济带综合开发的一部

分，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济南市应

立足于良好的旅游资源优势 , 抓

住黄河经济带的发展机遇 , 加强

和其他黄河经济带省区市在旅

游资源开发方面的共同合作，充

分发挥旅游产品竞争优势 , 突出

黄 河旅游品牌 在国内、国际旅

游市场的地位 , 使整个黄河流域

旅游业的影响进入一个新的阶

段，同时使济南市旅游业得到

更大的进步。济南市应根据自身

的旅游资源优势、区位条件和

市场需求，开发具备区域特征

的旅游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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