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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The Yellow River runs through nine provinces (regions) in western, central, and eastern China. It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ecological security barrier in China, but also an important region for social activ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ically plann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t the national 
level can not only accelera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but als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western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Nevertheless, 
the poor carrying capacity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the obvious feature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relying heavily on energy, and the insufficient ability to ensure people’s livelihood 
have constrained the innovation driven transform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Therefore, the Yellow River Basin must vigorously enhance its ability to suppor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trengthen macro-integration, synergize and deepen the reform, accelerate the 
deployment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science，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systematically pla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Science,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Corridor, and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led b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d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needs and constraints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ecological protecti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t proposes the 
overall idea of achieving innovative develop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d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rom five approaches: strengthen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ooperation in the ecological field, enhancing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of key regions, coordinating the reform of the entire basin’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ystem, accelerating the form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led b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and efficiency of social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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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黄河流域科技创新研究与对策
Research and Countermeasures of S&T Innova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院刊 |

编者按编者按      黄河流域科技创新一体化是东中西协同促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是落实党中央推进西
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重要抓手。面对新的发展需求，急需对黄河流域科技创新一体化发展的现状、挑战和影响因素进行
深入研究，并提出相应的政策举措。基于中国工程院院地合作重大咨询项目“黄河流域科创大走廊发展战略研究”的成
果，《中国科学院院刊》围绕黄河流域创新发展的现状与需求、区域科技创新竞争力比较、产业发展现状与对策、跨区域
科技创新合作优化、数字技术赋能创新发展等关键问题组织专题“黄河流域科技创新研究与对策”进行系统阐述，希望为
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西部大开发提供科学决策依据。本专题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研究员侯保荣，《中国科学院院刊》青年编委、中国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科学院大学国家前沿科技融合创新研究中
心副主任陈凯华共同指导推进。

引用格式：陈凯华, 蔺洁, 薛超凯, 等 . 黄河流域创新发展现状、需求与对策研究 .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4, 39(6): 947-956, doi: 10.16418/j.issn.1000-
3045.20240524009.
Chen K H, Lin J, Xue C K, et al. Situation, need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innov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24, 39(6): 947-956, doi: 10.16418/j.issn.1000-3045.20240524009. (in Chinese)

黄河流域创新发展
现状、需求与对策研究

陈凯华 1 蔺 洁 2* 薛超凯 3 段炜钰 1 朱浪梅 2 路东柱 4 侯保荣 4

1 中国科学院大学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北京 100190

2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北京 100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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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青岛 266000

摘要 黄河贯穿我国东中西部9个省级行政区，不仅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也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发展

带。黄河流域创新发展是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及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重要路径。但是，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差、产业发展“倚能倚重”特征明

显、民生保障能力不足，制约了黄河流域创新驱动发展转型的速度和质量。黄河流域必须加快创新驱动发展

转型，强化宏观统筹、协同推进与深化改革，加快部署黄河流域科技创新一体化发展战略，系统谋划建设黄

河流域科技创新大走廊，推动形成创新引领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基于此，文章从生态保

护、产业发展、社会发展3个方面系统分析黄河流域创新发展现状与需求，提出黄河流域实现创新发展的总

*通信作者

资助项目：中国工程院院地合作重大咨询项目（2023-DFZD-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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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思路，并从加强生态领域科技创新合作、推动科技赋能产业体系转型升级、推进科技赋能社会服务提质增

效、强化重点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和统筹推进全流域科技体制改革5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 黄河流域，创新发展，科技创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社会发展

DOI 10.16418/j.issn.1000-3045.20240524009

CSTR 32128.14.CASbulletin.20240524009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东部率先发展、中部

崛起、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基础上，

相继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区域发展战

略，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进行了顶层设计，提供了战

略支撑。黄河贯穿我国东、中、西部9个省级行政区，

不仅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也是我国重要的经

济带。2022年底，黄河流域省级行政区（除四川外①）

共有人口 3.37 亿，占全国的 23.86%；地区生产总值

25.02 万亿元，占全国的 20.68%；粮食产量 24.25 亿

吨，占全国的35.33%。在国家层面对黄河流域发展进

行战略谋划，不仅可加快推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也可有效推动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

实施。2019年和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分别在郑州、

济南召开座谈会，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1]。党的二十大报告把“推动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作为促进区域协调发

展的重要内容。2021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

明确提出“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提升科技创新

支撑能力”等重大举措。2022年10月，科学技术部印

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实施方

案》，更加明确以基础研究、技术突破、科创走廊建

设等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重大战略实施。

但是，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差、产业发展

“倚能倚重”特征明显、民生保障能力不足，制约了

黄河流域创新驱动发展转型。因此，黄河流域必须大

力提升科技创新支撑能力，推动形成以创新引领的生

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新格局，为黄河战略和西

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提供战略支撑。基于此，本文从

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社会发展 3个方面系统分析黄

河流域创新发展现状与需求，提出黄河流域实现创新

发展的总体思路，并从加强生态领域科技创新合作、

推动科技赋能产业体系转型升级、推进科技赋能社会

服务提质增效、强化重点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统

筹推进全流域科技体制改革 5 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为黄河流域创新发展转型提供政策参考。

1 黄河流域创新发展现状与挑战

1.1 生态保护优先制约创新发展的空间和积极性

黄河流域生态系统脆弱。黄河流域是连接青藏高

原、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的生态廊道，拥有三江源、

祁连山等多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2]。但是黄河流域

生态本底脆弱，上游的高原冰川、草原草甸，中游的

黄土高原，下游的黄河三角洲等，都极易发生退化，

恢复难度极大且过程缓慢[3]。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

展，生态环境的承载力难以满足工业规模急速扩张的

需求，黄河流域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

① 因四川省仅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 2个州位于黄河流域，但经济总量占比较低，因而此处不包括四川省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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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态保护优先增加科技创新成本和风险。生

态保护优先是黄河流域发展遵循的第一要义，但黄河

流域生态问题频发导致各省级行政区的发展必须以环

境保护与生态恢复为前提。数据显示，黄河流域以占

全国 2%的水资源量，承担着全国 15%的耕地面积和

12%人口的供水任务[4]，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同时，

黄河流域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使

得用水需求不断增加。因此，为避免对脆弱的生态环

境造成污染与破坏，黄河流域更倾向于选择绿色技

术，以适应生态保护政策的需求和限制。但是，绿色

科技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较高投资风险和较低收益

回报的特征[5]，创新主体科技创新的成本和风险随之

增加[6]。同时，当生态保护政策发生变化时，创新主

体需要不断调整和适应新的政策，政策不确定性进一

步阻碍了有限资源下创新主体的创新空间与选择[7]。

（2）生态补偿不足降低企业创新的主动性。现有

生态补偿机制主要集中在省级行政区之间的“横向补

偿”，向创新主体的“纵向渗透”不足[8]。中央层面，

财政部联合生态环境部等多部委印发《支持引导黄河

全流域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实施方案》，省级

层面也不断探索生态补偿机制。2021年，山东省与河

南省签订《黄河流域（豫鲁段）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

议》 [9]。但现有生态补偿机制尚未建立将企业作为补

偿客体的有效补偿政策体系[10]，不足以对企业通过科

技创新进行绿色转型进行激励，降低了企业从事科技

创新的经济收益，进而降低企业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的

主动性。

1.2 产业整体发展能级低制约创新发展能力

黄河流域产业“倚能倚重”明显。黄河流域也是

“能源流域”，产业主要集中在煤炭开采、石油化工、

有色金属冶炼等资源型和能源型产业。2022年，沿黄

9个省级行政区第二产业对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

率为42.55%，其中内蒙古、山西、陕西分别为62.3%、

54.0%、48.6%，“倚能倚重”的产业结构导致黄河流

域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特征明显；国内生产总值

（GDP）占全国 25.48%，但二氧化硫排放量却占全国

的 36.87%，颗粒物排放量占全国的 42.8%，产业资源

依赖、结构不合理和创新基础薄弱等特征极大制约了

产业创新发展能力。

（1）产业资源依赖制约创新发展能力。由于资源

禀赋相近，黄河流域传统产业主要集中在能源产业与

重化工等资源密集型产业，其中煤化工企业占全国

80%以上，同时这些产业也是资本、技术、人才密集

型产业，产业在发展过程中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

财力，导致其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产生路径依赖，转

型速度较为缓慢，制约其创新转型的速度。

（2）产业结构不合理制约创新发展能力。黄河流

域 9 个省级行政区第一产业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尤其是农牧产业优势突出；第三产业占比最低，尤其

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第二产业占主导地位，

但初级水平加工业、能源采矿业占比较大。这种产业

结构表明黄河流域传统资源密集型产业比重较高、高

技术产业发展不足、产业附加值低，导致产业发展依

赖于效率改进而非技术进步，制约其创新发展能力。

（3）产业的创新基础薄弱制约创新发展能力。黄

河流域缺乏开展产业关键共性技术攻关的重大产业创

新平台，产业成果转化能力在全国处于落后水平，

2021 年，青海、宁夏的技术合同成交额分别为 14.10

亿元、25.16 亿元，仅占全国技术成交额的 0.03%、

0.06%。较为薄弱的产业创新基础，难以为技术创新

提供创新环境，制约产业创新发展。

1.3 社会发展滞后制约创新资源吸引和集聚

民生保障能力不足是制约黄河流域创新发展的重

要因素，尤其是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和综合交通等

领域。

（1）教育资源不足难以吸引和留住创新人才。黄

河流域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不均衡，存在由东向

西断崖式减少的特征。一方面，优质基础教育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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匮乏导致流域内难以培养出高质量创新人才队伍；另

一方面，教育资源难以满足高水平科技人才进行科研

活动的“硬件”支持，导致科研合作和交流受限，致

使在若干重点领域难以产出有影响力的科技成果，甚

至造成人才的大量流失。

（2）医疗资源不足导致留才困难。医疗资源不足

导致生活质量下降，创新人才不愿意定居。我国医院

数量呈“东南到西北递减”的分布特征。截至 2022

年，黄河上游的内蒙古、甘肃、宁夏、青海 4个省级

行政区医院数量占全国比重仅 5.24%，宁夏、青海居

末。从生物医疗上市企业分布来看，青海、宁夏没有

上市的医药企业，内蒙古仅有4家，甘肃仅有2家[11]。

（3）黄河流域综合交通发展不平衡限制创新资源

流动。地理临近是发挥创新溢出效应的重要渠道[12]。

城市之间一般通过高速公路或轨道交通形成半小时或

1小时交通圈会推动跨区域科技合作和产业分工。但

是，黄河流域缺乏像长江流域那样的“黄金水道”和

远洋运输港口[13]，因此城市群建设、产业集聚和经济

与科技合作并非以水资源和航运条件为基础。受到自

然环境、地质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黄河流域

路网密度和规模、内部及跨区域交通衔接不足，直通

型和大容量运输通道欠缺，难以形成交通网络[14]。此

外，黄河流域不同交通运输方式之间存在衔接不畅、

接驳便利度低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创新人才

和资源的流动。

2 黄河流域实现创新发展的需求

2.1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创新发展需求分析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总体脆弱，需要以科技创新为

核心全面加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

（1）生态保护治理需要创新发展。数字化、智能

化是黄河流域加强生态保护治理的重要手段。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是涉及气象、水文、地质、土壤、生物多

样性及经济社会发展等的复杂系统问题，需要形成事

前预警、事中监督、事后跟踪的一体化感知系统，推

进黄河流域的大保护和大治理[15]。因此，需完善黄河

流域野外观测站体系，研发面向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

领域计算模型算法和核心技术，加强对海量数据的搜

集、共享和处理能力，实现对监测数据的综合分析，

加强流域生态感知能力，提升生态监测、流域运行管

理的数字化和智能化。

（2）绿色生产需要创新发展。通过技术研发、工

艺改进、清洁能源和原料替换、采用先进工业技术与

设备等措施可以促进工业企业减少或避免生产过程中

污染物产生和排放，实现清洁生产。构建支持绿色生

产的创新平台，完善清洁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在黄河

流域 9个省级行政区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开展绿色生产

试点示范，通过低碳、零碳、负碳技术研发和成果转

化，大力培育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企业，推动

黄河流域绿色低碳转型。

（3）水资源动态监测需要创新发展。数字化技术

的深入应用可以实现黄河流域上、中、下游水源管理

变革。通过运用遥感技术、物联网、地理信息系统

（GIS）、水文监测传感器等多种技术手段，收集黄河

上中下游流域的各类数据信息，通过综合分析和预

测，实现对黄河流域的水资源调度、水质监测、水文

预测等工作的自动化和智能化。同时，也可以为黄河

生态建设与水利工程协调发展、有效防范化解洪旱灾

害风险提供科技支撑[16]。

2.2 黄河流域产业创新发展需求分析

受生态保护优先和资源禀赋的限制，黄河流域产

业发展需要在绿色发展的前提下，以科技创新为引领

培育新质生产力。

（1）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需要创新发展。传统

产业的产品结构、用能结构和原料结构的优化调整，

以及工艺流程的再造均需要绿色成效显著的关键共性

技术。黄河流域煤化工、焦化、有色金属冶炼、钢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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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高能耗、资源型的传统产业较为集中，需要构建绿

色低碳技术创新体系，通过生态化、绿色化、循环

化、低碳化等一揽子技术支持，赋能传统依能、依重

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发展动力转换，实现传统产业绿色

低碳技术改造升级和产业绿色化转型。

（2）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布局未来产业需要创

新发展。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需要在“双碳”目标和

能源转型目标下发展新兴产业，新兴产业能源资源消

耗少、环境污染少、附加值高，符合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需求。黄河流域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布局未来产

业，需要黄河上、中、下游各省级行政区依据资源禀

赋和产业基础，构建产业创新发展的技术体系，加强

前沿技术多路径探索、交叉融合和颠覆性技术供给，

加快新兴技术研发和转化，培育黄河流域高成长性和

战略性的先导产业。

（3）优化“三大产业构成”需要创新发展。黄河

流域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要以现代农业为基础、先进

制造业为主干、现代服务业为主体，以科技创新赋能

优化“三大产业构成”。黄河流域“三大”产业发展

需要借助科技创新对其进行产业特征画像绘制、产业

路径选择，需要借助科技创新平台进行“三大”产业

的科技成果转化，需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

融合，加强科技创新对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

服务业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2.3 黄河流域社会创新发展需求分析

民生发展不足制约黄河流域创新发展转型，因此

需要以科技创新赋能黄河流域社会服务体系现代化，

提升沿黄地区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

水平。

（1）教育资源均衡需要创新发展。由于地理和经

济条件限制，黄河流域尤其是中上游地区的基本公共

教育体系发展不充分、职业教育体系不健全、高水平

研究型大学数量较少，黄河流域上、中、下游之间存

在明显的教育资源差距，教育不均衡明显。因此，需

要坚持以创新发展促均衡，进一步完善教育经费在省

域县域的改革创新、教师资源配置调动上的制度创

新、运用信息化手段促进教育资源共建共享的技术创

新，促进教育资源在黄河上下游均衡发展。

（2）医疗水平提升需要创新发展。黄河流域中上

游医生数量与医院设施等医疗资源匮乏、高端医疗服

务体系供给不足，导致群众就医困难，尤其无法满足

高水平的医疗需求。因此，需要大力培养与引进高水

平医疗人才，鼓励医院等机构积极引进先进的医疗设

备，加快医疗设备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提升

科技支撑能力和服务水平，并通过数字化技术推动

“互联网+医疗”发展，促进与大城市优质医疗设备与

医疗专家的资源共享。

（3）养老服务供给能力提升需要创新发展。城镇

化进程和农业经济转型导致黄河流域产生大量农村失

地老人，养老民生保障压力增大。通过物联网、人工

智能等技术，建立养老服务平台，研发智能家居设备

和健康监测系统，整合社区资源，使老年人的生活可

以更安全、更便捷、更舒适。

3 促进黄河流域创新发展的总体思路与对策
建议

推进黄河流域实现创新发展，必须坚持“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强化宏观统

筹、协同推进及深化改革，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快部署黄河流域科技创新

一体化发展战略，以生态保护优先为前提，改变黄河

流域生态脆弱现状；以科技创新能力提升为主线，强

化科创中心、城市群及中心城市等重点区域的引领带

动作用；以科技体制机制改革为抓手，统筹推动黄河

流域科技创新走廊建设；以绿色低碳为目标，加快形

成新质生产力；以数字化转型为手段，加大社会公共

服务的优质高效供给，推动黄河流域形成以创新引领

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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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加强生态保护领域科技创新合作

（1）争取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支持。黄河流域水

安全、生态系统修复与提升、环境污染防治等是长

期、复杂且系统的工程，推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设

置更多黄河生态保护领域的重点专项，强化国家重大

科技项目对沿黄生态保护科技创新的引导。从上游生

态保护及修复、中游水土保持及流失防治、下游湿地

保护及水污染防治等方面，全面评估黄河流域上、

中、下游的生态环境保护现状，研判制约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共性科学问题，统筹组织

全域及国内相关优势科研力量联合攻关。

（2）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大力发展绿色和特色产业，加强黄河流域各省级行政

区在水资源高效利用、生态治理、产业绿色化转型等

方面的协作，打造黄河流域绿色发展高地。

（3）探索省级行政区联合设立“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联合攻关计划”。水资源短缺矛盾和生态环境脆弱

等突出问题是沿黄省区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共同难题，

需要各省联动以增加科技投入。聚焦3—5年可取得突

破，且需要跨区域协同解决的科技需求，鼓励沿黄创

新主体联合域内外优势科研力量以“揭榜挂帅”“赛

马制”等组织方式开展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攻关，为

解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面临的突出问题提供系统性科

技支持。

3.2 推动科技赋能产业体系转型升级

（1）调整优化流域产业空间布局。综合考虑黄河

流域上、中、下游地区的资源禀赋、环境承载能力、

产业特色、区域功能定位等因素，遵循地区差异性、

互补性发展宗旨，统筹协调沿黄地区重点产业布局，

适度支持生态农业、生态养殖、生态旅游、生态制造

等绿色生态产业发展。青海、甘肃、宁夏等黄河上游

地区重点挖掘农业、畜牧业、文化旅游业等产业潜

能，内蒙古、陕西、山西等黄河中游地区重点推动

煤、石油、矿产、文化旅游业等产业转型发展，河

南、山东等黄河下游地区重点发展农业、能源化工、

制造加工、运输服务、海洋、文化旅游业等产业领

域。此外，黄河中上游地区还可充分利用其丰富的风

能和太阳能资源，有序推进水电、风电和光伏产业发

展，以降低传统火电等高污染、高能耗行业发展对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力。

（2）加速黄河流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结合地域

特点和资源禀赋，推动传统产业振兴升级，加快推动

5G通信、人工智能、元宇宙、物联网、区块链等数字

技术对沿黄地区传统产业赋能，实现农业、制造业、

文化等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推动能源产业绿色转型

发展，优化调整能源结构，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加快形成风光火多能互补的发展格局。

（3）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挥

黄河流域已有的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产业创新中

心、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等国家级创新平台对重点产

业领域技术创新的战略引领作用，强化基础共性技术

供给，开展共性关键技术和工程化技术研究，推动新

技术成果的应用示范、转移转化和产业化。发挥黄河

流域中上游地区风力和光照资源丰富优势，发展新能

源产业，推动能源结构调整。以高端装备制造、生物

医药、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为重点方向，大力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以绿色化、智能化为发展方向，加

快培育未来能源、未来材料、未来信息、未来制造等

未来产业，开辟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赛道，为黄河流域

产业高质量发展培育新动能。

3.3 推进科技赋能社会服务提质增效

（1）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针对黄河流域优质教

育资源分布不均衡问题，重点改善青海、宁夏等上游

地区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和办学能力，加强流域内

上、中、下游省级行政区及流域外优质教育资源的共

享，推动更多优质教育资源纳入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

务平台，以数字化技术推动沿黄地区优质教育服务资

源均等化，为黄河流域教育水平相对滞后的地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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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多元化的教育学习路径与教育成长方式。

（2）推进医疗高质量发展。发展数字健康，推动

互联网医院和互联网诊疗的规范化发展，拓展医疗培

训、医疗卫生、养老服务等优质公共资源的服务和共

享范围，建立高质量、低成本、多层次全方位的医疗

服务体系，提升黄河流域医疗保障水平。

（3）推进社会服务的数字化转型。加快推进城乡

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提

升原有基础设施的供给能力和服务质量。系统布局5G

通信、数据中心、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

链等新型数字基础设施，重点提升沿黄地区尤其是中

上游地区的网络覆盖率，加快缩小城乡之间、流域上

下游之间、东西部地区之间的硬件差距。鼓励沿黄省

级行政区在毗邻地区打破行政限制，共建共享公共服

务设施，推动优质社会服务资源的互联互通。

3.4 强化重点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提升

（1）发挥龙头省级行政区的引领带动作用。加强

山东、河南、陕西等科教资源和和创新基础较好的省

级行政区之间的创新合作，强化济南、郑州、西安、

兰州等省会城市的带动作用，在黄河流域形成若干个

高创新能级的中心城市，带动区域科技创新一体化

发展。

（2）以城市群为载体打造创新都市圈。强化山东

半岛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和关中城市群等城市群的创

新能力，提升城市群的经济发展密度和质量，将城市

群打造为联结黄河流域的创新增长极，带动黄河上中

下游地区实现群体性发展。

（3）强化国家级平台的协同联动。依托兰州新区、

西咸新区等发挥区域潜在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开展

创新体制机制改革；依托西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推进自主创新和高技术产

业发展方面开展先行先试、探索经验，并对区域创新

发展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3.5 统筹推进全流域内科技体制改革

（1）打造黄河流域科技创新走廊。加强顶层设

计，谋划建设黄河流域科创大走廊，在科研资金流

动、大型科研仪器互联互通、科研项目管理、人才团

队引培育等方面率先实现突破，加强创新资源的跨区

域配置，促进区域创新要素自由流动、创新主体高效

协同，推动黄河流域科技创新一体化发展。

（2）建立沿黄省级行政区协同创新机制。在政府

层面，建立黄河流域重大规划和决策横向通报会商制

度[17]。在中介组织层面上，建立黄河流域产业发展的

服务支持体系，为跨地区的联合发展提供金融、科

技、管理等方面的服务。在产业层面，搭建中上游地

区承接产业转移平台，培育特色产业基地，建立黄河

流域产业发展及分工协作的协调机制，推动形成上、

中、下游一体化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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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uation, need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innov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CHEN Kaihua1 Lin Jie2* XUE Chaokai3 DUAN Weiyu1 ZHU Langmei2 LU Dongzhu4 HOU Baorong4

（1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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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usiness School,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ibo 255012,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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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Yellow River runs through nine provinces (regions) in western, central, and eastern China. It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ecological security barrier in China, but also an important region for social activ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ically plann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t the national level can not only accelera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but als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western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Nevertheless, the poor carrying capacity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the obvious feature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relying heavily on energy, and the insufficient ability to ensure people’s livelihood have constrained the innovation 

driven transform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Therefore, the Yellow River Basin must vigorously 

enhance its ability to suppor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trengthen macro-integration, synergize and deepen the reform, 

accelerate the deployment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science，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systematically pla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Corridor, and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led b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d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needs and constraints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ecological protecti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t proposes the overall idea of achieving innovative develop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d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rom five approaches: strengthen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ooperation in the ecological field, enhancing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of key regions, coordinating the 

reform of the entire basin’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ystem, accelerating the form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led b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and efficiency of social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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