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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撮合实现融资１４６亿元。“信易贷”平台注

册企业６５１０户，４５９９户次企业在平台发布融资

需求５６２亿元；６０１户中小微企业通过平台获得

银行贷款１３３亿元。

去年前１１个月我省经济运行总体稳定
　　去年前１１个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８．７％，两年平均增长７．６％。全省规

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装备

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１７．６％、３５．９％和

１３．３％，两年平均分别增长 １５．５％、２８．７％和

１７．６％。１—１０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

利润５１０．４亿元，同比增长１．０５倍，两年平均增

长４３．３％；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

为６．５６％，同比提高２．３３个百分点。

１—１１月，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８６４．５亿

元，同比增长 １１．２％。其中，税收收入增长

１５６％，非税收入增长２．２％。１１月末，全省金

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２３８９７．５亿元，同

比增长７．８％；各项存款余额２２７５６．４亿元，增

长６．６％。全省经济运行总体稳定，质量效益稳

步提升，发展韧性不断增强。

我省新能源建设快马加鞭

　　我省把新能源发展作为“十四五”时期构建

现代产业体系的主攻点，紧跟“双碳”目标和进

程，加快建设河西走廊清洁能源基地，优化风光

电开发布局，推进大型风电基地建设，持续扩大

光伏发电规模，大力推进风光水储一体化发展，

加速推进我省由“风光大省”向“风光强省”

转变。

截至去年９月底，全省新能源装机总量占

全省总装机容量的４３．６％；发电量达３３２．７４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１１．６４％；风光电设备利用率

达到９７．０８％，同比提高１．９３个百分点。另据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统计，目前，甘肃全省风

电、太阳能等清洁能源装机占比约６０％，是典型

的“绿色电网”。截至去年１２月１０日，甘肃新

能源年发电量达４０８亿千瓦时，首次突破４００亿

大关，约占全省年发电量的２６％。１２月３日，省

内售电量首次突破 １０００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９１８％，外送电量 ４３６．５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１２．４％。

“陇信通”平台融资规模突破百亿元

　　甘肃省中小企业信用信息综合金融服务平

台（简称“陇信通”平台）融资规模日前突破１００

亿元。我省把推广“陇信通”平台作为改善中小

微企业融资环境的有效举措，推动甘肃征信公

司与５家省级单位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加快推

进平台建设应用。同时，推动银行金融机构分

别与甘肃征信公司初步达成合作意向，以机构

需求为导向，研发更加符合市场特点的个性化

征信产品，满足中小企业融资需要。截至去年９

月１７日，“陇信通”平台注册企业５４７０户，入驻

金融机构１２４家，１４５６户企业通过平台获得贷

款１００．０７亿元。其中，首贷企业 ３９５户，融资

１８．５３亿元。金融机构通过平台累计查询企业

信用信息１７５５６次，下载信用报告２１１９份。

去年兰州新区前三季度ＧＤＰ增长１８％
　　兰州新区去年前三季度 ＧＤＰ增长１８％，两

年平均增速１６．７％，持续领跑国家级新区。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１６％，一般预算收入增长４５％，

全社会用电量增长４１％，国有监管企业营收增

长２６％，工业增加值增长１８．２％，进出口贸易额

增长１９５％，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２０．２％。

去年，兰州新区引进优质产业项目５９个、总投

资超６００亿元，引进中国宝武集团、东方希望等

５００强企业４家、高新技术项目３２个，投资过百

亿项目４个，落地的大项目、高新技术项目、项

目总数、投资额均高出历史最高纪录一倍以上。

有力地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呈现出稳中

加固、稳中向好的良好态势，迈入高质量跨越式

发展新阶段。

（张雅丽／编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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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年前三季度全省经济运行情况

甘肃省发展改革委　甘肃省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甘肃调查总队

　　今年以来，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全省

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

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

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拓展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

效。前三季度，全省经济持续稳定恢复，经济运

行继续呈现稳中有进、稳步提质的发展态势。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前三季

度，全省地区生产总值 ７４０１０亿元，同比增长

８５％，两年平均增长５６％。分产业看，第一产

业增加值１０４１７亿元，同比增长９．８％，两年平

均增长７４％；第二产业增加值２４５３２亿元，同

比增长９１％，两年平均增长６８％；第三产业增

加值３９０６１亿元，同比增长７．９％，两年平均增

长４５％。

一、农业生产稳中向好，畜牧业发展势头

强劲

前三季度，全省农林牧渔业增加值１０７６４

亿元，同比增长９６％，两年平均增长７１％。蔬

菜、园林水果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１００％和

１１０％。全省夏粮总产量同比增长２７％，秋粮

生产总体稳定。

前三季度，全省猪牛羊禽肉产量 ９４３万

吨，同比增长３５５％，其中猪肉、羊肉、牛肉、禽

肉产量同比分别增长４５６％、３００％、１４０％和

５９７％；牛奶产量增长 ５１０％，禽蛋产量增长

７０％。生 猪、牛、羊、家 禽 出 栏 分 别 增 长

３４８％、１４５％、２７３％和 ５７８％。三季度末，

生猪存栏６６０１万头，同比增长２６７％；其中能

繁殖母猪存栏５８５万头，增长８１％。

二、工业生产稳定增长，新产业增势强劲

前三季度，全省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９８％，两年平均增长８０％。９月份，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５２％，两年平均增长

６０％。分三大门类看，前三季度采矿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７４％，制造业增长９２％，电力、热力、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１３８％。从行业

看，前三季度医药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煤

炭开采和洗选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３８６％、３２５％、１８４％、１５３％、１４１％ 和

１２１％，两年平均分别增长 ２４０％、３２１％、

１２６％、７２％、１２９％和１１４％。

前三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

产业、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

增长１９９％、３５８％和１１４％，两年平均分别增

长１５０％、２６８％和１５８％。

前三季度，全省工业用电量 ８１３７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９５％，两年平均增长８１％。

１—８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

４１６０亿元，同比增长 １４倍，两年平均增长

６９４％；营业收入利润率为６９％，同比提高３１

个百分点。

三、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工业投资快速

增长

前三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１３５％，两年平均增长 ９９％。分领域看，基础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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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投资同比增长７６％，两年平均增长９５％；

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１３３％，两年平均增长

１０５％；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１７９％，两年

平均增长 １２２％，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

２４１％，两年平均增长１７３％。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同比下降１３％，

两年平均增长１７８％；第二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３０８％，两年平均增长１３６％，其中工业投资同

比增长３１８％，两年平均增长１３６％；第三产业

投资同比增长１０７％，两年平均增长８７％。民

间投资同比增长１６２％，两年平均增长１１７％。

四、消费市场稳定恢复，进出口总值快速

增长

前三季度，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３０２４７亿元，同比增长 １８０％，两年平均增长

６３％。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

额２４７９４亿元，同比增长１７５％，两年平均增

长５９％；乡村消费品零售额５４５４亿元，同比

增长２０１％，两年平均增长７．８％。按消费类型

分，商品零售２６８９０亿元，同比增长１７０％，两

年平均增长６４％；餐饮收入３３５７亿元，同比

增长２６７％，两年平均增长５２％。

前三季度，全省外贸进出口总值 ３７８３亿

元，同比增长３６２％。其中，出口总值６２９亿

元，增长 １４％；进口总值 ３１５４亿元，增长

４６２％。９月份，进出口总值同比下降 １５％，

环比增长 ２９８％。其中，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２３％，环比增长 １０７％；进口总值同比下降

２３％，环比增长３４９％。

五、财政收入稳步增长，金融存贷保持稳定

前三季度，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６９５０亿

元，同比增长１３２％，其中税收收入增长１６８％。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２９６３２亿元，同比增长１１％。

９月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２２８００２亿元，同比增长 ７１％；各项贷款余额

２３７９３３亿元，增长７６％。

六、交通货运增势良好，客运逐步恢复

前三季度，全省铁路货运量 ４７８３４万吨，

同比增长９６％，两年平均增长１０２％；公路货

运量５３１１８４万吨，同比增长２０１％，两年平均

增长１２０％。

前三季度，全省铁路客运量 ３８７０８万人，

同比增长３０３％；两年平均下降８４％。公路客

运量９０３３６万人，同比下降４１５％；两年平均

下降４３１％。

七、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工业生产者价

格涨幅扩大

前三季度，全省居民消费价格（ＣＰＩ）同比上

涨０７％，涨幅与上半年持平。其中，９月份居

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０．４％，涨幅比上月回落

０１个百分点，环比持平。分类别看，前三季度

食品烟酒、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教

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同

比分别上涨 ０２％、０６％、０２％、３２％、

０４％、０１％和０６％，衣着价格下降０１％。在

食品烟酒价格中，猪肉价格下降２６４％，粮食价

格上涨１８％，鲜菜价格上涨０９％，鸡蛋价格上

涨１５０％，鲜果价格上涨４８％。

前三季度，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

上涨１４１％，涨幅比上半年扩大２８个百分点；

其中９月份同比上涨２０６％，环比上涨０９％。

前三季度，全省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

１４５％，涨幅比上半年扩大２７个百分点；其中

９月份同比上涨２１６％，环比上涨１６％。

八、居民收入持续增加，城乡居民人均收入

比值缩小

前三季度，全省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１５８１９元，同比增长 ９０％，两年平均增长

７４％。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２６９４７元，同比增长 ７５％，两年平均增长

５９％；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７６４２元，同比

增长１１１％，两年平均增长８９％。从收入来源

看，全体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

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８７％、

１０３％、９０％和９１％。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值

为３５３，比去年同期缩小０１１。 （下转第３４页）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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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测度及金融支持研究

———基于甘肃和江苏的比较

徐　雪

　　本文以甘肃和江苏作为研究对象，从以下

三个方面进行扩展研究：一是突破传统城镇化

的测度，从人口转移、经济发展、社会服务、城镇

基础设施、环境改善、城乡融合六个角度全面测

度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二是通过空间数据分

析，探索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空间相关性及

集聚程度；三是具体分析金融支持对新型城镇

化发展质量的空间作用机理并对其间接效应和

直接效应进行相应检验。

一、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作用

机理

金融支持对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作用，

体现在金融规模、金融效率和金融结构的效用

发挥上。

（一）金融规模对新型城镇化质量的作用

机理

虽然新型城镇化本身内涵丰富并且涉及面

较广，但是提升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必然需要

大量的资金支持。金融机构在资金供给方面扮

演了重要角色。金融中介凭借优良的信用条

件、庞大的网点机构、专业化的人才等优势，可

以通过低信息成本将社会中的闲散资金快速聚

集起来，扩大金融规模，为基础设施建设、产业

结构优化、人力资本提升等提供资金供给，推动

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提升。

（二）金融效率对新型城镇化质量的作用

机理

金融效率指的是金融部门的投入与产出的

关系。投入一般指的是金融中介将储蓄转化为

投资的过程，产出指的是对新型城镇化投资所

产生的效益。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为了提高

金融效率，金融中介会优化资金的使用结构，将

有限的金融资源投入到能产生较大效益的项目

中，从而既实现了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又提高

了新型城镇的发展质量。

（三）金融结构对新型城镇化质量的作用

机理

金融结构指的是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

组成。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金融工具和金融

结构之间的比例将更加合理，金融结构将更加

优化。金融结构对新型城镇化质量的作用主

要体现在影响金融中介投入的效率和方式上，

即影响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和方式。首先，

金融中介投入的效率和方式会影响城镇的集

约化；其次，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方式越多元，金

融工具越丰富，就越能满足新型城镇化建设对

多元化资金的需求，从而有利于提高新型城镇

化发展质量。

二、指标体系的构建与研究方法

（一）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构建

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目前没有统一的定

义，可依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和相关文献，将其定义为：新型城镇化发展

质量是以人口转移成效高为核心、经济发展效

益高为支撑、社会服务水平高为目的、城镇基础

设施完善为载体、环境效益高为保障、城乡融合

度高为根本的城镇化。基于新型城镇化发展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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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内涵，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人口转

移、经济发展、社会服务、基础设施、环境改善和

城乡融合六个维度构建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评

价指标体系。其中，人口转移包括常住人口城

镇化率、人口自然增长率、非农就业比重和城镇

人口密度等４个细分指标；经济发展包括工业

化率、第二、三产业占ＧＤＰ的比重、人均ＧＤＰ和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等４个细分指标；社会服

务包括城镇登记失业率、城镇每万人拥有卫生

技术人员数和城镇每万人拥有医疗机构床位数

等３个细分指标；城镇基础设施包括城镇每万

人拥有的公厕数、每万人拥有的公共交通车辆、

城市用水普及率、城市燃气普及率、人均城市道

路面积等５个细分指标；环境改善包括人均公

园绿地面积、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污水处理厂集

中处理率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等４个细分

指标；城乡融合包括城乡收入比、城乡每百户汽

车拥有量比、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比、城乡恩

格尔系数比、养老保险覆盖率和新农合参保率

等６个细分指标。

（二）金融支持指标体系构建

在借鉴金融发展理论和权威文献的基础

上，同时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可从金融支持规

模、金融支持效率和金融支持结构三个维度来

构建金融支持评价指标体系。其中，用存贷款

之和占ＧＤＰ的比重、金融从业人员占比和人均

存款水平等 ３个细分指标来衡量金融支持规

模；用存贷比来衡量金融支持效率；用短期贷款

占比来衡量金融支持结构。

（三）研究方法

首先运用熵值法对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及

金融支持综合水平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借

助空间自相关方法进一步探索新型城镇化发展

质量的空间关联性和集聚中心的位置。最后，

运用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金融支持对新型城

镇化发展质量的影响。

１．熵值法（略）

２．空间自相关（略）

３．空间杜宾模型（略）

（四）数据来源

文中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历年《江苏统计

年鉴》《甘肃发展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国金融统计年鉴》，以及Ｗｉｎｄ数据库。对于

个别年份缺失的数据（比如城乡每百户汽车拥

有量），假设这些指标保持不变的变化速度，以

其变化率来推算并补齐。

三、测算结果及分析

（一）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空间格局及空间

演变特征

１．甘肃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水平格局及

空间演变特征

根据前文所建立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指

标评价体系，运用熵值法测算甘肃省１４个市州

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综合评价指数；同时为进

一步进行历时性演变和共时性的对比分析，将

研究期划分为两个阶段，分别对甘肃省１４个市

州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新型城镇化

发展质量水平求均值，并通过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０进行

空间可视化处理。

从横向来看，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甘肃省新型城

镇化质量综合水平可以划分为三个等级。其

中，嘉峪关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最高，综合水平

在０．６４９９～０．７９９９之间，为第一等级；酒泉、张

掖、金昌、兰州、白银、庆阳和平凉次之，新型城

镇化发展质量综合水平在 ０．３４９９～０．４９９９之

间，属于第二等级；而武威、临夏、甘南、天水、定

西、陇南等市州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水平最低，

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综合水平仅在 ０．１８８～

０．３４９之间，并且主要集中于甘肃的南部地区。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甘肃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空

间分布格局稍有变化。其中，嘉峪关新型城镇

化发展质量仍然遥遥领先，等级未发生变动；张

掖、金昌和兰州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较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明显提升一个等级，综合水平上

升至０．４９９９—０．６４９９之间；白银和平凉的新型

城镇化发展质量却下降一个等级，综合水平下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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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至０．１８８０—０．３４９９；酒泉、武威、庆阳、临夏、

甘南、定西、天水和陇南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

等级未发生变动。由此可知：甘肃省１４个市州

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参差不齐、空间分布不均

衡，其中新型城镇发展质量较高的市州主要集

中分布于河西地区，而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较

低的市州主要集中分布于甘肃南部地区。

为进一步检验甘肃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

的空间相关性及相关程度，利用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Ｉ

指数计算公式，得出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和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８年甘肃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综合水平均值

的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及检验结果。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甘肃省１４个市州新型城镇

化发展质量均值的 Ｍｏｒａｎ’ｓＩ值为 ０．４２４１，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为正；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新型城镇

化发展质量均值的Ｍｏｒａｎ’ｓＩ值为０．３０４９，并且

在５％的水平下显著为正。由此表明：甘肃省新

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存在明显的正向空间自相

关，即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水平较高的市州相

对地趋于和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水平较高的市

州相邻，或者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水平较低的

市州相对地趋于和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水平较

低的市州相邻。

为进一步探索集聚中心的位置，利用局部

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计算公式，得出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和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局部Ｍｏｒａｎ’ｓＩ值，并借助 ＧｅｏＤａ

软件进一步呈现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集聚状

态及空间演化特征。

甘肃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存在明显的

高－高集聚和低 －低集聚。其中，高 －高集聚

即为较高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市州相临近，

具体包括酒泉和张掖两市；低 －低集聚即为较

低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市州相临近，具体包

括临夏、甘南、定西、天水、陇南等市州。因此，

甘肃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空间关联性明

显，高—高集聚主要集中于河西地区，低—低集

聚主要集中于甘肃南部地区。

２．江苏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水平格局及

空间演变特征

类似地运用熵值法测算江苏省１３个市的

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综合水平。对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和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其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水平

求均值，并通过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０进行空间可视化

处理。

从横向来看，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江苏省新型城

镇化发展质量综合水平介于０．３１８～０．７９９之

间。可分为四个等级，其中常州、苏州、无锡的

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最高，为第一等级；南京、

南通、镇江和徐州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次之，

为第二等级；宿迁、扬州和泰州的新型城镇化发

展质量再次之，为第三等级；淮安、连云港和盐

城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最低，属于第四等级。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江苏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格局

稍有变化，徐州和常州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

下降一个等级，连云港和南京上升一个等级，其

他城市保持不变。总的来看，江苏省新型城镇

化发展质量水平空间分布不均衡，呈现“苏南 ＞

苏中＞苏北”的空间分异特征。

为进一步检验江苏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

的空间相关性及相关程度，利用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Ｉ

指数计算公式，得出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和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８年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综合水平均值的

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及检验结果。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江苏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

均值的Ｍｏｒａｎ’ｓＩ值为０．４９６９，在１％的水平下

显著为正；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

均值的Ｍｏｒａｎ’ｓＩ值为０．４３６０，并且在１％的水

平下显著为正。由此表明：江苏省新型城镇化

发展质量存在明显的正向空间自相关。

为进一步探索集聚中心的位置，利用局部

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计算公式，得出江苏省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局部 Ｍｏｒａｎ’ｓＩ值，并

借助ＧｅｏＤａ软件进一步呈现其新型城镇化发展

质量的集聚状态及空间演化特征。

江苏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存在明显的

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其中，高—高集聚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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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为较高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市相临近，

具体包括无锡和常州两市；低—低集聚为较低

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市相临近，具体包括徐

州、连云港、淮安、宿迁和盐城。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

江苏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均值的集聚状态稍

有变化，除了存在明显的高—高集聚和低—低

集聚外，还出现了低—高集聚。该类地区自身

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较低，而其周边地区新型

城镇化发展质量较高，即区域间的溢出效应对

其影响较小。总的来看，江苏省新型城镇化发

展质量的空间关联性明显，高—高集聚主要集

中于苏南地区，低—低集聚主要集中于苏北

地区。

（二）金融支持测度结果及分析

１．甘肃省金融支持测度结果及分析

根据前文建立的金融支持综合评价指标体

系，运用熵值法测算甘肃省金融支持综合评价

指数。

从时序演变来看，２０１２—２０１８年甘肃省金

融支持综合水平均值在 ０．２１８—０．３０５之间波

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具体来看，第一个

阶段为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该阶段内全省金融支持

综合水平在下降，从 ２０１２年的 ０．３０５下降至

２０１３年的０．２６９；第二阶段为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该

阶段全省金融支持综合水平逐年提升，从２０１３

年的０．２６９上升至２０１５年的０．３０１，上升幅度

为１１．９０％；第三阶段为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该阶段

全省金融支持综合水平呈逐年下降趋势，直接

从２０１５年的０．３０１下降至２０１８年的０．２１８，下

降幅度达到２７．５７％。数据显示，受国内经济下

行、省内企业经营绩效差、资金收益率低、项目

建设沉淀资金没有减少等因素的影响，２０１７年

甘肃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贷款余

额同比下降５．９７％和４．８３％，从而造成后两年

甘肃省金融支持水平的持续下降。

为进一步说明甘肃省金融支持水平的地区

差异，选取１４个市州２０１２—２０１８年的均值数据

进行聚类分析。

甘肃省金融支持综合水平可以划为两个

梯队。其中，第一梯队的城市有兰州和嘉峪

关，这两座城市凭借经济发展在全省的领先地

位，近几年不断深化金融改革与创新、持续优

化金融服务并取得一定成效，因而金融支持综

合水平在全省遥遥领先。第二梯队的城市有

金昌、白银、天水、武威、张掖、甘南、白银、定

西、临夏、陇南、平凉和庆阳，这十二个城市的

金融支持综合水平不相上下，在全省处于落后

水平并且与第一梯队存在较大差距。这与其

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滞后、金融市场不健全等密

不可分。

２．江苏省金融支持测度结果及分析

根据前文所建立的金融支持评价指标体

系，运用熵值法对江苏省１３个市２０１２—２０１８年

金融支持的综合水平进行测度。

从数据可知，２０１２—２０１８年江苏省金融支

持综合水平均值在０．３６６—０．４２１之间波动。其

中，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江苏省的金融支持综合水平

维持在０．４００以上，２０１７年出现明显下滑，当年

金融支持综合水平均值为０．３６６，但２０１８年又

迅速反弹至０．３８５。总的来看，江苏省金融支持

综合水平在研究期内时序演变特征不明显。数

据比较发现，除连云港、淮安、宿迁和徐州的金

融支持综合水平较低外，江苏省其余１０个市的

金融支持综合水平都在０．４００以上，远远高于

甘肃省的绝大多数市州。该结果表明：与江苏

相比，甘肃省金融支持综合水平较低，金融发展

滞后，即甘肃省在金融支持规模、金融支持效率

和金融支持结构上都与江苏存在较大差距。

（三）金融支持对新型城镇化质量影响的

分析

１．影响因素分析与变量选取

进一步探讨金融支持对新型城镇化发展质

量的影响。考虑到政府支持、产业结构、固定资

产投资对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将其纳入模

型作为控制变量，从而与金融对新型城镇化发

展质量的支持效应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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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金融支持（ＦＩ）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核

心力量，金融支持在新型城镇化建设及质量提

升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原因在于：金融

可以为新型城镇化建设输送源源不断的资金

“血液”，满足人口转移、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改

善等方面的资金需求，进而有利于提高新型城

镇化发展质量。采用上文计算得到的金融支持

综合评价指数来衡量金融支持水平。

（２）政府支持（ＧＩ）。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提

升离不开政府的支持，通常情况下，政府财政收

入越多，对于民生问题、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改善

能力也就越强，因而可以促进新型城镇化质量

的提升。因此选用财政收入占ＧＤＰ的比值来衡

量政府支持。

（３）产业结构（ＩＮ）。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优

化一方面有利于增强城镇对剩余劳动人口的吸

引力，加快实现人口的转移；另一方面有利于带

动当地的经济发展，为新型城镇化的环境改善、

公共服务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支撑力量。

因此选用第三产业占ＧＤＰ的比重作为衡量产业

结构优化的指标。

（４）固定资产投资（ＩＮＶ）。通常情况下，固

定资产投资越多，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投入也

就越多，越有利于基础设施的完善，因而固定资

产投资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质

量的提高。选用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来衡量固

定资产投资水平。

２．回归结果分析

（１）模型结果。前文的空间自相关结果表

明，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

如果用传统回归模型进行估计会产生偏差，因

此选用空间杜宾模型进行估计，并以此作为解

释模型进行时空效应分解。选择各城市间欧式

距离的倒数作为城市间的空间权重。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和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结果显示固定效应的空间

杜宾模型优于随机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因而

选用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进行估计。

从整体上看，甘肃省的空间自回归系数 ρ

为０．５３８７，并且通过１％的显著性检验，江苏的

空间自回归系数ρ为０．５９１２，也通过了１％的显

著性水平检验。该结果表明，甘肃省和江苏省

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存在明显的空间正向溢

出效应。就甘肃而言，金融支持的估计系数为

－０．０２１２，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即甘肃省金融

支持对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影响不显著。而

政府支持、产业结构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回归系

数至少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江苏的回

归结果表明，金融支持的回归系数为０．０６７１，并

且通过１０％的显著性检验，即金融支持对新型

城镇化发展质量的带动作用得到有效发挥。除

此之外，政府支持、固定资产投资的回归系数显

著为正。

（２）空间效应分解。为了深入揭示各解释

变量对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直接影响和间接

影响，对回归结果进行分解，得出各变量的直接

效应以及间接效应。

从数据可以看出，对甘肃而言，金融支持

（ＦＩ）的直接效应为－０．１１３３，并且在１％的水平

上显著为负，间接效应不显著；而江苏金融支持

的直接效应为０．０５１２，并且在１０％的水平上显

著为正，间接效应同样不显著。该结果表明，甘

肃省的金融支持会抑制本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

质量的提升，而江苏的金融支持会显著促进本

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提升；但它们对周

边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影响均不明显。

金融支持的直接效应在两省之间出现差异的原

因可能在于：与江苏相比，甘肃省金融支持模式

较为单一，现有的投融资体制机制难以满足基

础设施建设、产业转型升级等；甘肃省金融服务

范围过窄，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及偏远城镇地区，

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较低，无法满足农业转移

人口市民化等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多元资金

需求。

政府支持（ＧＩ）对两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

的影响一致，即政府支持（ＧＩ）的直接效应和间

接效应均显著为正。该结果表明政府支持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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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带动本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提升，

又会对周边地区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产业结

构（ＩＮ）对两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影响存在

一定差异。从甘肃的结果来看，产业结构的直

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虽然为正，但是均未通过显

著性检验；而江苏产业结构的直接效应和间接

效应均显著为正。由此说明，与甘肃相比，江苏

的产业结构升级能显著提升本地区和周边地区

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原因在于江苏省的三

次产业发展质量和发展水平远远优于甘肃省，

而产业结构优化会通过要素流动效应和改善就

业结构等方式促进本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

的提升；同时，产业结构的调整又促使城镇资源

向周边地区流动，通过辐射效应和溢出效应促

进周边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固定资产投资

（ＩＮＶ）对两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影响一致。

固定资产投资（ＩＮＶ）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但是

间接效应显著为负，即固定资产投资在显著带

动本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同时，会明显

抑制周边地区的发展。原因在于固定资产投资

的增加会促进本地区基础设施的完善，但是对

周边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不会产生多少

影响。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在构建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指标评价体系

的基础上，利用熵值法对甘肃省和江苏省的新

型城镇化发展质量进行测度，并运用空间自相

关方法对两省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空间特

征进行了分析，最后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进一步

比较了甘肃和江苏的金融支持对新型城镇化发

展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

第一，甘肃省和江苏省的新型城镇发展质

量均存在明显的正向空间相关性，其中甘肃的

高—高集聚主要集中于河西地区，低—低集聚

主要集中于甘肃南部地区；江苏的高—高集聚

主要集中于苏南地区，低—低集聚主要集中于

苏北地区。第二，甘肃省的金融支持对新型城

镇化发展质量的影响不显著，而江苏的金融支

持能够显著带动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提升。

（二）政策建议

根据结论，结合甘肃实际，针对甘肃新型城

镇化发展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扩大金融规模。与江苏相比，甘肃省

的金融支持规模较小，而新型城镇化建设所需

资金庞大，因此需要多方主体共同参与，扩大金

融规模。政策性银行应加大对城镇基础设施建

设的支持力度，积极探索与商业银行合作，共同

推出专项贷款，改变政策性银行信贷产品单一

的局面；商业银行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开发多

元化的金融产品，满足甘肃城镇建设的资金需

求，同时还应探索 ＢＯＴ、ＴＯＴ、ＢＴＯ、ＴＯＢ等融资

模式；甘肃各级政府应通过税收优惠积极引进

大型企业，借助母公司注入子公司的资本和资

产，完成项目的基础设施建设。

第二，提高金融效率。继续推进金融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减少对产

能过剩、高污染企业的资金支持，引导金融资源

向新兴产业、生态产业流入。同时，不断提升甘

肃省内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水平。要积极探索

并建立灵活多变的响应机制、高效完备的决策

机制等。

第三，完善金融结构。与江苏相比，甘肃的

资本市场发展缓慢，股票、债券对新型城镇化建

设的支持作用更是微乎其微，因此政府应提高

资源配置效率，重点支持拟上市企业，大力发展

资本市场，充分挖掘股票、债券的支持作用。省

内保险机构也应积极开发适用于城镇建设、乡

村振兴的业务品种，助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

乡的融合发展。

　　（摘自《兰州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２１年第５期

张雅丽／摘编　井虹／校）

作者简介：徐雪，兰州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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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中线建设成效对规划西线的启示

王福生

　　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４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省

南阳市主持召开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

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明南水北调工

程的重要性、必要性和治水思路，提出加快构建

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方向和要求。这次

座谈会是在习近平总书记继２０２０年１１月视察

东线工程的源头扬州江都水利枢纽、２０２１年 ５

月１３日视察中线工程的核心水源区和渠首所

在地之后召开的，奏响了新时代国家水网建设

的进军号，也为西北、华北地区借南水北调西线

建设东风，改变因水资源严重短缺制约发展局

面带来新希望。

鉴于与东部省市发展差距拉大，常规工作

已难以缩小差距，需要寻求战略性的中长期解

决办法。２０１７年９月，经甘肃省政府批准，启动

了南水北调西线（藏水入甘）方案比选前期研

究。本着对重大战略性工程先期介入的初衷，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西线工程前期研究（藏水入

甘）项目组联合中铁集团西北科学研究院、甘肃

省广电总台等单位，从２０１８年开始先后实地考

察了黄河水利委员会早期方案（上线线路）、大

西线、红旗河、长江水利委员会林一山方案、黄

河水利委员会新方案的下线线路五条主要比选

线路，项目组希望通过推动西线调水这一重大

战略项目，为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提供水资源支撑。为此，项目组于２０２１年

６月赴武汉长江水利委员会对南水北调中的线

进行了调研，并从丹江口水库到古柏度穿黄工

程实地了解情况。结合中线调研与西线比选前

期研究，我们认为，南水北调中线建设取得的重

大成效，对规划西线方案具有借鉴意义。

一、高站位、宽视野、管长远，作战略性布局

（一）南水北调中线是战略视野、战略谋划、

战略布局的典范

１９５２年，可以称之为南水北调元年。这一

年８月，着眼于黄河水资源先天不足和未来发

展的需要，时任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组

织查勘了从通天河调水入黄河的线路，这是我

国第一次南水北调勘查。同年１０月，毛泽东主

席第一次视察黄河，王化云汇报了始自西线的

南水北调设想，毛泽东说：“南方水多，北方水

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

南水北调工程的起步，始于一次极具战略

性的“隆中对”。１９５３年２月，毛泽东与长江水

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在长江军舰上讨论了三峡

工程和南水北调。毛泽东说：“南方水多，北方

水少，能不能把南方的水借给北方一些？”毛泽

东用铅笔在地图上指着白龙江问：“白龙江的水

能不能引向北方？”林一山回答：“不可能穿过秦

岭把白龙江水引向北方，把白龙江水引向西北

更有意义，引水工程也有兴建的可能性。”毛泽

东指着汉江问：“汉江行不行？”林一山回答：“汉

江有可能。”当毛泽东指向丹江口一带时，林一

山说：“这里可能性最大，可能是最好的引水线

路。”毛泽东问：“这是为什么？”林一山回答：“因

为长江水利委员会当时在研究汉江中下游防洪

问题时曾提出过丹江口水利工程，只是还没有

考虑利用这个工程进行南水北调。”经毛泽东的

提醒，林一山立刻想到，如果进行调查研究，丹

江口工程有可能作为南水北调的一个方案。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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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毛泽东听到丹江口一带可能有条件兴建引水

工程时，立刻高兴说：“你回去以后立刻派人查

看，一有资料即刻给我写信。”还叮嘱林一山：

“三峡问题暂时还不考虑开工，但南水北调工作

要抓紧。”

在这次接见后不久，长江水利委员会便布

置了引汉济黄线路的查勘工作。当年查勘了三

条线路，其中一条就是当前南水北调中线的基

本线路。

１９５６年１１月，长江水利委员会编制《汉江

流域规划要点报告》，明确兴建丹江口水利枢纽

的主要任务，是“防洪、发电、灌溉、航运，远景结

合引江济黄济淮”。１９５８年３月，毛泽东在成都

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打开通天

河、白龙江，借长江水济黄，从丹江口引汉济黄，

引黄济卫，同北京连起来。”正式决定兴建丹江

口水利枢纽工程。其后又在北戴河会议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水利工作的指示》并明确指出，

全国范围的较长远的水利规划，首先是以南水

北调为主要目的，即将江、淮、河、汉、海各流域

联系为统一的水利系统规划。这是“南水北调”

一词第一次见于中央正式文件，也是构建“中华

水网”最早的思路。

１９５９年，在《长江流域规划要点报告》中，

长江水利委员会提出南水北调总的布局是从长

江上、中、下游分别调水，中线工程近期从汉江

丹江口水库引水，远景从长江干流调水。

由于上述工作的前瞻性，为南水北调中线

建设后来的成功打下了坚实基础。１９５８年９月

１日，丹江口水利工程开工。该水利枢纽是开发

治理汉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也是南水北调中

线水源工程。工程分两期建设，初期工程于

１９５８年９月动工兴建，１９７３年年底完工。在建

设大坝时，充分考虑了未来的中线调水，坝址选

择与坝基建设，都做了计划安排，为后来顺利建

设中线创造了条件。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３０日，南水

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开工建设，将丹江口大坝由

原来的１６２ｍ加高到１７６．６ｍ，与北京形成约百

米的落差。工程从丹江口水库调水，起点是陶

岔渠首，沿京广铁路线西侧，全程自流北上，向

河南、河北、北京、天津供水。其主要节点是“穿

黄工程”，在郑州古柏渡黄河河床底部４０ｍ深

处开凿两条４２５０ｍ长的隧洞，从而穿越黄河。

终点到北京团城湖和天津外环河，干线全长

１４３２ｋｍ。

（二）南水北调西线是我国目前在研时间最

长的调水工程

从１９５２年提出南水北调西线开始，南水北

调西线工程已成为我国目前在研持续时间最

长、各种思路和方案最为纷纭的调水工程。西

线以黄河水利委员会从通天河侧坊调水早期方

案为蓝本，该方案历经数十年不断酝酿和多次

实地勘察，在不同层面多次研究论证，曾长期被

作为唯一认可的西线方案。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围绕西线调水，又先

后出现了大西线（朔天运河）方案、长委会林一

山怒江方案、红旗河方案以及藏水北调、藏水入

疆、藏青线等诸多思路。这些方案对比选研究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最佳方案都具有一定的参

考价值。

自习近平总书记 ２０２０年在中央财经委员

会第六次会议上做出关于加强南水北调西线工

程规划方案论证和比选的重要指示后，西线方

案比选工作开始加速：水利部马上做出工作安

排，黄河水利委员会当年４月、５月先后两次开

展了方案比选考察，酝酿了新的比选方案；８月

２７日，黄河水利委员会正式向水利部上报优化

调整的比选新方案，水利部组织并通过了专家

论证会。

据有关报道，目前供参考的有三个比选

方案。

方案一：双线方案，上线８０亿 ｍ３＋下线９０

亿ｍ３。上线：侧坊调水４０亿ｍ３到贾曲，线路长

５２６．８ｋｍ；雅大联合调水４０亿 ｍ３，到贾曲，线路

长３２５．７ｋｍ。下线：两条线路，两河口调水

５０ｍ３亿入洮河线路长 ６１８ｋｍ，双江口调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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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亿ｍ３入洮河线路长４１３．５ｋｍ。

方案二：双线方案，上线 ４０亿 ｍ３＋下线

１３０亿 ｍ３。上线：从雅砻江、大渡河联合调水

４０亿ｍ３到贾曲。下线：三条线路，叶巴滩调水

５０亿ｍ３入洮河，线路长 ８４６．８ｋｍ；两河口调水

４０亿ｍ３入洮河；双江口调水４０亿ｍ３入洮河。

方案三：单线方案，下线１７０亿ｍ３。由三条

调水线路组成：叶巴滩调水７０亿 ｍ３入洮河线

路，由２条隧洞组成；两河口调水６０亿 ｍ３入洮

河；双江口调水４０亿ｍ３入洮河。

当前，围绕落实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提

出的深化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方案比选论证，在

各方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尽快确定比选新方

案，已经愈来愈成为社会共识。

（三）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开展西线方案考察

比选研究的基本情况

甘肃省社学科学院联合各有关单位，自

２０１８年以来对南水北调西线主要的参考方案进

行了５次野外线路考察，考察的目的不是提出

自己的线路，而是对历史上有影响、有可能性的

５个方案进行比较，提出有利于西北、有利于全

局的客观意见，推动西线工程尽快落地。

２０１８年６月至７月，项目组考察了红旗河、

大西线。联合考察队赴四川、云南、西藏、青海，

就线路经过的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

沧江、怒江、桑曲、帕隆藏布江、易贡藏布河、雅

鲁藏布江，以及甘肃境内的白龙江、洮河、渭河、

黄河刘家峡等江河关键节点的入水口、出水口、

坝址位置等进行实地调研。

２０１９年６月，项目组考察了河西走廊、新疆

南疆和吐哈地区。联合考察队实地调研了玉

门—瓜州—敦煌—阿克塞段、巴音郭楞州—和

田—喀什段、哈密—玉门段。

２０２０年４月至５月，项目组考察了黄河水

利委员会从通天河侧坊至贾曲上线方案、长委

会从怒江东巴至贾曲方案。联合考察队与国家

层面对南水北调西线的最新工作部署相衔接，

与黄河水利委员会４月１６日的考察大体同步，

从贾曲进黄河的入口开始，深入青藏高原腹地，

直至通天河侧坊、怒江东巴，对黄河水利委员会

的上线线路和长委会怒江线路进行了比选

调研。

２０２０年７月，项目组考察了内蒙古、宁夏、

陕西可能的受益区。联合考察队环绕腾格里沙

漠、巴丹吉林沙漠、乌兰布和沙漠、库布其沙漠、

毛乌素沙漠，对南水北调西线可能涉及的石羊

河流域、黑河流域，内蒙古阿拉善盟、巴彦淖尔、

鄂尔多斯，陕北靖边县、定边县，宁夏中卫市沿

黄地区等进行了实地调研。

２０２１年４月，考察了黄河水利委员会西线

比选新方案的优化下线线路。联合考察队从甘

肃境内的九甸峡水电站、引洮工程开始，实地调

研了新线路在洮河的入水口岷县西江镇、白龙

江入水口迭部县旺藏镇和尼奥峡水电站、白龙

江调水工程代谷寺镇；在四川境内的主要节点

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雅砻江两河口水电站，直

至新方案的起点金沙江叶巴滩水电站，这三个

水电站均为在建工程，两河口水电站将在２０２１

年１０月建成使用，双江口水电站和叶巴滩水电

站将在２０２４年建成使用。

项目组经实地考察对比后认为，历史上的

各个方案都是时代条件的产物：一方面，都是基

于当时工程技术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所能设想

的产物，都有其当时的合理性，也有其时代局限

性。另一方面，西线方案在不断探索中进步，视

野从长江延伸到怒江，再到雅鲁藏布江；线路从

高原高线方案调整到高原边缘的低线方案。黄

河水利委员会早期上线调水方案产生于２０世

纪５０年代，在青藏高原取捷径，从侧坊到贾曲

进黄河，线路最短，投资最少，属于高原高线方

案；长委会林一山怒江方案产生于上世纪六七

十年代，把眼光拓展到了怒江上游，也是高原高

线方案；大西线产生于９０年代，把视野放到了

雅鲁藏布江中游，但还是属于高原高线方案；前

几年的红旗河方案，把视野转向了雅鲁藏布江

下游印度洋暖湿气流覆盖的地方，属于环青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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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边缘的低线方案。黄河水利委员会下线新

方案则是优化了的环青藏高原边缘的低线

方案。

除了实地调研，２０２０年６月，甘肃省社会科

学院的全国政协委员代表课题组向上级提交了

关于加快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提案，并被全国政

协列入２０２０年度重点提案督办调研项目之一。

２０２０年９月，课题组赴黄河水利委员会规划院

（南水北调西线项目办公室）座谈，围绕西线工

程规划新方案交流意见。同年９月，全国人大

副委员长丁仲礼院士就西线工程派调研组赴有

关省区调研，并到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座谈。

２０２１年２月，甘肃省社科院和甘肃省科学院联

合召开推动南水北调西线和黑山峡开发方案科

学比选座谈会，就黑山峡开发提出兼顾甘肃、宁

夏、内蒙古三省（区）平衡的“二黄河”替代方案

建议。

（四）西线工程需要从中国北方的整体发

展、可持续发展的站位视野出发去规划方案

南水北调西线需要谋划高站位、宽视野、管

长远的最具可行性线路。１９５３年２月，毛主席

曾第二次召见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了

解从通天河引水调查情况，当他听说只能引水

１００亿ｍ３，当即表示：“１００亿立方米太少了，能

在长江多引些水就好了。”之后，在很长时期，有

关方面根据对长江水系调水的上限研究，预计

西线调水规模的规划都是１７０亿ｍ３。

就目前情况来看，如果西线以从长江水系

调水为主，局限性太大，主要原因有四点：一是

随着葛洲坝、三峡大坝等长江大型水利工程的

建设，对长江下游生态已产生重大影响，鄱阳湖

连年变成大草原，如果不调整方案，可能使问题

更加严重。二是长江流域是中国经济重心，从

长江上游及其支流进行调水，对长江经济带、长

江航运的影响势必很大。三是引水量过小，不

能解决中国西北、华北的经济社会发展用水，更

谈不上大幅改善生态环境。四是西线调水不能

再局限于重点考虑黄河中下游补水，因为南水

北调东线工程、中线工程都是为黄河中下游补

水所建设，而中国北方尚未开发利用的辽阔土

地资源，主要集中在上中游的甘肃、新疆、内蒙

古大地，应该转换思维统筹考虑。

基于以上实际情况，结合甘肃省社科院西

线工程前期实地调研，以及对５个主要方案进

行对比评估，并与主要研究设计单位有关专家

交流，目前达成的共识是应先易后难，“先做中

间”，从长江上游水系有限调水；长期看则应“两

头延伸”，把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引水点向尚未开

发的西南诸河延伸。

二、统算利弊，全局利大弊小即应坚决实施

（一）南水北调工程中线工程是利大弊小的

典范

南水北调中线是在丹江口水利枢纽初期工

程基础上加高续建的水源工程，工程于２００５年

９月开工，２０１３年通过蓄水验收，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正式向北方供水。丹江口大坝加高后高程由

１６２ｍ提高到１７６．６ｍ，正常蓄水位由１５７ｍ提

高到１７０ｍ，相应库容增加至２７２亿 ｍ３，相应水

库面积扩大为 １０５８ｋｍ２，总库容增加为

３１９．５亿ｍ３。工程完工后，枢纽职能调整为防

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达到近期调水量９５

亿ｍ３、后期调水量１２０亿～１３０亿ｍ３的需求。

目前来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成为功在

当代、利在千秋的战略性基础设施。就惠及区

域之广大而言，中线工程作用比都江堰还要伟

大。截至２０２１年４月初，中线工程提前实现了

年调水量９５亿 ｍ３的目标，累计调水近４００亿

ｍ３。如今，南水已经惠及京津冀豫四省（市）２４

座大中城市及１３０多个区（县），直接受益人口

超６９００万人，已成为包括北京、天津在内的多

个北方重要城市生活用水的主力水源。通水以

来，丹江口水库水质９５％保持在Ⅰ类，中线干线

供水水质稳定在Ⅱ类标准及以上，确保了“一江

清水向北流”。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近年来全力配合实施华

北地区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成为北京、天津、

２１



　　　　　　　　　　　甘肃省情２０２２·１　 调查与研究

雄安新区、白洋淀、永定河等生态补水的重要水

源。在保证正常供水的前提下，自２０１７年１０月

起向中线工程受水区进行生态补水，补水量累

计超过 ５１亿 ｍ３。２０１６—２０２１年度，生态补水

量分别为２．０３亿、１２．５５亿、１０．８５亿、２４．０３亿、

１．２８亿ｍ３。受水区河湖水质提升、地下水位回

升，生态环境效益显著。显而易见，中线工程在

保障北方水安全、优化水资源配置、修复水生

态、改善水环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战略支撑

作用。

当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在运行过程中也

出现了一些问题。首先，存在设计中的不足。

由于全部明渠输水，占用土地面积大，水量蒸发

大，管护运行成本高。其次，存在实施后新问

题。伴随大的生态环境变化，汉江上游来水减

少，与中线调水量增大叠加，使汉江中下游缺水

严重的问题逐步显现，为此被迫实施了“引江济

汉”工程。再次，全局性水资源供需矛盾叠加压

至中线，中线工程通水４年供水需求即达到设

计规模，且中线水质优良，随着中线供水和生态

补水任务的逐年加重，以及引汉济渭、鄂北水资

源配置工程的建成通水，再加之东线工程因水

质和提调成本问题，使中国北方的用水需求叠

加压向中线。另外，还存在运行管理问题。中

线水源工程现行供水水价不是全口径成本水

价，生态补水水价偏低，且水费收取率较低，库

区面源污染问题难以根除，等等。

（二）西线工程是中国有待实施的受益面最

广、影响面最大的历史性工程

１．黄河水利委员会新方案的下线属于西

北、西南、华北共赢和多赢的方案

西线工程之所以争论了６９年，焦点集中在

生态环境影响、工程安全、库区移民、工程难度

及工程投资效益等方面，尤其是四川方面担心

的生态安全、工程安全、库区移民问题。黄河水

利委员会最新的下线调水方案解决了上述关键

问题：一是环青藏高原边缘都是降水量大的区

域，避免了对高原生态的影响；二是四川境内主

要节点都有在建的水电站，基本不产生新的库

区移民，而且只要通过打隧道串联起来即可，解

决了工程安全问题；三是中国隧道技术已是世

界一流，现在盾构机可打直径１５ｍ的隧道，在四

川和甘肃主要节点均已有在建与建成水电站的

情况下，工程难度大幅降低，工程投资效益明显

提高。据估算，建设西线的下线一期工程只需

要近２４００亿元人民币投资。

２．藏高原腹地生态状况确实已不宜建设高

线调水工程

历史上对西线工程的反对意见，主要集中

在从青藏高原布线的上线方案。高原腹地的现

场情况表明，一是降水量小，出现荒漠化现象，

生态环境已经十分脆弱，趋势不容乐观；二是高

原气候寒冷，一年当中有半年的冰冻期，有效调

水时间太短；三是高寒气候影响钢筋水泥耐受

性，加之养护队伍生活不便，后期维护运营成

本高。

３．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对全国影响巨大

一是能够大幅消化钢铁、水泥过剩产能，在

新基建中拉动中国经济巨轮；二是解决西北、华

北的水资源总量短缺；三是缩小中国南北差距、

东西差距，过去有关人士将西北工业化、城镇化

发育不够作为不宜搞大型调水工程的理由，是

颠倒了因果关系；四是为乡村振兴提供可持续

支撑；五是大幅改善北方特别是西北的生态环

境；六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通过实施西线工

程，在甘肃、内蒙古、新疆可增加 ２亿亩以上

耕地。

三、兼顾各方，使受益省区最大化

（一）南水北调中线是兼顾京、津、冀、豫、鄂

五省（市）的典范工程

中线工程的主要受益区不仅是京津冀，湖

北省也是受益区。襄阳引丹灌区取水水源为丹

江口水库，规划多年平均引水量６．２８亿 ｍ３，是

国家大型灌区，也是襄阳市最大灌区、主要粮食

生产区，粮食产量占襄阳市的１／３。引丹灌区面

积２９８０ｋｍ２，范围包括襄阳市辖老河口市、襄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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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樊城区、高新区四个县（市、区）３４个乡镇的

２５７万亩耕地。引丹灌区还担负着襄阳市辖“一

市三区”及襄北农场１３２万人、１８０万头大牲畜

饮水安全的任务。

河南省也是受益区。南阳引丹灌区是国家

大型灌区，位于河南、湖北两省交界处，是国家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供水范围内建设的第一个大

型灌区，年引水６亿 ｍ３。引丹灌区设计灌溉面

积１５０．７万亩，有效灌溉面积１１５．４万亩，涉及

邓州、新野两市（县）１９个乡镇，具有防汛、排

涝、抗旱，向城镇供水、解决西南岗丘人畜饮水、

改善生态环境等综合功能。引丹灌区原来直接

从丹江口水库取水，取水口为陶岔渠首，自２０１４

年１２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以来，引丹灌区

改为就近从中线总干渠取水。

（二）南水北调西线需要借鉴中线统筹兼顾

各方利益的思路

１．西线工程应该站在构建“中华水网”的高

度兼顾西北、华北、西南各省区利益

一方面，站在系统性和根本上解决西北、华

北用水的角度，跳出局限于眼前之需、局部之需

的调水思维，从保障国家水安全、生态安全、粮

食安全、边疆安全的高度，规划南水北调西线调

水工程，系统性解决黄河流域九省（区）及新疆

的缺水问题，促进黄河全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另一方面，在国家层面统筹解决西南

省区关注的生态安全、工程安全、库区移民问

题，解决基础设施还建、发电收入分配等问题，

西北省区则应主动接收库区移民。

２．按照《黄河流域综合规划》对黑三峡河段

开发与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统筹安排的意见，用

增量水资源解决西北水问题

西北各省（区）面临共同的水资源总量严重

短缺的困难，建设区域内调水或水电工程，只会

产生矛盾，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在下一步的黑

三峡河段开发工作中，理应采纳《黄河流域综合

规划（２０１２—２０３０）》关于黑山峡河段开发工程

决策宜结合南水北调西线调水工程考虑的安

排，在刘家峡修建分水设施，经兰州新区、白银

景泰至宁夏中卫，采用以渠代坝修一条人工渠

进入宁夏的“二黄河”方案，解决其干旱缺水区

域的可持续发展，化解甘、宁黑三峡大柳树高坝

之争，同时也可以缓解黄河兰州段、白银段防洪

压力，兼顾各方利益。

３．增强建设南水北调西线的双线并行方案

中上线的合理性、必要性

如果以向黄河中下游调水为目的，采纳下

线方案即可解决，没有必要建设上线。建设上

线，应以解决青海湟水流域、甘肃河西地区乃至

新疆、内蒙古西部用水为主。利用上线海拔高

的优点，经湟水进大通河，再充分利用已有的

“引大入秦”工程，经兰州新区在白银景泰分水

到河西走廊。

（三）南水北调西线方案比选对甘肃总体

有利

１．南水北调西线无论方案采取上线和下线

并行还是只采取下线单线，均需要进刘家峡水

电站

就甘肃而言，一方面，新方案下线穿过白龙

江进洮河，解决了甘肃的引洮工程和拟建的白

龙江调水工程的水量保障，能够使定西、平凉、

庆阳、天水等中东部区域未来发展一、二、三产

业的用水无忧；另一方面，有可能使甘肃成为西

北水利枢纽，并彻底化解甘肃与周边省区水资

源争端。如果设计经刘家峡进河西走廊线路，

则可通过黑河向内蒙古分水，经敦煌向新疆分

水；如果采用“二黄河”（从刘家峡经兰州新区、

白银景泰修一条人工渠进入宁夏中卫）方案，替

代黑山峡建高坝，则可解决宁夏用水需求。

２．甘肃的前途命运在于抓住“加快构建国

家水网”机遇，争取在甘肃段使水进河西、再造

河西

一是甘肃未开发的２亿亩以上荒地基本都

在河西走廊，人口只有约５００万，甘肃未来发展

的潜力和希望在河西。二是河西走廊引入水资

源后，将使白银、武威、金昌、张 （下转第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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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建制镇发展研究

温　婕

　　一、研究背景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

议》中提出“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

化、农业现代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

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交通水利等重大工

程建设，支持有利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

项目建设”、“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推进区域协调

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

城镇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

代化协同发展至关重要。其中，城镇化作为“四

化”的关键节点，其发展的作用不容忽视。一方

面，从国家总体发展趋势看，在我国工业化初始

阶段，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为工业提

高积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

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但随着大中型城市工

业化进程加快，农村和农业发展越来越显现出

其弱质的一面，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二元结构

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主要因素，影响

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共同繁荣与和谐

发展。当前国家的发展方向已从单纯地关注经

济增长向注重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多元化的包

容性增长转变，城镇化发展的中心工作也从大

中型城市建设转向大、中、小城镇建设并举、合

理布局方向；另一方面，从甘肃省发展看，受经

济发展能力、城乡二元结构、自然地理条件等多

重因素制约，其城镇化建设步伐远远落后于东

部沿海省份，与全国平均发展水平的差距也十

分明显。特别是以建制镇为主的小城镇建设，

普遍存在盲目、无序、无力等特征，体现出缺乏

前瞻性、规划性及经济增长点，产业缺位、布局

分散、功能不全、占地多、规划不合理、投入产出

效益比低下、重复建设等问题依旧很突出。

在城乡一体化建设进程中，城镇化作为发

展支撑点，作用极为关键。面对外部与内部双

重因素制约，甘肃省如何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发

展实际的城乡一体化道路，缩小城乡差距，与全

国同步进入小康社会奠定良好的发展基础，是

甘肃省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之一。针对甘肃省的地方特点，开展建制镇的

发展研究，根据不同区域、不同条件分类研究甘

肃建制镇发展模式，系统地研究小城镇发展方

向、布局、定位等问题，对帮助解决甘肃省目前

面临的城镇化发展困境，甚至对广大西部欠发

达地区的城镇化发展都有极大的指导作用和现

实意义。

二、城镇化概念的界定

城镇化通常可以从两个方面阐释：从“速

度”上来讲是农村人口向城镇集聚的过程，即城

镇规模的扩大和城市数量的增加，这包括城镇

人口的增加和生活方式等的转变；从“质量”上

来讲就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型的

过程，既表现为城市质量的提升和城市基础设

施功能的完善，还表现为城镇体系的协调和城

乡关系的统筹。

（一）城镇建设。城镇发展是城镇化发展的

核心，能够直接体现城镇化发展水平和速度。

主要反映的指标有：城镇化率、城镇化增长率、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率、转移农村就业人数、外来从业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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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城镇化发展的

根本动力，是城镇化发展的支撑。主要反映的

指标有：ＧＤＰ增长速度、人均 ＧＤＰ、人均地方财

政收入、地方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人均可支配收

入、第二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第三产业增

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城镇就业率。

（三）居民生活。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是城镇

化发展的目的之一，也是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标

志。主要反映的指标有：恩格尔系数、自来水普

及率、集中供热率、千人拥有医护人员人数、千

人拥有教师人数、人均道路面积、人均商业网点

拥有面积。

（四）环境保护。城镇是城镇化可持续发展

的保障。主要反映的指标有：人均绿地面积、镇

区绿化覆盖率、污水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

理率、空气质量达标率。

（五）社会发展。社会发展是综合评价城镇

社会发展的状况。主要反映的指标有：社会保

障覆盖率、基尼系数。

三、甘肃建制镇发展现状与特征

甘肃省建制镇发展已初步形成了以兰州为

中心，天水、白银为次中心，沿西陇海兰新铁路、

包兰铁路和主要河流分布的城镇体系基本骨

架，城镇化的质量有所提高、城镇供水、道路、供

气、供热、绿化、污水处理、环境卫生、住宅建设

等基础设施和生活设施建设取得了一定的进

展，城镇居民生活质量和城市景观面积明显改

善，城镇的辐射和带动力逐步增强。甘肃省建

制镇总体发展特征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数据来源：根据甘肃省统计局年鉴数据整理）：

（一）镇域分布。甘肃建制镇呈带状分布特

征，主要沿甘肃主轴陇海线和公路交通沿线集

中分布。

（二）区域面积。具有辖区面积大而建成区

面积小的普遍特征，甘肃省建制镇所辖行政区

域面积相差甚大，最大的镇是肃北蒙古族自治

县马鬃山镇，３１６３０００公顷（３１６３０平方公里），

最小的镇为临夏市城郊镇，９１７公顷（９１７平方

公里），两者相差３４００余倍，大幅度的管辖范围

差异对行政管理能力的要求也有很大差异。尽

管甘肃省建制镇辖管范围较大，平均面积为

４２０２７公顷（合４２０２７平方公里），但镇区占地

面积却相对较小，现有建制镇中，建成区最大的

镇为金川区宁远堡镇，镇区占地面积３０００公顷

（３０平方公里），最小的镇为会宁县早胜镇，１２

公顷（００１２平方公里），平均镇区占地面积为

２８４２８公顷（２８４平方公里）。从平均水平看，

建制镇建成区面积仅占行政区域面积的

０６８％，甘肃建制镇发展水平较低，镇区对全镇

辐射带动作用非常薄弱。

（三）人口数量。甘肃省建制镇的平均总人

口２４６万人，而镇区平均人口０４４万人，实际

城镇化率仅为１７８９％；从人口密度看，甘肃省

建制镇的平均人口密度为 ２２６６９人／平方公

里，其中人口密度最大的镇为临夏市城郊镇，

３０１５７人／平方公里，人口最少的镇为肃北蒙古

族自治县马鬃山镇，００３人／平方公里。

（四）距县城距离。建制镇距离县城的平均

距离３３公里。其中：距离最远的是肃北蒙古族

自治县马鬃山镇，５２０公里，距离最近的是肃北

县党城湾镇，仅０６公里。

四、甘肃建制镇发展面临的问题、挑战及其

原因

（一）存在的问题。体制机制不顺的问题已

成为制约甘肃省建制镇发展的严重障碍。从不

同角度观察，呈现出不同问题特征：

从行政管理体制来看，建制镇虽为一级政

府，但没有全面的财政和行政权，严重影响了其

综合调控能力。而且，诸如工商、税务、公安、国

土、司法等部门基本属于上级政府部门直接管

理或派出机构，大部分站所也以条块管理为主，

这进一步肢解了建制镇的职能，导致权小责大

的尴尬处境。一般来说，建制镇与乡的区别在

于建制镇规模大，人口多，非农业人口比率高、

工商业发达。然而，甘肃省建制镇从机构设置

上与传统的农业乡镇无异，这与日益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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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制镇管理极不匹配，由此导致建制镇的城

建维护、环境卫生、园林绿化等问题无法解决，

城镇脏乱差的现象非常严重。同时，建制镇管

理机构编制配备也与建制镇发展不匹配，建制

镇政府职位设置“一刀切”，人口规模差异很大

的建制镇管理人员编制设置并没有太大不同，

人口超过５万人的大型建制镇领导职数配置与

１万人左右的乡镇大致相似，这为管理规模较大

建制镇带来一定的难度。

从财税体制看，镇级税收的７５％以上要上

缴，镇上基本没有多少预留，由此严重影响到建

制镇层面招商引资谋发展的积极性，这一政策

局限了乡镇从招商引资、产业开发中获得的财

税收入，相应地，也限制住其自主发展的积

极性。

从工业园区的管理看，现有建制镇大都实

施“镇区合一”和“镇区分开”两大类管理模式。

两类模式各有利弊，前者便于整合资源、统一管

理，但一套人马分管两摊工作，难免出现管理人

员短缺、疲于应付的局面；而后者便于职责分

工、各尽其责，但是在资源整合方面也会不尽如

人意。如上级拨付园区的基建资金只用于入园

企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没有考虑到镇域，导致园

区基础设施条件远好于镇域，但从生活区域看，

镇区和园区实为一体、不可分割，镇区基础设施

落后一定程度上会消弱园区招商引资力度。

（二）原因分析。

上述问题的存在，既有主观因素的限制，也

有客观因素的制约。

从户籍政策看，现行户籍政策不仅限制了

人口的自由迂徙，还增加了迁移成本；同时，户

籍制度改革缓慢，限制了城镇化进程。一些地

区虽然在名义上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

的差异，但并未从本质上改变附加在不同户籍

上的不平等制度，很多地方转入城镇户籍的农

业人口并没有真正享受到与城镇户籍人口平等

的待遇，如现行的保障房政策，建制镇人口根本

享受不到，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建制镇发展。

从土地政策看，城镇化进程离不开土地政

策的保障，但因城镇化导致的对耕地的大量占

有，与土地制度所遵循的严格保护耕地的原则

产生了矛盾，而现行土地政策的诸多安排也并

非从有利于城镇化的角度出发，如土地产权政

策、土地征用政策、土地流转政策等都存在着对

城镇化的健康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的方面。

从投融资政策看，目前对建制镇的投融资

的渠道主要有：政府财政投入、金融机构信贷支

持、个人投资、外资、民间资本等，但投融资体制

滞后于经济发展，成为制约建制镇发展的障碍；

从就业与社会保障政策看，长久以来二元就业

制度的影响以及农民工自身素质的限制，使农

民工在城镇就业仍然显得困难重重。而目前的

社会保障政策将进入就业和落户的农民排除在

绝大部分社会保障享受对象之外，其中，在最低

生活保障方面，明确不包括建制居民和农民工；

其他社会保障，如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

险等，农民工能够享受部分或者模糊不清，或者

干脆被拒之门外。此外，现有一系列政策的出

台缺乏有效的监督落实机制，致使含金量很高

的政策效力大打折扣。

从综合性特征看，甘肃镇域经济发展结构

单一，产业结构失衡，多以一次产业为主，个别

二次产业发展较快的建制镇，也存在三次产业

结构失衡问题。

从地域性特征看，甘肃省镇域经济类型较

为单一，以农业产业发展为主，工业立镇、商贸

流通和文化旅游为主体的建制镇相对数量较

少，具有产业规模和效益综合竞争力的建制镇

数量更少，产业构成、发展模式的地域性特征不

突出。

五、甘肃建制镇发展建议

甘肃作为一个地跨我国三大气候区划的省

份，自然条件独特，生态环境脆弱，农业经济发

展滞后，建制镇发展存在诸多问题，这已成为制

约甘肃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首要“瓶颈”。但

是，甘肃是西北铁路网和公路网的中心，是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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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兰新、包兰、兰青四条铁路干线的交汇点，是

国道３１２线和国道１０９线的交汇点，而这些交通

干线几乎襄括了甘肃省所有的建制镇。同时，

甘肃处于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的交

汇地带，中心区位优势是甘肃发展通道经济的

基础，带来了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总体

看，甘肃省的石油化工、钢铁有色、装备制造、新

型能源、电子信息、轻工纺织、特色中成药和生

物制药、农产品深加工等，是甘肃致力发展的重

要产业，门类齐全，各具特色。因此，要重点围

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

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

（一）机构管理方面

按照中办、国办下发的《中央机构编制委员

会办公室关于深化乡镇机构改革的指导意见》

中“坚持权责统一，赋予乡镇履行职能必要的事

权和财权”、“依法赋予经济发展快、人口吸纳能

力强的小城镇相应行政管理权限”等规定，在现

行“乡财县管”的基础上，盘活现有编制资源，统

筹管理建制镇机构编制管理，按照事权与责任

相统一的原则，强化建制镇政府的管理职能，建

立与城镇化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管理模式。

（二）财税政策方面

按照分税制的原则，建立有利于建制镇财

政增长活力的新型上下级财政分配体制。既在

保留上年财政基数基础上，将增长部分的大头

留地方，调动建制镇培育财源的积极性。完善

重点镇的财政管理体制，从建制镇收取的城镇

建设维护税、市场管理费以及镇区内存量建设

用地的开发和经营收益等可全部留于镇财政，

专项用于建制镇公用基础设施的建设，调动其

加快发展镇域经济的积极性。

（三）金融政策方面

要推进有利于城乡统筹发展的投、融资体

制改革。加快建设以政府投入为导向、社会资

金参与的多元化投资机制。鼓励国有商业银行

和地方金融机构在建制镇设立分支机构，引导

和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增加对建制镇的信贷投

放；适当下放审批权限，加大授信额度，简化贷

款程序；在试点镇放宽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

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金融组织准入条件，鼓励

发展农村信贷担保机构，积极培育小额信贷组

织和资金互助组织；积极发展资本市场，探索设

立投资基金，组建各类投资公司。

（四）户籍政策方面

要大力推进有利于城乡统筹发展、有利于

劳动力转移的户籍制度改革。将解决农村劳动

力转移作为建制镇发展的根本目标之一，加快

建立符合市场经济和建制镇发展的户籍制度，

彻底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政策，建立统筹

城乡就业、医疗、保障的一元化户籍管理制度，

重点消除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社会保障、劳动

就业、文化教育等壁垒，促进农村劳动力有效

转移。

（五）环保政策方面

要严格控制污染企业，把一部分财政支出

和收益投入到环境污染治理，改革现行的环境

治理收费制度，建立排污收费机制。同时，应采

用法律分权制理清建制镇的权职范围，使建制

镇对本辖区享有相对独立的决策权、人事权和

财权。未来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将遵从“公平

共享、集约高效和可持续”三个原则，按照“以大

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

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

调发展”的要求，推动城镇化发展有速度扩张向

质量提升转型。在资源环境承载力较强的地

区，培育壮大若干城市群，并以此为基础，优先

发展区位优势明显、基础条件较好的中小城市，

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把有条件的县城逐步发

展为中小城市。

　　（摘自《调查与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１０期

张雅丽／摘编　武新力／校）

作者简介：温婕，省委编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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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壮大甘肃资本市场的对策建议

　　省政府参事室调研组在《甘肃参事》２０２１
年第４期撰文指出，我省资本市场存在的制约
我省资本市场发展的“短板”１．尚未出台推动企
业上市的指导政策，在发掘培育上市后备资源

方面缺乏有效的举措；２．上市企业再融资规模
偏小，对上市公司的融资激励工作还不够到位；

３．产业基金决策流程繁杂，投资效率偏低；４．中
介机构服务能力偏弱，难以对企业的资本运作

提供增值服务。发展壮大我省资本市场的对策

建议：１．优选拟上市企业后备资源，强化上市公
司融资功能；２．推动股权基金的市场化运作，发
挥产业引领作用；３．推进区域性股权市场业务
创新，进一步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作用。

关于加快甘肃电子商务发展的对策建议

　　刘东昌等在《发展》２０２１年第 ５期撰文指
出，电子商务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

重要，消费主力军的＂年轻化＂和购物习惯的＂居
家化＂，推动电子商务及新零售成为消费的主渠
道。文章就甘肃省电子商务发展现状及存在的

问题进行研究，并在借鉴外省区经验的基础上，

提出了加快甘肃省电子商务发展的具体建议：

坚持市场主导、政府推动、企业为主、产业融合

的思路，着力优化电子商务发展环境，大力培育

本土电子商务平台，持续扩大甘肃省电子商务

规模，不断拓展优质产品销售渠道及市场规模，

力争使电子商务成为推动全省特色优势产业发

展的加速器。可以采取持续加大政策扶持力

度、加快培育打造本土网商知名品牌、加快发展

跨境电商、加快完善城乡电商物流服务体系、加

快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等具体措施。

甘肃乡村振兴中“三荒”问题的调查

　　周克全在《调查与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１０期撰
文指出，与东部经济发达省份比较，甘肃乡村

振兴面临的问题更多、难度更大，既有自然禀

赋方面的不足，又有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欠缺；

既有经济发展方面的短板，也有乡村治理方面

的堵点。其中，农村的“人口荒”“经济荒”与

“文化荒”是亟待解决的三大问题。农村“人口

荒”主要表现在农村人口密度低和“空壳村”逐

年增多两个方面。农村“经济荒”主要表现在

村级集体经济弱小、缺乏产业支持、电商等新

业态稀少三个方面。“文化荒”主要表现在幼

儿园与小学数量急剧减少、文化设施严重闲置

与文化活动稀少等方面。解决“三荒”的对策

建议：１．先实行农村人口有效集中，再进行“村
村通”等基础设施建设；２．因地制宜发展当地
乡村经济；３．积极借鉴东部省份做法，提升全
省乡村文化教育质量。

兰州—西宁城市群县域经济紧凑度综合

测度及其时空特征分析

　　毛锦凰等在《天水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２１年
第３期撰文，以兰州—西宁城市群３９个县域为
研究对象，借助熵权 ＴＯＰＳＩＳ法建立了兰州—西
宁城市群县域经济紧凑度综合测度模型，并对

其在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县域经济紧凑度的时空演变
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兰州—西宁城市

群县域经济紧凑度在时序变化上呈现整体下降

趋势且两极分化程度不断加深；在空间上形成

了高度紧凑集聚区和低度紧凑集聚区，但集聚

区范围较小。城市群西部青海省县域经济紧凑

程度在整体上要明显高于城市群东部甘肃省。

兰州—西宁城市群核心城市重要交通廊道对影

响范围之内的经济紧凑度格局产生了一定积极

影响。

关于加快甘肃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的若干建议

　　李琦等在《甘肃参事》２０２１年第５期撰文，
提出关于加快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若

干建议：１．聚焦“盘活存量”，以“数字化”转型
为突破，赋能传统产业迭代升级发展；２．聚焦
“提高质量”，以“双碳”目标为契机，倒逼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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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调整和模式升级；３．聚焦“增强能量”，以
创新驱动战略为引领，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４．聚焦“引入增量”，以优化营商环境为牵引，
加快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５．聚焦“做大总
量”，以区域发展战略为支撑，培育形成新的经

济增长极。

推动甘肃省民营经济融入新发展

格局的对策建议

　　甘肃省工商联课题组在《调查与研究》
２０２１年第９期撰文指出，民营经济作为推动甘
肃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肩负着构建新

发展格局的重大使命，但民营经济融入新发展

格局存在对外开放水平不高、市场主体发育不

充分、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参与产业链融合度不

高、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营商环境不够优良等

突出问题。意见建议：１．持续优化对外开放；２．
大力发展市场主体；３．不断加大科技创新；４．深
化混合所有制改革；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６．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

基于空间规划背景下的扶贫攻坚

与乡村振兴对策初探

　　孙青林等在《甘肃科技》２０２１年第１８期撰
文指出，以甘肃省通渭县为例，从问题特征识别

的角度出发，判断造成地区深度贫困的原因，分

析现阶段乡村振兴实施的难度。通过制定乡村

振兴策略，从提升农村产业、强化创业和就业条

件、乡村分区分类和强化用地保障四个方面出

发，依靠策略实际解决规划期内实现乡村振兴

难度较大等一系列问题。期望研究的策略可以

对目前即将开展的村庄规划和为构建国土空间

规划体系做出努力的广大规划同行提供一些技

术参考。

“双碳”目标下甘肃新能源发展路径

　　刘大千等在《甘肃高质量发展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４期撰文指出，碳达峰碳中和是长期目标，
实现这一目标是项系统性工程，涵盖能源、经

济、社会、气候和环境等众多领域，其中能源领

域是最关键的。“十四五”时期，在现有发展基

础上，持续推进河西特大型新能源基地建设，进

一步拓展酒泉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规模，打造

金（昌）张（掖）武（威）千万千瓦级风光电基地。

发挥特高压直流优势，建设大通道、融入大电

网，实现新能源大范围优化配置。不断优化电

源结构，为实现双碳目标贡献甘肃力量。对策

建议：１．建设特高压外送通道；２．打造风光储一
体化的清洁能源基地；３．推进装备制造强势复
苏；４．提升新能源本地消纳能力。

科技创新示范区高质量发展评价

体系与路径选择

　　刘晓荣等在《开发研究》２０２１年第 ４期撰
文，对兰州白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建设和

发展情况开展调查，从创新基础、产业规模、创

新资源、创新效率４个层面构建高质量发展评
价体系，测算指标目标值和增长速度，并从完善

兰州白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支持政策体

系、培育以兰州白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核

心的区域创新体系、加大人才招引和服务保障、

促进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和产业化、深化东西科技合作与协作创新等方

面提出路径建议。

以非常规举措推进兰州新区

人口集聚的建议

　　孙红杰等在《甘肃高质量发展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５期撰文指出，兰州新区人口快速集聚与
崛起将对兰州长远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是兰州

未来突破空间发展瓶颈的关键所在，也是兰州

在不进行大的行政区划调整下，实现“有限空间

释放无限可能”的重要一步。兰州新区城市雏

形已经显现，城市公共设施基本完备，但是现在

还是缺人气。加快推进兰州新区人口集聚，就

要解决兰州新区人口集聚中一些深层次问题，

特别是破解一些制度上的瓶颈，多渠道多角度

综合入手，文章抛砖引玉，希望探索适合西北地

区国家级新区集聚人口新模式：１．实施“百万大
学生留兰创业就业”工程；２．实施“蓝海集聚回
流”工程；３．降低新区生活成本，切实提高生活
质量；４．打造各具特色服务业集聚区，诸如文化
创意集聚区、健康养老服务集聚区、国际组织集

聚片区。

（张雅丽／编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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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西宁工业产业分工协同体系构建

———基于兰西城市群建设视角

林　柯

　　引　言

兰西城市群作为西北地区两个国家级城市

群之一，是我国横贯东西，联系南北的重要枢

纽。不仅承担着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民族团

结与融合以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与“两屏一带”中西北生态屏障的重任，而且承

担着带动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健康快速发展、缩

小地区差距的重任，在国家战略发展中的地位

十分重要。２０１８年２月，国家在对兰西城市群

的批复中着重强调了兰西城市群产业协同发展

的重要性。２０２０年５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

见》进一步提出，要充分发挥西部地区的比较优

势，推动具备条件的产业集群化发展，构建富有

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为兰西城市群的

发展指明了方向。然而，作为我国西部欠发达

省区的城市群，与发达地区的城市群相比，兰西

城市群发展基础差、底子薄，产业结构单一，同

质化现象严重，产业布局不尽合理。因此，如何

科学合理地构建兰西城市群产业分工协同体系

是兰西城市群乃至整个西北地区经济健康快速

发展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国内学者对城市群及

产业分工协同的研究大多是从国家层面或是对

东中部特定区域展开的，对西北落后省区城市

群产业分工与协同的研究较少。鉴于此，本文

拟通过构建符合整体协同和高质量发展的工业

产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

法、相似系数与差异度指数以及产业梯度差和

区域产业联动指数等量化方法，从工业产业整

体及细分行业两个层面对兰州与西宁工业产业

的发展水平、相对优劣势及分工协同的可行性

进行全面分析与探讨，并提出兰州与西宁产业

分工协同体系构建的可行性及构建思路与

条件。

一、兰州—西宁工业产业发展水平分析

城市群内城市间产业分工与协同的基础是

各自产业发展水平的差异。对于城市工业产业

发展水平的分析主要是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

系，从一、二、三次产业或工业产业的整体角度

展开。本文借鉴已有的研究方法，通过构建评

价指标体系，并利用两市２０１９年的相关数据，

从整体及分行业两个层面对兰州和西宁工业产

业发展水平进行分析。数据来源于《兰州市统

计年鉴２０２０》《甘肃发展年鉴２０２０》《西宁市统

计年鉴２０２０》《青海省统计年鉴２０２０》。

（一）指标的选取与体系构建

根据工业产业发展的特征和规律以及国家

关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本文从产业规模、产业

高度化、产业经济效益、产业绿色化和产业竞争

力５个方面选择工业总产值比重、技术要素相

对密度、区位熵、单位产值能耗、全员劳动生产

率等１６个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二）兰州—西宁工业产业总体发展水平

分析

通过对上述评价指标体系及相关数据的整

理计算，兰州与西宁工业产业的总体发展水平

如表１所示。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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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兰州—西宁２０１９年工业产业整体发展水平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兰州 西宁

产业规模

（Ａ）

工业总产值（亿元）（Ａ１） １９６８ １２４７

总资产（亿元）（Ａ２） ２３５０ ２２４０

企业数（个）（Ａ３） ３２５ ２４３

从业人员（万人）（Ａ４） ２７．１３ ７．２０

产业高度

化（Ｂ）

装备制造产业占比（Ｂ１） １４．８８ １１．０３

技术要素相对密度（Ｂ２） １．２２ ０．１９

区位熵（Ｂ３） １．１６ ０．５３

产业经济

效益（Ｃ）

产业部门贡献率（Ｃ１） －０．５１ －２．４８

成本费用利润率（Ｃ２） ３．６０ －２２．５８

总资产贡献率（Ｃ３） １３．６１ ０．０８

产业绿色

化（Ｄ）

工业高耗占比率（Ｄ１） ６５．５８ ６５．４４

单位产值能耗（Ｄ２） ０．８１ ０．９７

产业竞争

力（Ｅ）

Ｒ＆Ｄ投入强度（Ｅ１） ８．５２ ２．８９

全员劳动生产率（Ｅ２） ６８１８００ ３２５３０５

产品销售率（Ｅ３） ９９．７８ １０３．９

产业增长速度（Ｅ４） －０．０２ －０．１２

　　数据来源：《兰州市统计年鉴２０２０》《西宁市统计年鉴２０２０》。

　　从表１可以看出，在１６个二级指标中，西宁

市除工业高耗占比率和产品销售率两个指标略

高于兰州市外，其余指标均明显低于兰州市。

在５个一级指标中，兰州市均优于西宁市，即兰

州市工业产业的整体发展水平高于西宁市。

（三）分行业发展水平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兰州市与西宁市工业产业

内部发展的具体情况，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方

法对两市主要工业行业进行分析。由于指标体

系中的装备制造产业占比、技术要素相对密度、

工业高耗占比率、单位产值能耗以及 Ｒ＆Ｄ投入

强度５个二级指标无法从行业层面获取数据，

故分行业的分析将从剩余 １１个指标进行。同

时，由于兰州市纳入统计的工业行业共３８个，

而西宁市纳入统计的工业行业共 ２８个。为了

能够进行同行业发展水平对比，本文以西宁市

的２８个工业行业作为对比分析的行业，并将通

用设备制造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合并为通用和

专用设备制造业，将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

业和酒精、饮料及精制茶制造业合并为食品及

酒类业，将纺织业和纺织服装、服饰业合并为纺

织、服装服饰业，最终形成进行对比的 ２０个

行业。

根据主成分分析方法，选择特征值均大于１

的４个主成分，将其分别命名为 Ｆ１、Ｆ２、Ｆ３、Ｆ４。

其中，Ｆ１由工业总产值比重、总资产比重、从业

人员比重、工业企业数比重决定，综合反映了产

业规模能力，称为规模优势因子；Ｆ２由区位熵及

总资产贡献率决定，反映了产业的高度化水平，

称为高度化优势因子；Ｆ３由产业增长速度和产

业部门贡献率决定，反映了产业的增长能力，称

为竞争优势因子；Ｆ４由成本费用利润率和全员

劳动生产率决定，反映了产业的投入产出水平，

称为经济效益因子。

根据主成分分析的一般函数表达式：Ｆｍ＝

ａｍ１ＺＸ１＋ａｍ２Ｚｘ２＋… ＋ａｍｐＺｘｐ。其中，ａｍｐ表示第 ｐ

个二级指标在第ｍ个主成分中的系数，Ｚｘｐ是各

二级指标经过标准化处理的值。将每个指标对

应主成分的系数除以其主成分特征值的算数平

方根得到各主成分得分表达式的系数，在此基

础上形成各主成分得分的表达式。

对各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与主成分得分进

行加权平均，得到工业产业综合得分表达式：

Ｙ＝Ｆ１×０．３０９５８＋Ｆ２×０．１８４８８＋Ｆ３×

０．１１７６０＋Ｆ４×０．１１４５１。

将两市２０个工业行业的数据标准化后带

入主成分得分及综合得分表达式，得到两市工

业产业相关行业发展水平综合测度得分排序。

从得分排序来看：

兰州市在石油加工及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２．４２）、非金属矿物制品业（０．８）、电力热力生

产和供应业（０．７１）、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

业（０．５５）、医药制造业（０．３４）、黑色金属冶炼和

压延加工业（０．３）、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０．２２）、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０．１８）、有色金属矿采选业（０．１２）、电器机械和

器材制造业（０．０３）、通用和专用设备制造业

（０．０２）等１１个行业上发展较好。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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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市在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３．３２）、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１．８２）、黑色金

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１．１２）、电器机械和器材

制造业（１．０６）、燃气生产和供应业（１．０４）、非金

属矿物制品业（０．８１）、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

造业（０．２１）、医药制造业（０．１８）、废弃资源综合

利用业（０．１６）、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０．１３）、有色金属矿采选业（０．１２）及计算机、通

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０．１２）１２个行业上

发展较好。

二、兰州—西宁工业产业分工协同的可

行性

（一）兰州—西宁工业产业的相对优劣势

根据综合测度得分排序，从两市２０个工业

行业发展水平对比来看，兰州市的石油加工、炼

焦和核燃料加工业，医药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

学制品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通用和专用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铁

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橡

胶和塑料制品业以及纺织、服装服饰业９个行

业的发展水平综合得分较西宁市高，具有相对

优势。

西宁市的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电

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

工业，电器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燃气生产和供应

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有色金属矿采选

业，食品及酒类业和仪器仪表制造业１１个行业

的发展水平综合得分较兰州市高，具有相对

优势。

（二）兰州—西宁工业产业结构的差异度

结构差异度指数是保罗·克鲁格曼在１９９１

年提出的用于计算地区间行业结构差异度的指

数，其表达式如下：

ＫＩｉｊ＝∑
ｎ

ｋ＝１
Ｘｉｋ－Ｘｊｋ。 （１）

其中，Ｘｉｋ、Ｘｊｋ分别表示ｉ区域和 ｊ区域 ｋ产
业占整个产业的比重。ＫＩｉｊ表示结构差异指数，

指数值介于０到２之间，值越靠近２表明区域 ｉ

和区域 ｊ的产业结构差异程度越大。根据式

（１）计算，得到兰州与西宁工业行业结构差异度

指数。从结果来看：（１）就整体而言，兰州与西

宁工业行业结构差异度指数为０．９１０６，接近产

业结构差异指数值的中位数，表明兰州、西宁的

工业产业结构有一定的差异度，具备一定的产

业分工协同基础及空间。（２）具体来看，两市具

有一定差异度的行业分别为石油加工、炼焦和

核燃料加工业（０．２１１６），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

制造业（０．０４１１），非金属矿物制品业（０．０２１３），

金属制品业（０．０８３９），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０．００３８），专设备制造业（０．０３２０），有色金属矿

采选业（０．０１５４），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０．０２９５），有 色 金 属 冶 炼 和 压 延 加 工 业

（０．３１８７），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０．０６５７），计

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０．０２５４），仪

器仪表制造业（０．０００８），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０．００１７）以及食品及酒类业（０．００４６）。

（三）兰州—西宁工业产业的梯度差

产业梯度差既是衡量城市或区域间产业专

业化水平差异的指标，也是区域产业分工协同

的前提条件。产业梯度差计算公式如下：

Ｇｉｊ＝ｌｎ
Ｇｉ
Ｇｊ
。 （２）

其中，Ｇｉｊ表示区域产业梯度差，其数值越大

表示区域内地区 ｉ在某行业的产业梯度高于地

区ｊ；反之，则表示地区ｊ在某行业的产业梯度高

于地区ｉ。Ｇｉ，Ｇｊ表示区域 ｉ和 ｊ的产业梯度系

数，如果产业梯度系数大于１，则表明该地区该

产业在整个区域产业结构中处于高梯度，具有

相对优势；反之，则说明这一产业处于低梯度，

具有相对劣势。区域产业梯度系数Ｇ通常用区

位熵（ＬＱ）和比较劳动生产率（ＣＰＯＲ）的乘积计

算得到，其公式为

Ｇ＝ＬＱ×ＣＰＯＲ。 （３）

其中，区位熵（ＬＱ）的含义已在指标体系中

确定。比较劳动生产率（ＣＰＯＲ）是指某一地区

某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与整个区域该产业的社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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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平均劳动生产率之比。若ＣＰＯＲ大于１，表明

该地区这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整个区域的

平均水平；反之，则说明该地区这一产业的劳动

生产率低于整个区域的平均水平。其计算公

式为

ＣＰＯＲｉｊ＝
Ｘｉｊ／∑ｎｊ＝１Ｘｉｊ
Ｌｉｊ／∑ｎｊ＝１Ｌｉｊ

。 （４）

其中，ｉ表示产业，ｊ表示地区。Ｘ可以是产

业销售收入、企业个数、企业从业人数、产业增

加值、总产值等指标，本文采用工业总产值。Ｌｉｊ
表示地区ｊ的ｉ产业的就业人数。

根据上述方法，计算出兰州与西宁２０个工

业行业的梯度差。从结果来看，兰州市在石油

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１０．２６６２），化学原

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０．８３１３），医药制造业

（０．３２８９），橡胶和塑料制品业（１．４２４７），非金属

矿物制品业（０．５３７８），金属制品业（３．３１２８），金

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１．１３８５），燃气生产

和供应业（１．１２３４），食品及酒类业（０．０５５５）、通

用和专用设备制造业（１．８１０１）１０个产业方面

的梯度高于西宁市；西宁市在黑色金属冶炼和

压延加工业（－０．１１０９），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

加工业（－１．３４５３），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１．０７１４），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１．５４２２），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０．０９０２）以及纺织、服装、服饰业（－０．８６５７）

６个产业方面的梯度高于兰州市。

（四）兰州—西宁区域产业联动指数

本文借鉴沈正平、马刚的方法衡量兰州、西

宁工业产业合作潜力，并规定以联动潜力系数

的中位数为分界点分类。其计算公式如下：

Ｌｉｊ＝λΠ
２

ｉ＝１
ｅｘｐ（ＡＢＳ（ｘｉ－ｙｉ））／ ｄ槡 ｉｊ。 （５）

将兰州与西宁看作一个整体区域，Ｌｉｊ为兰州

市与西宁市的工业产业联动指数，代表产业分工

合作潜力；ｘ１，ｙ１分别为兰州市、西宁市工业产业

总产值占区域的比重；ｘ２，ｙ２分别为兰州市、西宁

市工业产业从业人员占区域的比重；ｄｉｊ为兰州市

与西宁市之间地理空间的直线距离；λ为权重参

数。本文选取两市工业产业各分行业工业总产

值占区域总产值较小的行业工业总产值比重为

参数；规定Ｌｉｊ大于３／４位数产业为强联动潜力产

业，中位数≤Ｌｉｊ≤３／４位数产业为中等联动潜力

产业，小于中位数为弱联动潜力产业。通过式

（５）计算，得出兰州—西宁工业产业联动指数。

根据联动潜力的标准及结果可以看出，兰州

与西宁在仪器仪表制造业（０．０９４９），铁路、船舶、

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０．０９３６），废弃

资源综合利用业（０．０７５７），金属制品、机械和设

备修理业（０．０５５０）以及纺织、服装、服饰业

（０．０５３９）５个行业方面具有较强的联动潜力；在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０．０５０８），黑色金属冶炼和压

延加工业（０．０４６９），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０．０４６２），橡胶和塑料制品（０．０４４４），计算机、通

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０．０４２８）５个行业方面

具有一般联动潜力；在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石油

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

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电气机械和

器材制造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食品及

酒类业，通用和专用设备制造业以及非金属矿物

制品业１０个行业方面具有弱联动潜力。

（五）兰州—西宁工业产业的要素禀赋及配

套条件

１．资源要素禀赋

从矿产资源种类和储量来看，两省的资源

均较为丰富。甘肃省以能源及金属类矿产资源

为主，青海省以化工原料类、能源及非金属类矿

产资源为主。除矿产资源外，两省均拥有丰富

的风能、光能、水资源；就科技、教育与人才等方

面的要素而言，兰州均优于西宁。

２．生产性服务业配套

根据国家统计局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界定，

本文选择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６

个行业作为生产性服务业测度的范围，并选取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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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兰州与西宁及全国生产性服务业相关从

业人员数据，利用区位熵对兰州与西宁上述行

业的专业化水平进行测度。

从结果来看，兰州市在批发零售业，信息传

输、计算机和软件业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发

展水平明显高于西宁市，西宁市金融业发展略

高于兰州市。同时，两市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

政业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行业的专业化水

平测度值均大于１，即两市在这两个行业发展水

平均相对较高，可以为两市在产业分工协同过

程中提供一定的支撑。

３．交通条件

首先，从内部交通条件来看，根据 ２０１８年

度《中国主要城市道路网密度监测报告》显示，

兰州市与西宁市平均路网密度分别为 ４．０４、

５．０４，表明西宁市的市内交通条件略优于兰州

市。其次，从对外交通条件来看，兰州市是全国

九大物流区域、十大物流通道和２１个全国性物

流节点城市之一；在公路方面，目前共有４条国

家高速公路和６条国道以及１７４条省道在兰州

交会，与周边省（区）公路省际出口达到７３个；

在铁路方面，目前有 １２个方向铁路汇集于兰

州，可直达２３个直辖市、省会和计划单列市；在

航空方面，兰州中川国际机场国内外通航城市

达到１１９座，客运航线达到２１２条。西宁市作为

西北地区的交通节点城市之一，在公路方面，两

条国家级高速公路及４条省级高速公路和四大

国道以及２９条省道在西宁交会；在铁路方面，

拥有３条铁道线路；在航空方面，西宁曹家堡国

际机场共开通国内外航线 ６２条，通航城市 ４８

个。就两市相比而言，在内部交通条件方面，西

宁市的路网密度大于兰州市；而在外部交通条

件方面，兰州市明显优于西宁市。

三、兰州—西宁产业分工协同体系构建的

基本思路与主要方式及条件

（一）兰州—西宁产业分工协同体系构建的

基本思路

根据国家及甘、青两省关于支持兰西城市

群建设的相关政策、两市工业产业发展的基本

状况与资源禀赋，两市工业产业分工与协同体

系构建可从工业产业整体和分行业两个层面

展开。

在产业的整体层面，两市工业产业分工与

协同体系的构建具体可从如下３个方面考虑：

其一，兰州市应发挥其在产业规模、产业高度

化、产业经济效益、产业绿色化、产业竞争力以

及科技、教育、人才、市场和交通等方面的相对

优势，主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新兴产业和现

代服务业，进一步扩大对西宁及兰西城市群内

其他城市的辐射能力。重点在产业重大技术

研发、高新技术、石油化工、装备制造、新材料、

生物制药以及教育、人才、市场和交通等分工

协同体系构建方面发挥主导和引领作用。西

宁市应发挥其在资源禀赋和优势产业以及科

技和区位交通方面的相对优势，重点在产业技

术创新、石油、盐化工、煤化工、有色冶金、装备

制造、新材料、生物制药等方面发挥主导和引

领作用。同时，两市在巩固和提升各自产业优

势的基础上，应加强同类产业及相关产业间横

向与纵向的分工和协同，构建高效配套产业体

系，推动工业产业形成错位分工、融合互动、相

互支撑的分工协同格局。

其二，两市应以科技创新驱动为引领，加

强两市国家及省级产业基地的优化整合与协

作，通过共建重大创新平台、联合实施重大产

业创新工程、强化关键技术的研发和成果应

用、围绕区域特色资源开发转化和产业转移承

接等方式，建立两市产业和科技对接体系，共

同打造国家重要的有色金属、新材料、新能源、

光伏光热设备制造业和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与

产业基地。

其三，两市应充分发挥各自的地理区位优

势和交通物流优势，根据工业产业分工协同和

发展的要求，依托各自的产业优势，重点发展以

技术研发、咨询、交易为主的科技与产业技术服

务，并以共建大数据和信息交换、公铁航无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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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和一体化的商贸物流服务综合体系与平台，

提升科技与产业技术服务水平，优化物流园区

布局，强化生产性服务业对两市工业产业分工

协同发展的支撑。

在分行业层面，两市应依托自身的产业优

势，在确定重点发展产业的基础上，构建如下的

分工与协同体系。

在化工产业领域，兰州可重点发展石油加

工、核燃料加工业、合成橡胶、合成树脂、合成

纤维、精细化工、石油化工催化剂等行业；西宁

可重点发展氯碱化工、盐硝化工、氟化工、硫化

工等盐化工，天然气化工和新型煤化工等行

业，并利用上述行业的关联性，促进上下游生

产关联与整合，构建化工配套产业体系。

在冶金及非金属采矿产业领域，西宁市可

重点发展铜铝、铅锌、镍钴、稀土、特种钢、贵金

属的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深加工等行业，兰州

市可重点发展有色金属精深加工、金属制品等

行业。由于在上述行业两市各有优势，联动潜

力较小，因此两市应通过优势主导产业相互带

动与整合，构建冶金及非金属采矿配套产业

体系。

在装备制造业领域，兰州市可重点发展石

油化工装备、通用设备、矿用设备、电动汽车、轨

道交通装备、通用航空装备、医疗器械以及核装

备等行业，西宁市可重点发展电气机械和器材

制造业。另外，由于两市在计算机、通信和其他

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及废弃资源

综合利用业等行业的区域联动潜力较高，因此

两市应在各自发展上述行业的同时加强联动潜

力较高行业间的联动与整合，构建装备制造配

套产业体系。

在轻工产业领域，两市可根据各自的相对

优势进行发展，同时，加强轻工类行业上下游间

的协同与联动，构建轻工制造配套产业体系。

由于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及燃气生

产和供应业等为各市工业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

行业，因此两市可根据工业产业及其他行业发

展的需求进行发展，为两市工业产业的发展提

供坚实的支撑。

在为工业产业发展提供服务的产业领域，

兰州市应从两市产业分工协同发展的高度，充

分发挥其相对优势，带动和整合两市上述产业

的发展，构建一体化的配套服务体系。

（二）兰州—西宁工业产业分工协同体系构

建的主要方式

１．基于市场的分工协同方式

兰州与西宁两市的工业产业及配套服务

产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均已形成了相对独立

且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产业体系。基于现

行行政体制下对比较利益的追求，两市工业产

业分工协同的可能实现方式是立足于各自产

业体系分工基础上的协同。具体而言，一是出

于降低成本和中间产品需求考虑的比较利益

平衡基础上，通过原料、产品及服务之间的市

场交易合约形成协同；二是基于对外部市场形

成竞争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建立战略联盟关系

形成协同；三是产业龙头企业或同类企业、上

下游企业之间基于自身发展战略，通过并购与

重组形成协同。

２．基于产业链的分工协同方式

在一个特定区域内，任何一个产业链都会

形成若干专业化生产环节，不同地区或城市的

不同专业生产主体都会处于该产业链中的不同

环节，而同类生产主体则会处于该产业链的同

一环节，从而形成垂直或水平方向的生产组织

关系。从两市工业产业结构的特征来看，在石

油化工、盐化工、煤化工以及冶金等行业，可以

在同一产业上下游之间或不同产业之间，通过

建立稳定的供需关系或战略联盟关系实现纵向

分工与协同；在装备制造、金属精深加工、医药

制造、仪器仪表制造、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以及生产性服务业等行业，可以在同

一产业生产环节上，通过市场资源、产品的共

享，技术与人才方面的合作以及并购与重组形

成分工与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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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基于技术的分工协同方式

技术进步是产业不断专业化分工与合作的

驱动力。技术进步不仅促使产业的专业化分工

越来越细，同时也使得产业内部和产业间的联

系越来越紧密和广泛。然而，技术进步持续而

巨大的投入是单个生产主体难以承受的。因

此，同一产业内部和不同产业之间的生产主体

客观上会以某类共性技术或技术产品，通过技

术合作研发、上下游之间产品技术配套或技术

特许等方式，形成分工基础上的合作与协同。

两市工业产业既有一定的相似性，又有一定程

度的差异性和梯度，因此，在石油化工、冶金、新

材料、装备制造等产业内部上下游之间和产业

之间可以通过技术合作研发、上下游之间产品

技术配套或技术特许等方式形成分工基础上的

合作与协同。

（三）兰州—西宁产业分工协同体系构建的

基本条件

兰州与西宁工业产业分工协同体系的构建

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将受到诸多

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在兰西城市群发展背景

下，两市工业产业的分工与协同既有客观基础

和需求，也需要具备如下条件。

１．建立跨区域协同发展的顶层设计与协调

机制

由于兰州与西宁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划地域，

在行政主导体制下，客观上需要考虑自身的比较

利益，从而在城市发展的战略导向、顶层设计、宏

观规划以及产业结构等方面形成了相互独立的

思路与格局。在兰西城市群发展背景下，两市应

顺应未来区域发展的客观趋势，按照国务院对兰

西城市群批复的要求，尽快建立跨区域协同发展

的顶层设计与协调的体制机制，共同协商和制定

两市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规划编制，

强化顶层设计和规划的约束力。在此基础上，签

订两市产业分工与协同框架协议，明确双方在产

业分工协同发展中的权利和义务，沟通和协调产

业分工合作中的具体事宜。

２．建立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

兰州与西宁工业产业分工与协同体系的构

建将会在不同程度上打破两市乃至两省原有的

产业结构体系和分工协同关系，形成全新的分

工协同格局。这必然会涉及两市企业乃至整个

产业的成本与利益变化。因此，如何协调双方

的比较利益是两市工业产业分工与协同体系能

否真正形成的关键。为了推动两市工业产业分

工与协同体系的构建，两市乃至两省必须在充

分协商的基础上，建立符合两市利益诉求的利

益协调长效机制。具体而言，可以由兰州与西

宁两市政府共同组建工业产业分工与协同发展

的协调领导小组，负责协调沟通两市产业分工

协同体系构建事宜。此外，还可充分发挥两市

行业协会的作用或建立两市的联合商会和行业

协会，负责协调各自产业体系调整和分工协同

中的具体问题。

３．提高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

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水平对区域内工业

产业分工与协同体系构建具有重要的影响。只

有发挥政府经济的管理功能和作用，培育和建

立统一的市场体系，并加强监督、管理、指导和

服务，才能推动两市工业产业分工与协同体系

的实现。具体而言，一是要在招商引资、产业准

入、土地批租、外贸出口、人才流动、技术开发、

信息共享等方面制定统一的政策，促进要素的

自由流动；二是建立高度共享的综合信息平台，

促进产业及企业间按市场规律展开分工协同、

转移和对接；三是推动交通及市场一体化，如两

市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对接、交通的单向收

费或免费，各类技术资质、生产经营资质的相互

认证等。

　　（摘自《甘肃社会科学》２０２１年第５期

张雅丽／摘编　井虹／校）

作者简介：林柯，兰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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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甘肃文化产业

“走出去”路径研究

徐子超　燕　昱　崔滢珠

　　一、“一带一路”背景下文化产业发展的战

略意义

（一）“一带一路”背景下文化产业发展的

世界意义

１．有助于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一带一路”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大棋

局”，不仅是巨大的经济工程，也体现了中国作

为世界大国所承担的大国责任。文化产业是国

家软实力的重要基础，建设文化强国必须加快

文化产业发展。发展文化产业要为文化产品和

文化服务的“走出去”寻找新市场，主动参与国

际产业分工和市场竞争，扩大国际市场份额，拓

展合作发展新空间，加强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

２．有利于国际文化资源的优势互补

“一带一路”辐射范围内的各国拥有着丰富

多元的文化资源，构建“一带一路”文化产业交

互平台，加强各沿线国家间的文化合作与交流，

有利于推动我国文化产业开发新领域，推动中

华文化走向世界。同时通过各国互联互通，加

大文化产业资本互换，拓宽文化边界，丰富文化

内涵，发展不同国家民族特色的文化业态，是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文化领域的体现。文化产

业发展“走出去”进行国家化拓展，与沿线国家

互通有无，文化资源优势互补，是实现我国文化

产业经济发展的结构性转型，提升我国文化软

实力，增强文化产业竞争力、创造力，在交流融

合中不断发展中国文化。

３．有益于推动国际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文化产业拓展提供

了新的机遇，可以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

中华文化“走出去”。从全国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来看，东部文化产业发展较快，中西部地区文化

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将是今后我国文化产业发

展中需要突破的难点和重点。甘肃应积极主动

参与国家和国际产业分工和市场竞争，促进传

统型文化产业结构转型，扩大文化产业市场份

额，依托甘肃省内丰富的文化历史资源，促进甘

肃文化产业多元化、多样化、丰富化、“互联

网＋”化发展。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文化产业发展的甘

肃意义

１．凸显甘肃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段位置

甘肃地处中国地理中心，是丝绸之路经济

带黄金段重要节点，拥有丰富的文化多样的文

化资源，随着“一带一路”战略深入推进，甘肃重

新成为向西开放的黄金通道和重要窗口，沉寂

多年的文化资源被唤醒，并成为甘肃乃至全国

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抓手和甘肃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新引擎。

２．有效释放甘肃经济的发展潜力和成长

空间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国际间文

化产业的合作内容与合作形式将不断丰富，以

文化产业为合作项目的实践活动持续开展，必

将成为引领国际间构建利益共同体的关键抓手

和重要突破点。抢抓“一带一路”建设最大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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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以深度融入陆海新通道为重点，突出地域化

属性和优势，培育优势文化产业，充分挖掘甘肃

省优秀文化遗产宝库，注重弘扬和创新发展相

结合，统筹文化资源保护和开发，打造“丝绸之

路文化产业”核心区。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低迷、

国际国内环境复杂的当下，甘肃以文化产业为

切入点，积极发挥自身区位优势和文化资源优

势，为国内超大市场的内部循环提供强劲动力

和有力支撑，进一步释放甘肃经济的发展潜力。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甘肃文化产业“走出

去”的ＳＷＯＴ分析

（一）优势分析（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１．文化产业发展基础良好

经过多年的发展，甘肃已利用丰富的文化

资源形成了三大文化资源区：一是以自然生态

良好、文化形态多样、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陇东

南文化历史区，涵盖天水、平凉、庆阳、陇南；二

是拥有科技、人才、交通、资金和市场等众多资

源优势为一体的兰州都市圈文化产业区，涵盖

兰州、白银、定西、临夏、甘南；三是以历史文化

遗存丰富、世界遗产密集、民族文化形态多样、

自然风貌独特为表征的河西走廊文化产业区，

涵盖嘉峪关、酒泉、张掖、武威、金昌。三大资源

区涵盖了甘肃１４个市州，形成了全方位发展的

文化产业发展基础。以“三区”具有的文化资源

优势特点和文化内核为基础，进一步寻求差异

化发展将是甘肃下一步的努力方向。

２．完善的政策保障体系

截至当前，甘肃已经出台了《关于促进全省

文化旅游产业的意见》《甘肃省“十三五”文化

产业发展规划》《甘肃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专项

行动计划》等相关政策性文件，专门支持甘肃地

区文化产业的发展壮大，对全省文化产业的发

展目标、具体举措、组织实施、支持政策等都做

出了全面部署，将为推动甘肃文化产业的高质

量发展进而“走出去”的有力保障。

（二）劣势分析（Ｗｅａｋｎｅｓｓ）

１．缺乏市场竞争力和话语权

甘肃文化企业的生存发展长期依赖于政策

性扶持，缺乏企业自主创新发展导向，文化产业

在演出业、图书报刊业、广播影视业、娱乐业、音

像业、艺术品经营业、网络文化业、文物拍卖业、

文化旅游业等方面力量弱，创造力不足。同时，

文化项目的推动和落实主要依靠政府行政手

段，缺乏市场推动力，具体表现在对本土文化的

深挖力度不够、消费力不足以及认同度不高等

方面。面对高新技术对文化产业的影响与渗

透，甘肃以科技为核心创造力的文化产业数量

较少，部分传统文化业态、服务形态以及文化企

业还不能适应科技发展和时代要求，导致在应

对外部竞争时处于劣势地位。

２．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支撑不足

甘肃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陈旧，支撑力

度不够。文化产业发展普遍缺乏完善的基础设

施建设，文化旅游资源整合度过低，文化资源转

化产品能力亟须提高。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因同

质化重复建设而竞争力不强，长期依靠地方政

府不断“输血”方能生存，基础支撑显著不足，尤

其是高素质文化人才的缺乏更成为限制甘肃文

化产业“走出去”的重要桎梏。甘肃创意文化产

业人员在就业总人数中占比较低，获得进一步

发展的人才储备严重不足，且人才结构不尽合

理，这必将成为阻碍甘肃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因素。

（三）机遇分析（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１．文化产业“走出去”和“引进来”外部机遇

“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为甘肃文化产业

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拓展空间。甘肃传统文

化资源丰富，历史文化积淀厚重，目前已与丝绸

之路经济带沿线的３３个国家和４７个省州建立

了合作关系，这为甘肃文化产业“走出去”奠定

了良好基础。同时，甘肃处在“一带一路”建设

的重要节点位置，在技术、交通、信息、生态等方

面具有明显优势，甘肃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成

效初现。随着“新基建”建设的深入推进，国际

间的软硬环境将进一步优化，甘肃对外经济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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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会得到进一步加强，为国内

外知名文化企业进驻甘肃和领先人才的引进创

造条件。

２．消费需求升级引致的内部机遇

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

变的重大判断，其判断依据于我国消费需求的

不断多样化、个性化，而这直接源于我国居民收

入水平的持续提高，从而引致的对精神满足的

更高追求。文化产业是与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

密切相关的产业，是依托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

有效方式。从市场拓展角度看，我国和甘肃人

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将带来消费结构的转型升

级，对高品质、精神性的文化产业产生巨大的需

求，为甘肃文化产业“走出去”提供便利。

（四）威胁分析（Ｔｈｒｅａｔ）

１．参与国内外竞争而引发的外部威胁

就甘肃当前的文化产业类型来看，以资源密

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而缺少外向型、资本

密集型、高科技型文化产业，或这类型文化产业

发展尚不成熟。以数字信息、文化融合、人工智

能等为代表的信息文化产业发展尚处于初级阶

段，以“互联网＋”为主体衍生的新业态新产业新

模式也不尽如人意。在此情境下，甘肃文化产业

参与市场竞争缺乏获胜基础，与周边省份或地区

相比处于劣势地位，极易遭受排挤和威胁。甘肃

如何以文化产业为抓手积极抢抓“一带一路”建

设机遇，充分挖掘自身优势，有效规避发展劣势，

立足现有发展基础寻找突破口成为下一步文化

产业发展需要解决的重大命题。

２．自身发展条件限制带来的内部威胁

融合发展是各类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和衡

量标准，当经济达到一定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

后，必然要经历产业转型和融合发展，才能夯实

产业的发展基础和开辟新的成长空间，文化产

业更应如此。当前甘肃文化产业发展已初现成

效，但囿于资金、技术、市场及人才的限制，受经

济发展水平滞后、支撑文化产业的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不够完善的影响，未能使甘肃文化产

业发展与周边区域的产业发展相融合，限制了

甘肃文化产业的快速成长和“走出去”的步伐。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甘肃文化产业的“走

出去”路径

由于特殊的地缘地位，甘肃在建设“一带一

路”进程中有着特殊的地理、历史和人文优势。

通过对甘肃文化产业的分析，结合西部地区的

文化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状况，抓住“一带一

路”历史机遇，甘肃必将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文

化产业高质量路径。

（一）完善符合甘肃发展阶段的政策设计

甘肃作为我国西部欠发达省份的典型代

表，以文化产业为切入点和突破口融入“一带一

路”战略大局当中，是甘肃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务实之举。基于甘肃所处的特殊的经济环境

和社会环境，甘肃文化产业“走出去”更加依赖

我国的制度优势对甘肃文化产业的规划与扶

持。第一，政府应明确甘肃文化产业的发展定

位和战略部署，通过完善的文化产业政策设计

和发展规划，保证文化产业实现长期可持续发

展。第二，基于文化产业资金回收期较长考虑，

政府应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提供充足的资金支

持，做好前期资金的投入、基础环境的优化和文

化企业的扶持工作，逐步建构起以政府投入为

主导，以企业为投入主体，以市场融资为主力的

文化产业资金来源体系。第三，健全和完善文

化产业相关规章制度，为促进文化生产要素的

最佳组合、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和营造公平公

正的文化产业发展市场氛围提供保障。

（二）打造甘肃特色文化产业品牌

甘肃是文物大省，历史悠久，人文资源丰

富，拥有享誉世界的敦煌文化、中华始祖的伏羲

文化、华夏文明源头的齐家文化和光荣革命历

史的红色文化等众多历史文化宝库，又是多民

族地区，有着丰富多彩、别具风情、独树一帜的

民族民俗文化。因此我们应该深挖甘肃特色文

化旅游资源，注重打造地区特色品牌，不断彰显

甘肃文化产业的竞争优势和发展潜力，为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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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走出去”保驾护航。第一，高度重视

甘肃地方化资源的保护与传承，深入挖掘区域

性文化资源的文化特质，提高甘肃文化资源的

知名度和影响力。第二，对甘肃省文化资源进

行高水平的专家调研，科学合理规划文化资源

开发。对西部地区文化资源的特色、优势进行

科学定位，从大视野、大角度开发文化资源，打

造品牌产品。第三，着力于丰富文旅新产品，继

续突出敦煌特色文化带动作用，推出石窟艺术

主题游览路线，扩大嘉峪关国际短片电影展、天

水公祭伏羲大典、敦煌丝绸之路国际旅游节等

一批具有甘肃特色文化节庆会展的影响力，进

一步加强甘肃大体育赛事的品牌开发力度，支

持户外体育、越野汽车拉力赛等热点赛事，提高

甘肃文化产业的国际影响力。

（三）大力推进“互联网＋文化产业”新路径

新时代下借助互联网技术成为甘肃文化产

业“走出去”的应然之策和实然之举。“互联

网＋”催生的众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已被视为

产业融合的重要表现形式，互联网也因此成为产

业发展中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互联网 ＋”模

式对文化产业带来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互联

网＋”模式不仅提高了文化产业本身的发展速

度，同时也有利于促进文化产业的跨界融合，已

然成为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互

联网成为文化产业运行的新型基础设施。新技

术对文化产业不断渗透、融合和驱动，新模式、新

业态竞相涌现，“互联网＋”已经在文化产业各个

链条形成融合发展的良好态势。甘肃应依托自

身独特的文化资源优势，紧跟时代步伐，利用区

块链技术、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物联网等现代信

息技术，推动“互联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

增强甘肃文化产业自主创新为目标，共建甘肃文

化产业“互联网＋”产业新模式。

（四）抓住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

会契机

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是以丝路

文化交流为主题的一个国家级大平台，为甘肃

文化产业“走出去”提供了重要契机。通过国际

文化博览会的召开，可以实现区域间的跨文化

交流，突破区域内部的纵向传递界限，实现跨空

间文化要素的融合与交融。甘肃文化产业能够

借助国际文化博览会与“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

和地区进行优秀文化的集中对话与交汇，实现

文化要素的重组与文化资源的挖掘。同时，通

过文博会的举行，加大旅游业和创新性文化产

业发展投入，吸引资金、人才、信息、技术等生产

要素服务于甘肃文化产业，进一步加大甘肃在

文化产业领域的开放。

（五）大力培育甘肃高素质文化产业建设

人才

人才是制约甘肃文化产业“走出去”的关

键因素，甘肃文化产业又好又快发展，人才建

设势必先行。第一，要完善人才引进政策的优

化设计，加大对文化产业高新技术人才和具有

综合人文视野的复合型人才的引进与培育，建

立合理的薪资、分红等激励机制，引入外来高

素质文化产业建设人才助力甘肃文化产业发

展壮大。第二，强化甘肃本地文化产业专业人

才的培育工作，分部门实施相异的支持和鼓励

政策。为高校优质毕业生营造良好的工作环

境，出台“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用活人才”的相

关政策；针对本省各大高校、科研机构、政府、

企业的文化产业高精尖人才，建立文化产业专

家库，组建自己的文化产业专家智库。第三，

加强文化产业人才的技能培训，利用“一带一

路”建设带来的重要合作机遇和交流空间，不

断推进人才“走出去”交流政策，将人才培养从

理论推向实践，提升文化人才的国际化视野和

专业技术综合能力。

　　（摘自《社科纵横》２０２１年第４期

张雅丽／摘编　武新力／校）

作者简介：徐子超，兰州大学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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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甘肃省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形势分析

陈玉宝　宋健兴

　　一、公共服务制度框架和目标体系已基本

建立

（一）国家层面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公

共服务均等化”；２０１２年，我国第一部基本公共服

务发展规划———《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

五”规划》颁布；２０１７年３月，国务院印发《“十三

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党的十八

大提出，到２０２０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

现，明确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保障人人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是政府职责。

国家“十四五”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纲

要提出，到２０２５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明显提高，要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城镇

调查失业率控制在５５％以内，全民受教育程度

不断提升，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

到１１３年，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基

本养老保险参保率提高到９５％，卫生健康体系

更加完善，人均预期寿命提高１岁。

（二）省级层面

２０１７年８月，甘肃省政府印发《甘肃省“十

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这是甘

肃省第一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规划，为推进

全省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发展提供了政策依

据。《规划》设立“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专章，以

制度建设统领主要民生领域基本公共服务，建

立统筹协调、财力保障、人才建设、多元供给、监

督评估五大实施机制，同时制订了“十三五”基

本公共服务清单，将８个领域（公共教育、劳动

就业创业、社会保险、医疗卫生、社会服务、住房

保障、公共文化体育、残疾人服务）、８０个服务项

目分为费用补贴、服务提供、制度保障三大类。

《甘肃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二Ｏ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实

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全民受教育程度持

续提升，卫生健康体系日益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更加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

二、甘肃省总体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经过５年奋斗，２０２０年甘肃省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规划总体目标基本实现，主要指标基

本达到或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广大群众享有基

本服务的可及性显著提高。

一是公共教育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学前

三年毛入园率达到９３％，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９６６％，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县（市、区）的比例为

８０５％，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９５％。二是基

本劳动就业创业服务取得新进展，城镇新增就

业３５６８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３２７％，农民工

职业技能培训５５８万人次。三是基本社会保

险服务全面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９８％，基

本医疗保险参保率９７１８％。四是基本医疗卫

生能力逐步增强，人均预期寿命７４岁，孕产妇

死亡率１２８８／１０万，婴儿死亡率３３７‰，５岁以

下儿童死亡率４５‰，每千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

数６８张，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数６７人，每千

常住人口执业（助理）医师２３人。五是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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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养老床位中护理型床位

比例３３１％，生活不能自理特困人员集中供养

率５７５％，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３２张。

六是基本住房保障力度显著加强，城镇棚户区

住房改造８２８万套，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户、

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贫困残疾人家庭等 ４

类重点对象农村危房改造５８４万户。七是基

本公共文化体育服务繁荣发展，公共图书馆人

均到馆次数 ０３４次，人均参与文化活动 ０８８

次，广播人口覆盖率９９３１％，电视人口覆盖率

９９４１％，人均体育场地面积１７２平方米（基本

达标），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３３６％。

八是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持续优化，困难残疾

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覆盖率大于

９５％，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９５１２％。

三、面临的形势

“十四五”时期，在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

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大背景下，推动甘肃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持续提升是今后５年

的重大任务，面临新形势和新要求。一是财政

供给面临挑战。经济增速换挡期财政增收难度

加大，民生投入保障面临较大压力。甘肃省转

移支付依存度较高，同时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比例又高，２０２０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８７４５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４１５４９亿

元，其中民生支出３３２０７亿元，占８０％。鉴于

此，今后５年或更长时期，提升甘肃基本公共服

务供给水平，主要依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二

是就业压力持续增大。就业是民生之本，保就

业居“六保”之首，面对疫情防控和产业转型升

级，岗位需求问题和结构性就业矛盾并存，尤其

是低收入人群就业难度加大，对基本民生保障

政策创制、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改革、社会救助管

理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三是服务需求更加多

元。人民群众对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水平有了新

要求，多样化、多层次需求更加明显，需要调整

服务供给结构以匹配新的需求。城乡一体化加

速推进，公共产品短缺、可及性低与新型城镇化

发展的矛盾将越来越突出，亟需破除城乡二元

制度性障碍。四是老龄化进入高速增长期。保

守估计，２０２１年甘肃６０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

４７０万人，“未富先老”和“少子老龄化”并存，社

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压力加大，小型化和空巢化

使家庭抗风险能力降低，养老育幼、疾病照料、

精神慰藉等问题日益凸显。五是服务方式将发

生深刻转变。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

计算等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推动基本公共服务

供给方式和服务模式不断创新，公共服务整体

效能将进一步增强，公共服务管理模式将产生

深刻转变。六是城乡、市（州）之间发展不均衡

现象突出。城乡居民社会福利和保障差距较

大，农村学校空心化和城镇学校大班额现象并

存，农村在健身器材、健身场所、医疗卫生、养老

等方面投入少、水平低等；省内各市（州）之间在

公共体育、公用事业、生态环境、政务服务以及

公共文化等领域的发展不均衡问题突出。七是

部分领域短板弱项问题明显。全省平均千名老

年人拥有床位数基本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但其

中８１％设在城乡社区日间照料中心，护理床位

数仅占５％；全省公办幼儿园数量少、设施配套

滞后、师资力量不足，普惠性偏低；部分残疾人

无法实现托养、康复服务、就业培训等，残疾人

辅助器具适配率不到３５％。八是社会力量参与

不足。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环境等方面

影响，社会资本进入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渠道不

畅，尤其在教育、医疗等领域缺少实力强、层次

高、业务精的大企业大集团参与。

四、对策建议

“十四五”时期，甘肃将步入全面推进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我们要以２０３５年全国基本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努力实现５个

转变，即由“总体实现”向“全面实现”转变、由全

覆盖向高水平转变、由补短板向普惠制转变、由

不均衡向均等化转变、由有疏漏向精准化转变，

特别要在基本劳动就业和涉及“一老一小”基本

社会服务方面，尽早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不断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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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一）加大财政转移支付支持力度

用足用好用活国家出台的各项惠民利民政

策措施，精准谋划民生项目，积极争取国家支

持。优化使用一般公共预算、国有资本预算及

政府性基金预算，加大对禁止开发区域、重点生

态保护区域等专项的转移支付力度。对于巩固

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地区考虑设置专项扶持

资金。

（二）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民生服务

创新政府投融资方式，扩大公共服务市场

放开领域，建立民间投资公共服务的财政资助

机制，引导社会资本进入非营利、公益性服务领

域，鼓励工商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制定政

府采购基本公共服务清单目录，充分利用资金、

土地、税收和政策资源，鼓励支持企业、社会组

织参与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投资，积极撬动市场

力量和社会力量，推进公共服务降成本，提质

量，扩范围。

（三）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

着眼于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全局，围绕“补短

板、强弱项、提质量”，发展与甘肃省经济社会相

适应的基本公共服务格局。一方面，要进一步

构建政府与市场相互促进的体制机制，制定法

规政策，充分调动全社会共同进入公共服务领

域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需要优化基本公共服务

资源配置结构，尤其是就业、养老托育和文化体

育等资源配置，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扩大的

社会公共服务需求。

（四）提高基层基本公共服务能力

一是要加大各种资源对基层的倾斜力度，

把人财物更多地引向基层，特别是脱贫地区和

城镇人口集聚区；二是要加强队伍建设，注重人

力资本培训和激励，提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

人员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三是搭建社会组织

培育孵化平台，拓展社会工作者服务平台，探索

完善基层多元服务供给模式。

（五）运用新技术优化公共服务

新技术变革能够催生新需求、新产品、新动

力，能够消除城乡壁障、促进供给主体变革，对

基本公共服务有极大地创新推动作用。要积极

探索将区块链和大数据等新技术运用到医疗、

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中造福百姓。要以新型

基础设施向农村拓展建设为契机，通过注入科

技要素弥补城乡发展差距，让广大农村地区也

能享受到高效、便捷、智能的基本公共服务。

　　 （摘自《甘肃高质量发展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６期

张雅丽／摘编　沈凯心／校）

作者简介：陈玉宝，社会发展研究室主任、高级经济师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

（上接第２页）

九、绿色发展稳步推进，十大生态产业较快

增长

初步核算，前三季度，全省十大生态产业增加值

１９０１０亿元，同比增长１９０％；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

的２５７％，比重比去年同期提高３３个百分点。

总的来看，前三季度全省经济持续稳定恢

复，稳中向好。同时也要看到，外部环境不稳

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经济恢复仍不稳固、

不均衡，经济持续稳定恢复的基础仍需巩固。

下一步，全省各地各部门要按照省委、省政府既

定工作部署，在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

下，进一步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坚持目标导向、

问题导向、结果导向，深挖经济增长潜力，确保

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

　　（摘自《省情咨文》２０２１年第５期

张雅丽／摘编　井虹／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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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研究

———以甘肃段为例

韩建民　牟　杨

　　一、问题的提出和文献梳理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顺应时代潮

流，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揽伟大斗

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不断满足

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

种风险挑战，必须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上下更大功夫。依据平等参与、共同协商、

相互合作的原则，鼓励、支持、引导多元化主体

共同对公共事务进行治理，将过去主要依靠政

府管理逐渐转变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形成以

政府为主导，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个人各取所

长、积极参与的治理格局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未来的发展

必然要统筹兼顾资源开发和生态保护，以生态

环境协同治理为主要手段，实现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共赢，最终实现既要“绿水

青山”也要“金山银山”，让“绿水青山”科学转

化为“金山银山”。

黄河流域甘肃段处于甘肃省政治、经济、文

化、社会发展的关键区域，对甘肃省乃至全国的

生态保护和水源涵养具有战略价值。同时，黄

河流域甘肃段发展基础相对薄弱，面临着较大

的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压力，农业和工业生产活

动极易对流域生态造成破坏，脆弱的生态环境

条件又加剧了生态保护和发展的复杂性。黄河

流域甘肃段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目标任务具有

复杂性，仅靠单一主体或地方难以有效完成，需

要多个市州和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协同治理的

理论视角和实践方式有助于化解不同地域、主

体、领域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权责矛盾，调动各方

积极性，强化政策、资本、技术、人才等各类要素

支撑，增强治理的系统性和协调性，挖掘生态保

护和发展潜力，促进区域内的高质量、可持续发

展。因此，从协同治理的视角出发分析黄河流

域甘肃段的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具有较强的现实

必要性。

（二）文献梳理

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是近些年国内的一个研

究热点，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集中出现在党的

十八大召开之后。余敏江（２０１５）认为：需通过

培育利益共享体、责任共同体，使地方政府、企

业、社会公众形成有机的合力，实现区域生态环

境治理的“协同化”。李礼等（２０１６）提出：实现

生态环境的协同治理，需要构建有效的承诺与

合作机制、信誉机制、信息沟通机制、激励机制

以及监督机制。司林波等（２０１８）认为：生态环

境协同治理模式的实现，必须健全决策与预防、

参与执行、沟通协调、信息共享和互信、政绩考

核与监管、生态补偿机制等协同治理机制。崔

晶等（２０２０）提出：从治理纬度上来说，科层发包

型协作、适应调整型协作、市场契约型协作和多

元参与型协作四种治理策略的选择，影响着生

态环境协同治理的达成；从治理经度上来说，生

态环境协同治理的达成受到协作主体间学习路

径的影响。田玉麒等（２０２０）提出：将协同治理

嵌入跨域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过程，具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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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可能性。协同治理是生态环境治理的有效

手段，既要做到不同地区及其主体之间的协同，

作为主导力量的政府也要做到政府间及其内部

的协同，最终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的生态文明

协同治理机制。

作为协同治理理论的发源地，西方学者早

于我国运用协同治理理论对流域生态环境治理

问题进行了研究，相关研究最早出现于经济学

领域。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１９８５）认为：要综合发挥市场和

政府的作用。Ｏｓｔｒｏｍ（１９９９）总结出清晰界定边

界、占用和规则与当地条件一致、集体选择的安

排、监督、分级制裁、冲突解决机制、对组织权威

最低限度的认可、分权制企业等８项公共资源

制度设计原则，对流域的协同治理具有极高启

示意义。ＳｕｅＧｏｓｓ（２００１）提出：通过协商机制，

建立多元主体利益的协调组织，在协调各方主

体关系的基础上，由一体化的流域机构进行跨

流域的综合治理。ＫＡＲＬ－ＨｅｉｎｚＲｏｔｈｅｒ（２００６）

认为：莱茵河流域实行的正是国家政府多部门

合作治理模式，设置了综合流域管理机构。

Ｃｏｎｔｒｅｒａｓ（２０１０）提出：公众参与、民主发展和对

权力的约束，是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重要

影响因素。Ｌｏｃｋｗｏｏｄ（２０１０）指出，尽可能吸纳

多元化的主体参与协同治理，促进治理主体的

结构、功能同生态环境问题的影响相对应。Ｈｅｉ

ｊｄｅｎ（２０１３）提出：成功的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案例

能够树立系统性、整体性标准，需要注重对案例

的剖析和推广。Ｅｒｉｃｋｓｏｎ（２０１５）认为：不断针对

不同的目标开展协同治理，促使将协同治理的

目标和手段聚焦于整体生态环境系统的保护性

利用上。西方发达国家在流域协同治理方面已

经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实践，引入政府之外的

主体参与，运用制度化手段，由政府承担主要治

理任务已经是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流域协同治理

的成熟模式。

二、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环境协同治理

体系

党的十九大提出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

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

系。２０１８年５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

境保护大会上指出，要加快建立健全以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的生态文明制度体

系。２０２０年３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联合印发了《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

指导意见》，指出要坚持多方共治，明晰政府、企

业、公众等各类主体权责，畅通参与渠道，形成

全社会共同推进环境治理的良好格局。李晓亮

等对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体系进行研究，并提出：

明确划分各主体的责任，梳理清晰的目标；明晰

政府主体的职责，采取最有力的监督考核；依靠

市场主体的创新；注重调动全社会的力量；促进

与宏观决策体系、各项政策制度之间的协调；完

善配套性措施是建立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体系的

基本要求。

（一）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体

系及运行机制

明确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体

系的主体结构、组成部分和运行机制，能够为分

析和开展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提

供基本框架和制度性依托。黄河流域甘肃段的

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体系的基本功能是对黄河流

域甘肃段涉及生态环境的公共事务进行监督管

理，打击污染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统筹推进黄

河流域甘肃段的生态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不

断提高流域内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健全完善黄河流域甘肃段的生态环境立法，

确保生态环境法律法规的切实执行，推动黄河

流域甘肃段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法治化；从技

术层面强化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环境的污染防

治和恢复、修复能力，加强对生态环境状况的监

测，对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和危机及时预警；开

辟并畅通渠道，动员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个人

等主体积极、广泛参与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环

境协同治理全过程。黄河流域甘肃段的生态环

境治理体系的主要参与主体是政府、企业、社会

组织和公民个人。黄河流域甘肃段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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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治理体系应当充分整合不同区域、不同领

域的主体，为各个主体划定清晰的行动边界和

清楚的职责范围，以政府主体为主导，搭建所有

主体共同参与治理过程的平台，协调不同主体

之间形成联动和协同关系，并且提升各主体内

部的协同性，凝聚协同治理合力，及时反馈和共

享治理信息，促进区域间协同，通过严格的监督

和问责保证各项协同治理措施的落实，提升流

域内生态环境治理的协同化水平，最终形成常

态化运行机制，达到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保护

和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结果（见图１）。

图１　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环境协同

治理体系运行机制框架图

（二）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体

系构成主体

单一主体的资源、力量和效率毕竟是有限

的，难以在较大的空间范围内和时间跨度上持

续、高效、精细地发挥作用，不可避免地会留下

治理的空白、短板和盲区。因此，这就需要整个

社会的利益相关者集体参与，通过有序、合法的

步骤投入治理任务中，尽自己所能应付各种困

难。运用协同治理理论分析和解决黄河流域甘

肃段的生态环境问题，则应当需要多个主体共

同且协调参与治理全过程。黄河流域甘肃段生

态环境协同治理体系构成主体主要包括：负责

运用公共权力处理生态环境及相关事务的政府

主体、包括各类企业在内的市场主体、与生态环

境事务相关的社会组织在内的社会主体、公民

个人主体。依据每个主体的性质和特点，对应

处理与其相关的公共事务和公共问题。

（三）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体

系中各主体角色定位

１．政府主体

政府主体的主要职能是：明确生态环境协

同治理的目标和路径，制定关于生态环境协同

治理的各项战略规划，提供政策支持；健全完善

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制度设计，对根本性、长远

性、大局性的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任务进行部署；

密切流域内不同区域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增

强区域间的协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

定性作用，促进企业向绿色环保转型升级，引导

企业参与生态环境资源的合理开发和科学经

营；搭建多方参与的平台，拓宽参与渠道，及时

充分公开信息，开展广泛宣传教育，鼓励引导社

会组织和公众个人参与生态环境治理；政府为

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投入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财

政资金；进行常态化的生态环境污染监管，惩处

污染破坏生态环境的责任人，对已经遭受破坏

的生态环境实施修复；政府还需要推动生态环

境协同治理的法治化，建立健全开展生态环境

协同治理所需的各项法律法规，完善执法制度，

提高执法能力，保证法律法规的有效落实，同时

以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为依托，对涉及生态

环境的犯罪行为人予以法律制裁，加强生态环

境协同治理的司法保障。

２．市场主体

企业是最基本的市场主体，在生态环境协

同治理体系中的角色是经营者和补偿者，同时

也是将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产力优势的直接

承担者。生态环境资源转化为经济社会效益离

不开企业参与经营开发，以“两山”理论为指引，

企业需要发挥生态环境治理主体作用，采取绿

色手段经营生态环境资源，带动黄河流域甘肃

段的产业转型，积极从事与生态环境治理有关

的业务，在避免污染和破坏的前提下，最大化地

将生态环境资源转化为经济社会效益，为生态

环境协同治理提供动力。由于行业限制，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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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消耗自然

资源，向环境中排放污染物，这类企业作为开发

生态环境的受益者需要专门提供资金进行生态

环境补偿和修复，同时不断提升自身的无害化

水平。

３．社会主体

与生态环境事务相关的社会组织构成了生

态环境协同治理体系中的社会主体，社会主体

是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重要辅助力量。社会主

体作为第三方，可以较为独立客观地监督政府

和市场主体的生态环境治理行为，评价生态环

境治理成效；在生态环境治理政策制定过程中

提供政策建议参考，促进政府做出科学合理的

决策；配合政府主体落实生态环境治理政策，填

补政府的执行空白；参与社会与企业的合作，提

升企业主体转化生态环境资源的公益性；以公

共组织的身份表达公共利益诉求，举报违法行

为，及时反馈最新的研究信息和成果，提供专业

技术支持；普及生态环境保护理念，凝聚生态环

境治理共同认同；站在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立场

上，调解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优化主体间

的关系，减少治理过程中的分歧。

４．公民个人主体

公民个人主体是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体系

中最广泛的参与者。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持

续深入推进，离不开每一个个体的认同和支

持，这就需要公民个人参与，最终将治理实践

内化为一种自觉行为。如果公民个人能够发

自内心地认同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同时积极主

动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全过程，则有助于彻底

打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首先，公民有自觉

遵守各项法律法规的义务，杜绝为了自身利益

而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在生活和生产的区域

内主动配合和响应环境保护工作；其次，公民

个人能够在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搭建的平台

上广泛参与各类生态环境保护、开发和修复事

务；最后，公民个人可以更加自主地对其他治

理主体进行监督。

三、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环境协同治理

现状

（一）黄河流域甘肃段概况

１．黄河流域甘肃段范围界定

黄河流域甘肃段是指黄河在甘肃省境内流

经的流域范围，包括兰州、甘南、临夏、武威、白

银、定西、天水、平凉、庆阳等９个市州的５９个县

市区。干流全长 ９１３公里，分为玛曲段 ４３３公

里、临夏段１１４公里、兰州段 １５２公里、白银段

２１４公里。流域内有大夏河、洮河、大通河、湟水

河、葫芦河、牛头河、渭河、河、达溪河、泾河、

四郎河、马莲河、蒲河１３条主要支流。据《２０１９

年甘肃发展年鉴》统计，黄河流域甘肃段总面积

为 １４．５９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

３４．２６％。

２．黄河流域甘肃段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黄河流域甘肃段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四通

八达，西靠青藏高原，南通秦岭和四川盆地，东

穿黄土高原，北连祁连山脉和河西走廊，恰好覆

盖了甘肃省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发展

的中心区域。根据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甘肃年鉴》、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甘肃发展年鉴》整理的数据可以

得出，２０００—２０１９年间，黄河流域甘肃段 ＧＤＰ

总量从７３２．２亿元增长到６５８２．５５亿元，占甘肃

省ＧＤＰ总量的比重从６９．５４％上升到７５．５０％。

黄河流域甘肃段人口规模一直维持在 １９００

万～２１５０万人，占甘肃省总人口的 ８０％左右。

因此，黄河流域甘肃段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相

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甘肃省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另一方面，黄河流域甘肃段区域内的经济

社会发展条件和水平差异较大，属于欠发达地

区，部分县区位于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内，

一些已脱贫的县区仍然面临着较大的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的压力。

３．黄河流域甘肃段的生态价值

黄河甘肃段的干流占黄河干流总长度的近

１／５，处于黄河上游承担着生态环境修复、水土

保持和水污染防治三大艰巨任务，仅就水土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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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问题而言，黄河流域甘肃段水土流失面积

１０．７１万平方公里，占黄河流域甘肃段总面积的

７５％，平均每年流入黄河的泥沙达４．９２亿吨，

占黄河流域年均输沙量的３０．８％，能够对下游

的水资源安全、工农业发展、生态环境产生重要

影响，因此黄河流域甘肃段是重要的生态安全

屏障。黄河流域甘肃段是黄河全流域主要的水

源补给、涵养、调蓄区之一，入境水量为８０亿立

方米，而流出水量为３００亿立方米，以占黄河流

域５％的面积补充了黄河全流域２０％的水资源

量。黄河流域甘肃段又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缺水

问题，常年干旱少雨，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流

域内多年平均降水量４００多毫米，人均水资源

量和亩均水资源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１／３和

１／５。黄河流域甘肃段用４４％的水资源量支撑

着甘肃省８０％的人口和经济总量。可见，黄河

流域甘肃段有着重要的生态价值，在整个黄河

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和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具

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二）黄河流域甘肃段河流生态环境状况

１．黄河流域甘肃段河流水质状况

黄河干流和主要支流的水质是反映黄河流

域甘肃段生态环境状况的基础性指标，是黄河

流域甘肃段生态环境状况的最直观反映，从近

１０年甘肃省对黄河流域甘肃段干流和主要支流

水质监测数据来看，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间，黄河流域

甘肃段干流水质达到了Ⅱ类和Ⅲ类，其中Ⅱ类

占比从６６．６７％上升到 ８０％，Ⅲ类水质占比从

３３．３３％下降到２０％。到２０１６年，黄河流域甘

肃段干流水质１００％达到了Ⅱ类，即优等水平，

水质明显改善。２００９—２０１９年间，黄河流域甘

肃段干流没有出现过Ⅲ类以下水质，水质整体

可以实现良好或优等的水平。

总的来看，黄河流域甘肃段主要支流的水

质不如干流。２００９—２０１９年，每年都会出现Ⅲ
类以下水质，甚至一度出现过Ⅴ类和劣Ⅴ类水

质，这意味着一些支流出现过重度污染。从所

占比重来看，Ⅲ类以下水质占比从最高时的

４５．４５％下降到了２０１９年的８％。从２０１７年至

今，一些支流的水质达到了Ⅰ类，占比稳定在

４％。截至２０１９年，黄河流域甘肃段主要支流

的Ⅲ类及以上水质占比达到了９２％，经过治理，

绝大多数主要支流的水质都可以达到良好或优

等的水平，但是部分支流的污染问题仍未得到

有效解决。黄河流域甘肃段支流众多且复杂，

如果支流的污染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将给干流

的治理造成压力。

２．黄河流域甘肃段河流泥沙量情况

黄河流域甘肃段内有大面积的黄土地质构

造，容易出现水土流失，在过去较长一段时期的

乱砍滥伐和过度放牧更加剧了水土流失，黄河

流域甘肃段成了黄河的泥沙主要输入地之一。

根据２０００—２０１９年《黄河泥沙公报》整理的数

据可以得出，黄河流域甘肃段的泥沙量呈现出

波动变化的趋势，２０１８年泥沙量最高，达到了

１１５２０万吨；２００９年泥沙量最低，为９３０吨；２０１９

年，泥沙量达到了２４７０万吨。近２０年间，黄河

流域甘肃段泥沙量变化较大，最大差值达到了

１０５９０万吨。从２００９年开始，黄河流域甘肃段

泥沙量趋于稳定，除２０１２、２０１８年外，总体稳定

在９００万～２５００万吨。

（三）黄河流域甘肃段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

环境关系实证分析

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追求的

结果是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

之间关系的平衡。因此，通过分析 ２０００—２０１９

年黄河流域甘肃段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之

间的关系，有助于更加直观地理解和把握近些

年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现状。

１．实证分析思路与指标选取

通过 ＥＫＣ模型结合黄河流域甘肃段的经

济、人口、河流泥沙量有关数据比较分析，得出

经济发展、人口增长与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环

境状况之间的相关关系，以此验证经济社会发

展对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环境影响的规律和趋

势，从而判断近年来黄河流域甘肃段经济社会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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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状况，为分析生态

环境治理现状提供参考。

大部分学者所用的ＥＫＣ函数曲线的分析方

法包括截面数据分析法、时间序列分析法和空

间面板数据分析法。截面数据描述的是现象随

时刻的变化情况，分析方法属于横向研究；时间

序列数据描述的是现象随时间的变化情况，属

于纵向研究；空间面板数据分析法用于分析具

有较大差异的省、地区间的研究。采用截面数

据等于暗含了所有国家（或地区）都有相同的发

展路径，而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黄河流域甘

肃段内９个地州市的气候、地理环境、经济实

力、社会发展、人口规模、生态环境治理侧重点

存在一定的差异，对流域内生态环境治理的重

要性认识也有不同，所以对模型的研究方法选

取时间序列研究法即纵向研究法。

生态环境指标和经济社会指标是运用环境

库兹涅茨曲线开展实证分析的关键性指标。国

内外学者普遍采用区域内的 ＧＤＰ总量或人均

ＧＤＰ、人口规模作为经济社会指标，将河流泥沙

量、森林覆盖率、绿地面积作为生态环境指标。

本文主要从整体层面实证分析黄河流域甘肃段

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现状，选

取黄河流域甘肃段内的ＧＤＰ总量、人口规模、河

流泥沙总量作为指标，整理２０００—２０１９年间三

项指标分别对应的数据。

将ＧＤＰ总量作为自变量是因为经济发展一

般与生态环境破坏存在正相关性，将人口作为

自变量是因为人口规模的增加一般会加重生态

环境压力，本文用 ＧＤＰ和人口指标衡量流域内

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黄河干流及其支流泥沙

量的多少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反映黄河流域

甘肃段的生态环境状况好坏，流域内生态环境

协同治理的重点也是对河流水生态环境和水生

态系统的治理，本文用河流泥沙量指标衡量流

域内生态环境状况。同时需要明确，使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９年间的数据进行分析，并不能百分

之百精准反映流域内生态环境受经济发展和人

口增长影响的情况，只能反映基本的趋势。

２．数据来源说明

对黄河流域甘肃段整体的研究，本文选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９年作为时间跨度，ＧＤＰ总量作为经

济发展指标，年末总人口作为人口指标，河流泥

沙量作为衡量生态环境变化的指标。ＧＤＰ、人

口、河流泥沙量数据主要基于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

《甘肃年鉴》、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甘肃发展年鉴》和

２０００—２０１９年《黄河泥沙公报》整理。

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ＥＫＣ）模型分析

ＥＫＣ模型一般包括线性模型、二次函数模

型、三次函数模型、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函数模型和指数函

数模型等。其中，线性函数、二次函数和三次函

数是模型分析时最常用到的，计量模型公式为：

Ｙｉｔ＝α０＋α１Ｘｉｔ＋α２Ｘｉｔ２＋α３Ｘｉｔ３＋βｉｔ
其中Ｙ表示生态环境（河流泥沙量）指标；

α０表示个体效应，是截距项；α为解释变量的待

估计系数；ｔ代表时间指标（ｔ＝１……Ｔ）；ｉ表示

个体或区域指标（ｉ＝１……Ｎ）；Ｘ为人均 ＧＤＰ

和人口指标；βｉｔ表示误差项。当 α１＞０，α２＝０，

α３＝０时，模型为单调递增、单调递减直线；当

α１＞０、α２＜０、α３＝０时，模型呈倒 Ｕ型曲线，即

流域内生态环境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多而被

破坏，当流域内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达到一定

程度（即曲线顶点）时，生态环境破坏程度呈下

降趋势，环境逐步得到改善；当 α１＜０、α２＞０、

α３＝０时，曲线呈 Ｕ型，即流域内生态环境随着

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多而改善，当经济发展和人

口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生态环境破坏程度随

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多而加剧；当 α１ ＜０、

α２＜０、α３＞０时，曲线为倒 Ｎ型，与 Ｕ型一样，

随着流域内经济继续发展和人口持续增多，生

态环境破坏问题得到改善；当 α１＞０、α２＜０、

α３＞０时，曲线为Ｎ型，与倒Ｕ型一样，随着流域

内经济继续发展和人口增多，生态环境破坏问

题会继续出现，且逐渐加剧。

黄河流域甘肃段ＧＤＰ和生态环境状况关系

如下：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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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２０００—２０１９年间黄河流域甘肃段

ＧＤＰ和河流泥沙量数据，曲线拟合结果见表１。

仅观察表中的拟合优度（Ｒ方）可以看到，三次

方程最高，二次方程次之，最低是一次方程。但

是仅凭拟合优度对数据分析还不能最终确定最

优拟合曲线，还需要结合方差分析和回归系数

的显著性检验结果进行综合考量。二次方程的

回归系数不显著，其概率值为０．０９５；三次方程

的回归系数为 ０．８９８，大于其显著性水平。所

以，二次方程和三次方程不可用，二次曲线和三

次曲线模型并不是最优的拟合曲线。黄河流域

甘肃段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状况关系的最优拟

合曲线是线性。回归的最优方程式为：Ｙ＝

０．０７４Ｘ＋２７６３．８９７。
表１　黄河流域甘肃段ＧＤＰ与河流

泥沙量回归分析结果

　　黄河流域甘肃段人口规模和生态环境状况

关系如下：

分析２０００—２０１９年间黄河流域甘肃段人

口规模和河流泥沙量数据，曲线拟合结果见表

２。观察表中的拟合优度（Ｒ方）可以看到，一次

方程为０．０００，二次方程、三次方程均为０．０２６。

三次方程的二次项系数等于０。因此，一次方程

和三次方程不可用，一次曲线和三次曲线模型

并不是最优的拟合曲线。黄河流域甘肃段人口

规模和生态环境状况关系的最优拟合曲线是二

次曲线。回归的最优方程式为：Ｙ＝８５１．４０７Ｘ－

０．２０７Ｘ２－８７４０３３．６６７。

表２　黄河流域甘肃段人口规模与河流

泥沙量回归分析结果

　　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ＥＫＣ）模型分析的结

果来看，黄河流域甘肃段内的 ＧＤＰ总量与河流

泥沙量之间的关系呈现正向线性，拐点尚未出

现，回归曲线并非标准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人口规模与河流泥沙量之间呈现出倒 Ｕ型曲

线，在一段时间内人口规模的扩大导致了流域

内生态环境的破坏，在２０１１年出现了拐点。在

这一时期内，“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逐步树立起来，甘肃省开始重视对生态环境的

协同治理，人口总量增加的同时也在大力推进

“封山禁牧”“封山育林”“退耕（牧）还林”“退耕

（牧）还草”工作，生产和生活方式有所改观，对

水土的涵养和保持能力增强，生态环境状况出

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结合具体年份分析，伴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河流泥沙量仍然有增加

的趋势，生态环境协同治理面临的形势依然

严峻。

（四）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环境协同治理

现状

１．采取了一系列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措施

黄河流域甘肃段现行生态环境治理核心措

施是全面推行河长制。２０１７年６月，甘肃省明

确在省内所有江河、湖泊、洪水沟道全面推行河

长制。黄河流域甘肃段全面推行河长制的主要

目标是地表水环境质量稳中趋好，地级城市建

成区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河道乱占乱建、乱围乱

堵、乱采乱挖、乱倒乱排等现象有效遏制，重点

河湖岸线利用规范有序，河湖水事秩序良好，水

生态环境整体改善，生态功能持续提升。黄河

流域甘肃段全面推行河长制的主要任务包括了

严格水资源管理、强化水域岸线管理、加强水污

染防治、规范河湖采砂管理、实施水环境治理、

推进水生态修复、加强行政执法监管等。目前

黄河流域甘肃段干流和主要支流已经按照省、

市、县、乡镇（街道）四级，分级分段设立了河长，

由同级党委和政府的负责人担任。河长制还强

调了政府部门内部、政府与非政府主体、不同区

域之间各司其职和协同一致，增强黄河流域甘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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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段生态环境治理主体的参与意识，形成治理

合力。

黄河流域甘肃段将“以水定城、以水定地、

以水定人、以水定产”作为生态环境治理的要

求，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

头治理，合理规划人口、产业发展，致力于形成

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

间山清水秀，安全和谐、富有竞争力和可持续发

展的生态环境格局。加强流域内重点生态功能

区的保护与修复，科学调配和利用有限的水资

源。加强水源地保护，防治草原和水源涵养地

的土地沙漠化。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发展节水

型、环保型农业，探索“农业 ＋旅游”产业模式，

净化美化河道环境，改善水质，治理水土流失。

为了增强黄河流域甘肃段府际生态环境协

同治理的协同性，２０２１年１月，兰州市分别与白

银市、临夏州、武威市签订了《兰州—白银黄河

干流联防联控合作协议》《兰州—临夏黄河干流

联防联控合作协议》《兰州—临夏湟水联防联控

合作协议》《兰州—武威庄浪河联防联控合作协

议》《兰州—武威大通河联防联控合作协议》，统

筹推进湟水河、大通河、庄浪河等黄河支流和黄

河干流的上下游及沿岸生态环境治理联动，明

确规定了相关区域在联合巡查、信息共享、问题

共治等方面的责任。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甘肃省印发了《甘肃省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立足甘肃省

是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黄河流域重要水源

涵养区、黄河上游高质量发展先行区、黄河文化

保护传承弘扬示范区四大战略定位，围绕主动

融入新发展格局、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紧扣生态修复、文化复兴和产业转型

三大任务，提出深入实施水源涵养、水土流失治

理、防洪能力建设、污染治理、绿色生态产业培

育、黄河文化传承等重大工程，着力构建黄河上

游生态保护空间布局和黄河流域甘肃段发展动

力格局。

除此之外，黄河流域甘肃段准确标注了全

部排污口的位置，加大对流域内工业企业、城镇

生活、农业农村、船舶码头的污染治理，加强对

已有良好及优等水体保护力度，增加对超标水

体整治的投入，持续提升水源涵养能力，排查流

域内的生态环境风险和隐患。同步实施包括生

态环境治理规划制定、污染防治攻坚、水土流失

防治、湿地建设、植树种草造林、产业转型升级

等全方位流域生态治理。

２．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存在

明显内部差异性

黄河流域甘肃段范围内的市州、县区之间

存在着较大的发展差异，各市州和县区的治理

分别有着不同的倾向，经济发展条件较好或位

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市州、县区将黄河流

域生态环境的保护作为优先甚至是第一位任

务，但是自然条件较差及面临较大减贫脱贫压

力的市州、县区倾向于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兼顾

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这就决定了黄河流域甘肃

段的生态环境协同治理难以形成合力，无法用

整齐划一的标准规范各地的治理举措，造成治

理的分割和离散，不可能实现最终治理效果的

一致。另一方面，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个

人之间的功能、价值偏好、利益诉求不同，在目

前的治理实践中同样缺乏协同一致，造成了目

前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环境治理出现了谁影响

力大且有作用，谁来推进的情况。最直观的一

个例子就是位于上游的市州、区县如果为了自

身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而牺牲生态环境，下游

的市州、区县不愿为其承担代价，于是可能选择

无视已经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甚至是加剧流域

内的生态环境问题。不具备影响力或者没有实

质作用的主体，也不愿意发挥自身独有优势参

与流域生态环境治理。

３．尚没有建立起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

目前黄河流域甘肃段还没有建立起生态环

境协同治理机制，各主体及其内部之间没有凝

聚起协同治理合力。各级政府之间仍然存在着

纵向、横向、内部的不协同，政府主体的主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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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没有充分发挥。直接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相

关业务企业的合法利益和正当权益得不到保

障，对流域内生态环境存在威胁的企业依然有

违法生产经营空间，而且流域内的营商环境不

佳。流域内的社会组织还不具备参与生态环境

协同治理所需的规模、能力和实力，存在与政府

和企业发生冲突的风险。流域内的公民个人主

体缺乏正式和规范的参与途径，生态环境诉求

难以充分表达，不能形成有效的监督，公民个人

主体的广泛作用不能有效发挥。

４．生态环境状况实现了一定好转

从２０００—２０１９年河流泥沙量来看，既有泥

沙量呈现增加趋势的时期，也有泥沙量呈现减

少趋势的时期，从２００９年开始，除了个别年份

泥沙量偶然明显增加之外，黄河流域甘肃段的

泥沙量已经在波动减少。另一方面，根据

２００９—２０１９年《甘肃省生态环境公报》整理的数

据可以得出，在 ２００９—２０１９年间，黄河干流没

有出现过重度污染水体，到２０１９年黄河干流水

体实现了全优水平。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间，黄河支

流水体一直存在轻度污染和重度污染的情况，

其中２０１５年轻度污染水体的比例占到了４０％，

２０１９年重度污染水质消除且轻度污染水体比例

降到了 ８％，良好和优等水体的比例提升到了

９２％。这些数据充分说明，河流主要污染物中

有害成分的比重下降。再加之近年来政府对湿

地、森林、草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植被得到了

恢复，加大对水土流失的治理力度，黄河流域甘

肃段的生态环境状况已经出现了好转的拐点，

但是仍然面临着较大的泥沙量反弹压力。

四、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优

化路径

（一）政府维度

１．制定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环境协同治理

战略规划

由国家有关部门和甘肃省牵头制定了专门

适用于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战

略综合规划，流域内的各级各区域政府、企业、

社会组织、高校和科研院所、公众共同参与，明

确各个主体和区域在规划编制和实施战略规划

过程中的任务侧重点，填补战略规划的空白，指

引流域内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正确方向和科学

方式。着眼于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环境协同治

理的长期性和宏观性，在战略规划的内容中确

定各主体和各区域的功能定位，以及各主体和

各区域分工实施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原则；描

述流域内各个主体的功能和效用优势，不同区

域在经济基础、人文社会、自然资源、特色产业

等方面优势，以政府主体为协同主导者，以企业

为协同主体，文化交流为协同纽带，经济和技术

合作为主要手段，密切主体间、区域间的协同

配合。

２．建立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环境协同治理

机制

一方面，建立多元主体协同机制。发挥政

府的主导作用，组建专门负责黄河流域甘肃段

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领导和协调机构，摒弃过

去的命令和支配思维，将非政府主体视为平等

的合作伙伴，将其纳入流域内生态环境协同治

理的全过程。在政府和非政府主体间确立协

同、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坚持预防与治理并

重，打破观念局限，树立共同的目标和价值。畅

通非政府主体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优化政府

与非政府主体的互动程序，使非政府主体在生

态环境治理方面的正当诉求能够顺利进入正式

的流域内生态环境政策制定程序，被政府主体

接收，进而在流域内生态环境治理决策中被充

分体现。另一方面，建立政府主体内部协同机

制。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建立协同机

制，在维护中央政府权威的前提下，给地方政府

赋予与其承担的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事权相匹配

的财权和自由裁量空间。不断健全完善法治保

障机制，在国家层面制定关于流域生态环境协

同治理的综合性法律，加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

的地方性立法工作，发挥法律法规的约束和规

范作用，为参与流域内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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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提供行为标准。建立更加完善的监管机制，

强化对生态环境破坏和自然资源开发的全天候

监管，及时发现问题。更加严格生态损害赔偿

机制和污染物排放监管机制，充分运用排污收

费机制，将生态环境成本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

挂钩，因生产经营活动破坏环境和自然资源者

自身必须承担高昂的惩罚性代价。

３．调节不同主体间、不同区域间的利益

关系

生态补偿是实现黄河流域甘肃段内主体

间、区域间利益相对均衡化的重要手段，有助于

打破主体间、区域间的特殊利益壁垒，进一步完

善生态补偿机制，加大生态补偿的财政税收政

策支持力度，最大限度地给予利益受损的主体

和区域提供经济补偿。探索建立横向财政转移

机制，为传统的纵向财政转移支付机制提供补

充，提高转移支付的效率，减少转移支付的不必

要环节和误差。根据流域内各地州市的经济社

会发展状况和财政收入的基本规模，确定并动

态调整转移支付的资金规模、结构及运作方式，

同时建立起有效的监督管理制度，由经济社会

发展基础较好、财政实力较强的区域直接向经

济社会发展基础薄弱、财政困难的区域提供财

政资金转移。加强对利益关系的约束和规范，

根据既定的法律法规政策，政府可以引导不同

主体和不同区域，以协商的方式确定出具有较

强约束力的利益关系规则，由所有主体、各区域

共同遵守，将各主体和区域在流域内生态环境

治理过程中所能享受的利益和承担的义务明确

写入规则当中，说明违反规则后必须承担的责

任，详细规定违反规则给其他主体和区域造成

的损失应当如何补偿，由各主体、各区域相互督

促和制约以确保对规则的共同遵守。

４．充分发挥激励作用

在已经将生态文明建设相关指标纳入政府

政绩考核指标体系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政府

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将参与生态环境协同治理

的相关指标纳入流域内各级政府的绩效考核指

标体系中，提升相关指标所占权重，特别是将流

域内经济社会发展附带的生态环境代价、生态

环境协同治理产生的效益、流域内生态环境修

复情况、自然资源消耗、政府主体与非政府主体

的协同程度、本区域与其他区域的协同程度纳

入考核指标体系当中，将原有政绩考核目标和

奖惩向流域内 协同治理适当侧重。运用市场化

治理手段，建立健全排污权交易制度，加快排污

权交易的市场化，根据黄河流域甘肃段污染控制

目标向需要排放污染物的企业发放排污许可证，

并允许排污许可证在不同的企业之间进行交易。

将企业生产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负外部性货币

化，将生态环境成本转化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成

本，以此倒逼企业改进生产工艺，增加对污染物

处理设施设备的投入，提升绿色水平，减少污染

物排放。扩大对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环境协同

治理的财政投入规模，建立长期、持续、稳定的财

政投入机制，发挥政府财政的主力军作用。

（二）市场维度

１．推动产业转型和升级

在黄河流域甘肃段内培育新兴产业，发展

特色优质产业、绿色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建立流

域内的生态产业体系。大力发展“互联网 ＋”、

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航空航天、生物医药、

现代农业、新材料、清洁能源、生态环境修复和

美化、绿色金融服务、国际贸易、新能源汽车等

产业，为黄河流域甘肃段注入新兴产业发展动

能。保护性利用自然资源，以独特的文化风俗

资源为名片，发展以马铃薯、苹果、牛羊肉、中药

材为代表的特色农产品产业，以流域内特色饮

食为代表的食品深加工产业，红色旅游、民族风

情旅游、康养旅游、乡土旅游为代表的第三产

业，壮大特色优势产业的规模。以省会城市、地

级市、县（区）、乡镇、村（社区）为主要划分层级，

划定黄河流域甘肃段产业转型和升级的空间布

局，为不同产业提供空间承载。密切流域内不

同区域之间的分工协同，既有各区域的分工协

同，也要有同邻近区域的分工协同。根据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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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各区域的产业发展传统、基础设施配套能力、

科研和创新实力、财政投入能力、自然条件禀赋

确定适合其产业转型和升级的方向，并依据方

向确定分工。

２．发挥主体作用，优化经营管理，提升传统

产业生态环保水平

企业需要树立牢固生态环境保护的红线意

识，切实承担起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进一步

优化经营管理，减少企业内部成本，优先实现企

业内部协同。提高参与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经

济效益，优化企业内部管理流程，使用清洁高效

的生产技术，充分防范和应对企业面临的各种经

营风险。以产业现代化为目标，对造纸、能源、化

工、冶金、矿产开采等传统产业的生产技术工艺、

经营方式进行生态化改造，百分之百配备和使用

污染处理设备。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普及生物

肥料和生态防治病虫害技术，探索运用家庭农

场、合作社等集约化、专业化农业模式，及时通过

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了解农业信息、学习农业技

术知识，利用互联网开拓农产品市场，统一回收

处理农业废物和污染物，减少直排。

３．发展生态生产力

以生态发展理念为指引，调动流域内企业

参与生态环境治理实践，充分分析流域内不同

治理主体的特点、不同区域的生态环境特性和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统筹考虑流域内生态环境

协同治理包含的一切任务、要素和关系，促进生

态环境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之间形成和谐

相融的关系，协同、整体、系统地在生态环境治

理实践中孕育生态生产力。正如马克思指出

的：“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哈贝马斯也认为：

“技术和科学变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生态生

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生态环境治理技术的支撑，

通过发展生态环境治理技术，为生产力发展的

另一重要组成要素———劳动资料赋予资源节

约、可持续、再循环的生态属性。金融是支持生

产力发展的重要工具，金融资本应当主动肩负

起生态环境治理责任，参与黄河流域甘肃段生

态环境治理，发展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助力生

态生产力的发展。

（三）社会维度

１．壮大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

依据生态环境协同治理需要，扩大黄河流

域甘肃段的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规模，进一步

丰富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的种类，使流域内生

态环境治理涉及的宣传教育、技术支持和研发、

政策咨询、治理成效评估、监督、矛盾调解、治理

行动的组织等领域都有相应的专业生态环境类

社会组织存在并运营，填补社会主体的短板和

空白。加强自身建设，明确生态环境类社会组

织的合法地位，设立科学明确的组织目标，制定

组织章程，建立组织的各项内部管理制度，加强

财务管理和审计，规范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行

为，增强组织的自律性。充实自身的人力、专业

技术和资金资源。建设由专业化、高素质、职业

化人员组成的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人才队伍。

２．扩宽流域内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渠道

不断拓宽流域内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渠道，

搭建更多平台，提升流域内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

组织化水平。在黄河流域甘肃段内组织多种多

样的植树种草、科普宣传、垃圾回收、生态环境状

况调查等活动，为公民个人提供参与流域内生态

环境协同治理的专业化指导及服务，协助公民个

人维护自身生态环境权益，监督政府落实生态环

境治理措施和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成为公民个人

与政府、企业沟通对话的中枢，引导公民个人有

序参与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建立公民个人与政

府、社会组织之间的信任关系，强化全社会的生

态环境意识和维权意识，激发全社会参与生态环

境协同治理的责任感、使命感。

３．提升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能力

首先，流域内的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需要

进一步提升服务能力，推动组织运行管理百分

之百公开透明，加强自我监督，主动接受来自组

织外的监督，并加强宣传，使全社会形成对生态

环境类社会组织的正确认识，不断提升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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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认可程度和公信力；其次，进一步改善生态

环境类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化解以往与政

府之间存在的对抗和矛盾，积极寻求政府在购

买生态环境治理公共服务、公益项目资助、生态

环境公益诉讼、参与政府层面治理行动、财政资

金补贴和奖励、税费减免等方面的政策支持；最

后，改变以往“单打独斗”的局面，增强生态环境

类社会组织之间的沟通交流和业务合作，密切

协同联动，建立工作交流机制，相互学习借鉴有

益的经验和做法，共享信息、人力、物力等资源，

针对面临的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开展联合研究

攻关，加强不同组织之间的优势互补，形成社会

主体的协同治理合力。

（四）公民个人维度

１．培育公民个人主体的公共精神

用公共精神增强公民个人价值观念、行为

动机和处事方式的公共性，以家庭、社会、国家

为主要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加强针对公民个人

的公共精神教育，厘清公民个人与国家和社会

之间的公私分界线，发挥榜样作用，营造绿色、

节俭的社会风气，使公民个人敬畏并自觉遵守

公共道德、法律和秩序，从最细微处发力，关心

所处的生态环境状况，积极参与政府、所在社区

和社会组织发起的生态环境治理行动。

２．充分发挥最广泛的监督和约束作用

公民个人应当积极参与生态环境监管，将

公民个人的事后监督与事前参与有机结合，形

成预警机制，或在问题产生之初就能及时采取

措施，防止问题进一步恶化，对政府、企业、社会

组织持续施加压力，通过广泛的他律抑制不良

动机，监督各主体严格遵守法律和规则，从而有

效落实流域内生态环境治理各项举措，增进主

体间的协同。

　　（摘自《甘肃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张雅丽／摘编　沈凯心／校）

作者简介：韩建民，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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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１４页）掖、酒泉五市的土地资源变成

“活资源”，沿线城市均有发展成大城市的潜力，

从而吸引人口聚集。三是河西走廊可发展用地

需求量大的工业，在工业领域已不可能由国家

投资上大项目的今天，唯有利用活化后的土地

资源吸引工业投资，培植新的增长点。

３．强调西线工程进河西走廊对西部生态安

全的屏障作用

西线工程若进河西走廊，可以保障石羊河

流域的青土湖、黑河流域额济纳旗东西居延海、

疏勒河流域哈拉诺尔湖等尾闾生态性补水。同

时，在河西走廊两侧山脉的作用下，预计水气循

环会发生巨变，祁连山的生态将会得到一定程

度的恢复。

４．在河西走廊统筹解决南水北调西线调水

的移民搬迁问题

人口也是生产力，应该主动在河西走廊地

区承接安置西南库区人口，同时安置本省区的

库区人口。

５．南水北调西线受益区共同推动

西北的地方智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通

过媒体、研讨会、高端论坛等多种形式建言，共

同推动加快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建设，包括经河

西走廊向新疆、内蒙古的延伸工程。

　　（摘自《开发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４期

张雅丽／摘编　武新力／校）

作者简介：王福生，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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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生态保护建设成效显著

　　甘肃省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以下简称“三

调”）数据显示，十年来，我省林地、草地面积明

显增加，林草总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比例明显

上升，生态保护建设成效显著。

近年来，我省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实施

了退耕还林还草、荒山造林、封山育林等一系列

工程。加上近年来我省进入一个多雨周期，降

雨量由多年平均２８６毫米提升到３８０多毫米，增

幅高达３５％左右。“三调”数据显示，目前我省

林地面积１１９４４．１９万亩、草地２１４６０．６５万亩，

较十年前分别增加２７８５．３３万亩、１３８．５９万亩，

林草总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比例由十年前的

４７．７１％上升至 ５２．２９％，提高了 ４．５８个百

分点。

我省粮食总产量再次突破１２００万吨
　　我省粮食生产传来喜讯：国家统计局日前

发布２０２１年全国及各省（区、市）粮食产量数据

显示，甘肃２０２１年播种粮食面积４０１５．２万亩，

比上年增加５８万亩；总产量１２３１．５万吨，比上

年增加２９万吨。这是我省粮食总产量继去年

首次突破１２００万吨大关后，再创历史新高。

我省高度重视粮食生产，严守耕地红线，坚

决承担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责任，印发《甘肃

省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工作方案的

通知》《２０２１年全省稳定粮食生产行动方案》，

推动落实地方党委政府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压

实粮食生产属地责任。

我省多措并举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我省多措并举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开发上

线了掌上注册通、个体户“秒批”系统，通过企业

开办“一网通办”，将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３个

工作日以内。积极推进我省市场监管领域高频

许可事项“跨省通办”“省内通办”，实现“信息

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严格执行《市场准入负

面清单》，做到同一事项同标准受理和无差别办

理，清单之外无许可。制定了“送照到家”等１０

条便企服务措施，在全省范围内大力开展便企

“甘快办”服务，进一步加大中小企业培育力度。

我省农业节水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据悉，近年来我省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

设，构建农田高效节水技术体系，发展高效旱作

农业节水，有效推动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农业

节水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２０２０年，我省组织各地新建高标准农田

２８６．５６万亩，其中高效节水灌溉１４２．３５万亩。

２０２１年我省计划新建高标准农田３５０万亩，其

中高效节水灌溉１４４．３４万亩。截至目前，已新

建成高标准农田 １５０万亩左右，其中高效节水

灌溉７５万亩左右。

２０２１年统筹安排资金１．６８亿元，在５１个

旱作农业县区推广旱作农业技术１５１５．６万亩。

下达旱作节水项目资金８８００万元，计划在全省

３２个县区推广旱作节水技术６２．５万亩，目前已

完成约５０万亩；在全省蔬菜、中药材及果树等

作物及设施农业上，累计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

面积超过３００万亩，实现了节肥３０％、节水４０％

的目标。

去年前三季度省属企业利润总额和

净利润均创历史新高

　　去年前三季度，省属企业工业总产值、营业

收入保持两位数增长；利润总额和净利润均创

历史新高。省属企业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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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中提质”的良好态势。省属企业实现工业总

产值２４４６．１７亿元，同比增长４１．１９％，较２０１９

年同期增长５１．９％，两年平均增长２３．２５％，工

业生产稳定增长的态势持续巩固；省属企业实

现营 业 总 收 入 ６１６２．０２亿 元，同 比 增 长

１８６８％，较２０１９年同期增长 ３２．０３％，两年平

均增长 １４．９１％。省属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１５２．６７亿元，同比增长 １８５．２４％；实现净利润

１１３．５２亿元，同比增长２００．０２％，效益指标创历

史同期最好水平。省属企业完成产业类投资

１８４．６３亿元，同比增长２３．７％。省属企业已交

税费总额１６０．４７亿元，同比增长６７．４５％。

全省去年前１０个月外贸进出口
总值突破４００亿元

　　去年前１０个月，我省外贸进出口总值达到

４０３．２亿元，同比增长３０．２％，超过２０２０年全年

的总和。其中，出口总值７３．４亿元，同比增长

７．５％；进口总值３２９．８亿元，同比增长３６．６％。

我省进出口贸易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民

营企业进出口大幅增长，占比进一步提升，达到

１４９．５亿元，同比增长３９％；一般贸易进出口大

幅增长，达到２７４．２亿元，同比增长２９．３％；加

工贸易和保税物流占比提升，加工贸易进出口

８８．３亿元，同比增长６．３％，占全省进出口总值

的２１．９％，保税物流方式进出口３８．６亿元，同

比增长２１５％，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 ９．６％，比

２０２０年同期提升５．６个百分点。

我省去年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３０２４．７亿元
　　去年前三季度，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３０２４．７亿元，同比增长１８％，高于全国平

均增速１．６个百分点，增速居全国第１３位；两年

平均增长６．３％，高于全国平均增速２．４个百分

点，向好势头持续巩固。全省实现餐饮业营业

额２７４．３亿元，同比增长３９．７％，两年平均增速

９．５％；民生类商品零售增势良好，粮油、食品类

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１４．５％，服装、鞋帽、针纺

织品类增长２２．７％；改善性消费需求旺盛，化妆

品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１４．８％，金银珠宝类

同比增长５２．４％；书报杂志类同比增长３９．６％，

体育、娱乐用品类同比增长１９．１％。全省限额

以上单位２３类主要零售商品中，２２类商品零售

额实现正增长。石油及制品类零售额同比增长

１８．１％，拉动全省限额以上单位社会消费品零

售额增长５．５个百分点。

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实现稳定增长

　　去年１—１０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１２．０％，两年平均增长９．５％；前１１月全省省列

重大项目累计完成投资１９０４．７７亿元，同比增

长２０．２９％，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１０１．４％，已提

前超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较２０２０年同期提高

１２．４３个百分点。１—１０月基础设施投资同比

增长６．３％。第二产业投资增长３０．８％，其中工

业投资增长３１．８％，高于全国２０．４个百分点。

去年前１１个月，全省２０８个省列重大项目

中，７０个计划新开工项目已开工建设６０个，开

工率８５．７１％，累计完成投资５７９．８５亿元，较前

年同期增长３３．７８％；１１６个续建项目累计完成

投资１３２０．１１亿元，较前年同期增长１７．５８％；

２２个预备项目已开工建设４个，累计完成投资

４．８１亿元。

我省着力优化金融环境支持

中小企业发展

　　２０２１年以来，我省金融监管部门着力优化

金融环境，引导金融机构加大金融支持，助力中

小企业发展。截至去年１０月底，我省已新增发

放中小微企业贷款 ６３８亿元，中小微企业贷款

余额达８８０３亿元，同比增长６．５％。累计为全

省４．２万户小微企业办理贷款保证保险，承担

风险保额３８．８４亿元。本轮疫情期间，保险机

构累计为１５９８户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

供风险保障３．３９亿元。

目前，“陇信通”平台注册企业９０５９家，入

驻金融机构１３０家，企业用户申请融资 ５８２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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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撮合实现融资１４６亿元。“信易贷”平台注

册企业６５１０户，４５９９户次企业在平台发布融资

需求５６２亿元；６０１户中小微企业通过平台获得

银行贷款１３３亿元。

去年前１１个月我省经济运行总体稳定
　　去年前１１个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８．７％，两年平均增长７．６％。全省规

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装备

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１７．６％、３５．９％和

１３．３％，两年平均分别增长 １５．５％、２８．７％和

１７．６％。１—１０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

利润５１０．４亿元，同比增长１．０５倍，两年平均增

长４３．３％；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

为６．５６％，同比提高２．３３个百分点。

１—１１月，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８６４．５亿

元，同比增长 １１．２％。其中，税收收入增长

１５６％，非税收入增长２．２％。１１月末，全省金

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２３８９７．５亿元，同

比增长７．８％；各项存款余额２２７５６．４亿元，增

长６．６％。全省经济运行总体稳定，质量效益稳

步提升，发展韧性不断增强。

我省新能源建设快马加鞭

　　我省把新能源发展作为“十四五”时期构建

现代产业体系的主攻点，紧跟“双碳”目标和进

程，加快建设河西走廊清洁能源基地，优化风光

电开发布局，推进大型风电基地建设，持续扩大

光伏发电规模，大力推进风光水储一体化发展，

加速推进我省由“风光大省”向“风光强省”

转变。

截至去年９月底，全省新能源装机总量占

全省总装机容量的４３．６％；发电量达３３２．７４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１１．６４％；风光电设备利用率

达到９７．０８％，同比提高１．９３个百分点。另据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统计，目前，甘肃全省风

电、太阳能等清洁能源装机占比约６０％，是典型

的“绿色电网”。截至去年１２月１０日，甘肃新

能源年发电量达４０８亿千瓦时，首次突破４００亿

大关，约占全省年发电量的２６％。１２月３日，省

内售电量首次突破 １０００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９１８％，外送电量 ４３６．５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１２．４％。

“陇信通”平台融资规模突破百亿元

　　甘肃省中小企业信用信息综合金融服务平

台（简称“陇信通”平台）融资规模日前突破１００

亿元。我省把推广“陇信通”平台作为改善中小

微企业融资环境的有效举措，推动甘肃征信公

司与５家省级单位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加快推

进平台建设应用。同时，推动银行金融机构分

别与甘肃征信公司初步达成合作意向，以机构

需求为导向，研发更加符合市场特点的个性化

征信产品，满足中小企业融资需要。截至去年９

月１７日，“陇信通”平台注册企业５４７０户，入驻

金融机构１２４家，１４５６户企业通过平台获得贷

款１００．０７亿元。其中，首贷企业 ３９５户，融资

１８．５３亿元。金融机构通过平台累计查询企业

信用信息１７５５６次，下载信用报告２１１９份。

去年兰州新区前三季度ＧＤＰ增长１８％
　　兰州新区去年前三季度 ＧＤＰ增长１８％，两

年平均增速１６．７％，持续领跑国家级新区。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１６％，一般预算收入增长４５％，

全社会用电量增长４１％，国有监管企业营收增

长２６％，工业增加值增长１８．２％，进出口贸易额

增长１９５％，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２０．２％。

去年，兰州新区引进优质产业项目５９个、总投

资超６００亿元，引进中国宝武集团、东方希望等

５００强企业４家、高新技术项目３２个，投资过百

亿项目４个，落地的大项目、高新技术项目、项

目总数、投资额均高出历史最高纪录一倍以上。

有力地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呈现出稳中

加固、稳中向好的良好态势，迈入高质量跨越式

发展新阶段。

（张雅丽／编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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