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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作为中国第二大流域的复合性流域系

统，涵盖多个省份，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

独特的生态环境，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

文化发展的重要潜力，对于促进可持续发展、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强化生态安全方面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系列促进黄河流域发展的国家战略的提出，不仅对黄

河流域生态环境绿色转型发展和治理提出新的任务和挑

战，更是对黄河流域的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新的

发展契机。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要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

治理，着力加强生态保护治理、保障黄河长治久安、促

进全流域高质量发展。2021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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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相关

部门和地区结合自身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成为指导黄河

流域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纲领性文件，为流域发展指明了方向。

近年来，黄河流域各地区也在不断加大生态协同治

理力度，不断将生态协同治理和生态法治建设相结合，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了诸多积极成效。

但是，局部地区生态功能退化、生物多样性降低趋势还

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生态安全的基础还不稳固、流域各

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都是协同治理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

题。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在整体发展的协同治理体系格

局下，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协同治

理机制的建立，促进黄河流域绿色可持续发展。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协同治理的理论基础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涉及生态、经济、

社会等多个系统，具有多目标、多区域、多主体、多阶

段等特点。在治理过程中需从多视角、多方位遵循可持

续发展理论，运用区域协调发展理论、协同治理理论，

秉持发展、保护、治理三位一体的整体系统的观念，构

建多元主体参与、多系统关联、多区域联动的协同治理

机制。

（一）可持续发展理论

1 9 8 7 年 世 界 环 境 与 发 展 委 员 会 报 告 指 出 ， 可 持 续

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

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原则是公平

性、持续性和共同性，最终目的是达到共同、协调、公

平、高效、多维的发展，关注经济、社会、环境三者的

协调。

近年来，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

矛盾日益突出，要就解决这一矛盾就要在生态环境保护

和经济发展之间寻找平衡点，使二者协调发展。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为全球化背景下的整体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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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被誉为母亲河，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也

是横贯东中西三大区域的重要经济带，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经济发展潜力。当前，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黄河流域面临严峻的生态挑战。因此，推动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协同治理显得尤为重要。协同治理机制为黄河流域的可持续发展

提供了政策依据和理论支持，是解决流域目前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实现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内在要求和必由之路。

◎2022年青海师范大学校级社会科学中青年科研基金项目“河湟地区汉藏民族口传文化交互影响史证研究”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