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024年第11期·　　　　 ·新西部

Exclusive  Investigation丨独家调查 Ｅ

优良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的重要生活追求，尤其在

当今全球环境变化的背景下，生态环境的重要

性日益凸显。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深刻阐述中国式现代化是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对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

出重大安排部署，为美丽中国建设指明前进方向。[1]推动

黄河流域绿色高质量发展与全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是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

郑州考察重要讲话精神，对于推动黄河流域全域绿色高质

量发展，加快黄河流域现代化建设至关重要。

黄河流域作为全国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典型区域，对全

国尤其是对整个流域地区经济、社会及文化发展，居民的

生活质量提升等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黄河流域经济

发展水平不高，产业结构较为单一，多以重工业为主，传

统产业发展对大气、土壤、河流等的污染严重；而且黄河

流域气候条件与地形条件复杂、植被覆盖率低以及水资源

稀缺等制约因素，无疑加大了生态治理的难度和复杂性。

同时，黄河流域内部河网密布、河道众多，流域地貌地质

多样，生态环境协同治理长期以来因治理难度大、扩散性

强等因素所限作用甚微，已成为全国流域生态治理的一大

难题。[2]基于黄河流域生态治理和绿色发展耦合的现实考

量，围绕深入全面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与新发展

理念，下文立足创新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模式，[3][4]推动从条

块分割、权责分割的传统治理方式向统一部署、协同治理

方式转变，[5]期望为实现黄河流域乃至全国其他典型地区

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提供科学参考。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及治理现状

黄河被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曾经创造了人类

社会史上五千年的灿烂华夏文明，同时也带来一些自然灾

害影响黄河流域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与生活。近年来，中

国政府大力践行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理念，积极推进

黄河流域生态治理。①根据我国以前的治理效果以及结合

国内外流域治理的经验看，未来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

需要基于系统的治理视角推动政府、市场、社会的协同治

理才能达到预期效果。[6]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现状。一是水资源短缺，水资源

总量有限，分布不均，特别是在干旱季节，部分地区面临

严重的水资源短缺问题。二是长期以来面临严重的水土流

失问题，尤其是在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加剧了土地退

化、沙漠化和生态环境恶化，对当地经济发展和民生带来

很大压力。三是气候变化对流域生态环境产生了重要影

响。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冰川融化、降水异常和极端气候事

件增多，对水资源供应、生态系统和人类生活产生了负面

影响。四是生物多样性方面，黄河流域拥有丰富的生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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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黄河流域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是新时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由

于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的复杂性、多样性，单一主体治理模式必然向协同治理转变。

从政府、企业、社会公共等主体内部及各类主体之间，各区域之间，各行业之间，分析

了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进一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

理的对策建议：完善各政府间各部门间的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完善市场主体参与生

态环境协同治理的政策性扶持和市场化运行机制；提高社会公众的参与积极性和治理能

力；搭建政府、市场、社会公众间的多方协商沟通机制；构建跨行政区的生态环境协同

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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