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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选取黄河经济带沿线地区 75个地级市 2009年至 2019年空间面板数据，

建立涵盖 6个一级指标、25个二级指标的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在对相关指标数据做进一步的筛选与清洗之后，结合熵权法的基本原理测算黄河

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数，并对黄河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

进行对比分析，再根据莫兰空间相关性检验，研究黄河经济带各地级市高质量发

展地理空间分布关联性，最后根据空间面板模型估计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影

响因素，并通过分解各因素的空间效应探索其具体的影响机理与作用机制。基于

实证研究结果，可得出如下结论： 

（1）黄河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显著。经济带上游地区

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数在 2009 年至 2019 年间增长幅度与环比增长速度均较为显

著，其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迅速；黄河经济带中游地区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数在研

究期间波动幅度较大，相较于其他地区而言稳定性较弱，且高质量发展水平有轻

微的回落趋势；黄河经济带下游地区高质量发展得分整体处于较高水准，发展基

础深厚，在研究期间高质量发展水平稳中有升，整体居于较高水平。此外，黄河

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级自东向西呈阶梯式递减趋势，经济带下游地区大部分城市

高质量发展水平处于优秀级别，中游地区高质量发展级别多为中等及良好等级，

相比而言，上游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多为中等偏下水平。三大地带高质量发展平

均水平由高到低排名依次为下游、中游、上游。 

（2）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正向相关性。2009年至 2019年

黄河经济带高质量综合得分的莫兰指数均显著大于零，且随着研究时间的推移表

现出递增的发展趋势，即经济带各城市之间高质量发展具有较为显著的地理空间

正向关联性；黄河经济带局部莫兰检验表明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数呈现

明显的地域集聚性，经济带上游地区以低值集聚为主，中下游地区多以高值集聚

为主，此外，中上游地区省会城市与周边地区高质量发展得分呈现高值-低值集

聚态势，即各地区之间高质量发展存在较大差距。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水平在

研究期间空间分布特征明显，高质量发展得分呈低值集聚的城市数量逐渐减少，

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提升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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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驱动因素空间效应差异显著。政府绩效水平、

对外贸易、环境治理能力、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建设均对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环境治理水平、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建设与现代服务业发

展状况对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表现出地区之间的竞争性，政府管理绩效与地区

开放强度则有待进一步提升；总体而言，政府绩效水平、对外贸易水平、产业结

构等因素在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分在进程中表现为正向的空间效应，而现代服务业

发展及环境治理水平则对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具有一定的反向抑

制性。 

 

关键词：黄河经济带 高质量发展 空间面板模型 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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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elects the spatial panel data of 75 prefecture-level cities 

along the Yellow River Economic Belt from 2009 to 2019, and establishes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Economic Belt, which covers 6 first-level indicators and 25 second-

level indicators. After further screening and cleaning the relevant index 

data, it calculates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Economic Belt with the basic principle 

of entropy weight method, and mak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Economic Belt. Then, according to Moran's spatial correlation test, 

the geographical spatial distribution correla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ities in the Yellow River Economic Belt is studied. Finally,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Economic Belt are estimated according to the spatial panel model, and the 

specific influencing mechanism and action mechanism are explored by 

decomposing the spatial effects of each factor. Based on the empirical 

research result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can be drawn: 

(1) The differenc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level betwee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Economic Belt is significant. 

From 2009 to 2019, the growth rate of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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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index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economic belt and the chain 

growth rate were both significant, and it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level 

improved rapidly; The evaluation index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Economic Belt fluctuates greatly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and its stability is weak compared with other areas, 

an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level has a slight downward trend. The 

scor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Economic Belt is generally at a high level, with a deep development 

foundation.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the level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has steadily increased, and the overall level is at a high level. In additi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Yellow River Economic Belt is 

decreasing step by step from east to west. Most cities in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economic belt are at excellent level, while the middle reaches are 

mostly medium and good, while the upper reaches are mostly below the 

middle level. The average level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three 

regions is ranked downstream, midstream and upstream from high to low. 

(2)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Economic Belt 

has a significant spatial positive correlation. From 2009 to 2019, the Moran 

index of high-quality comprehensive score of the Yellow River Economic 

Belt was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zero, and showed an increasing trend 

with the passage of research time, that i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mong cities in the economic belt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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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ical space; Moran test of the Yellow River Economic Belt shows 

that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economic belt shows obvious regional agglomeratio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economic belt are dominated by low-value agglomeration, 

and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are dominated by high-value 

agglomeration. In additi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cores of 

provincial capital cities and surrounding areas in the middle and upper 

reaches show high-value-low-value agglomeration, that is, there is a big 

gap i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mong regions.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Yellow River Economic Belt are obvious, the number of cities 

with low-valu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cores is gradually decreasing, 

and the overal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Economic Belt i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3) The spatial effects of the driving factor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Economic Belt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The level of government performance, foreign trad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capacity,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have a direct role in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Economic Belt. The level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show regional competitiveness for the high-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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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Economic Belt, while the government 

management performance and regional opening intensity need to be further 

improved. Generally speaking, the government performance level, foreign 

trade level,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other factors show positive spatial 

effects in the process of the high quality of the Yellow River Economic Belt, 

while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and the level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have certain reverse inhibition on the promotion 

of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Yellow River Economic Belt. 

 

Keywords: Yellow river economic belt;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Space 

panel model; m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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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黄河是我国第二大河，同时也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自西向东主要流经青海

省、四川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陕西省、山西省、河南

省及山东省 9个地区。按流域段划分，黄河流域主要由上游、中游、下游三大地

段构成。三大地段自然环境与经济发展均存在较大的差异，其中上游地区（青海、

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地势崎岖，上游五省深居我国内陆腹地，经济基础

整体较为薄弱；中游（陕西、山西）千沟万壑，水土流失较为严重，生态环境对

其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一定影响；下游地区（河南、山东）地势较为平坦，田畴连

绵，相对于中上游而言经济发展质量较高。近年来，随着黄河流域经济发展的深

入，“黄河经济带”已经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级的代名词，被众多学者所关注。

2021 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提

出，意味着“黄河经济带”这一概念成为现实。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主要方向标，实现了经济社会迅猛

发展，近年来全国经济社会发展质量显著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回首十

三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历史性成就，2015 年至 2019 年，我国经济

发展总量与世界经济的比重提升了 5.16%，人均 GDP 高达 70892 元，5000 多万

贫困人口成功脱贫，这些重大发展纪实无不展现出新时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优

良景象。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

转向高质量发展”以及“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产生了历史性转变。”的重要论

断。同时，习总书记指出，“发展既要看增速更要看质量，看成效。”这正是对十

三五以来我国发展历程的完美总结。近年来，全国各地区在“高质量发展”的时

代号召下，深度省察以往发展模式，总结经验与教训，依托五大发展理念（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积极创新和完善发展生产方式，改变以往只注重速度

而疏忽质量的发展态度，力求发展更加精细化，发展成果更具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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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经济带沿线覆盖青海省、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山

西省、陕西省、河南省及山东省等地区，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地段。黄河经

济带一方面作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级，承担着连接东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联动的

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黄河流域也是我国非常重要的天然生态保护屏障，其上游地

区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工程是影响中下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纲要》中强调，“要加强黄河流域生态建设，促进流域高

质量发展”。党的十九大以来，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当前时期宏观发展目标，也

是黄河经济带沿线城市群目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高质量

发展并不是对某一发展领域的具体要求，而是要全面提升我国各地区各城市经济

社会质量。这表明黄河经济带在新时期，发展不仅注重速度，更要提升质量，坚

持质量与效益相结合，坚持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并举。 

综上所述，黄河经济带沿线地区高质量发展是当前阶段党和国家发展与建设

黄河经济带的重要战略体现，同时也逐渐成为社会学者的关注的焦点。但随着发

展的进一步深入，黄河经济带各城市之间显示出显著的发展不平衡，发展差距较

大等问题，制约着黄河经济带发展质量的提升。本文以黄河经济带沿线 75 个城

市为主要研究对象，在测度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分析黄河经济带高

质量发展的时空差异，并探究影响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因素，以期为黄

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生活提升提供建设性参考。 

1.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1）研究目的 

本文旨在分析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时空差异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而黄河

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提供对策性参考。通过构建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度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数，并对其进行空间分布

差异性分析，最后利用空间面板模型探究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 

（2）研究意义 

对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无论是从理论还是现实而言，都具有较为突

出的社会意义，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关于其理论意义，首先，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是我国高质量发展战略的重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3 

 

要实践，基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依托五大发展理念，在结合黄河经济带地

域环境基础上构建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结合莫兰检验、空间面板模

型等方式对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进行理论层面分析。其次，通过对黄河经济带

沿线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测度及影响因素的分析，进一步验证了高质量发展对于提

升黄河经济带整体发展质量的重要性及战略意义，并且也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水平

的提升提供建设性参考。 

关于其实际意义，首先，文章所采用的指标评价体系均是依据五大发展理念

有序开展，并结合了黄河经济带沿线城市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对于测度各城市

高质量发展水平而言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其次，通过对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的研究，在为当地政府研判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策略提供有效参考的同时，也

为帮助黄河经济带沿岸人民提升生活幸福感。 

1.2 研究现状及理论基础 

1.2.1 研究现状 

高质量发展一词含义广泛而深刻，其适用于社会生产与生活的方方面面，自

该发展理念提出以来，社会各界学者试图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来理解和解读这

一发展战略，国内外对其研究主要集中表现为以下几点： 

（1）国内研究现状 

对于高质量发展内涵的研究，张宇婷（2022）从高质量发展的本质内涵、核

心内涵及时代内涵三个方面对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理念进行剖析和解读。王婉等

（2022）根据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内涵，构建我国区域高质量发展评价系统，并对

区域发展差异做系列测度与分析。韩冬（2022）在新发展理念的基础上，利用熵

值法对京津冀地区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及发展协调度进行评价与分析。申红卫、

赵金薇（2021）从清洁、高效与安全三个层面对我国能源行业发展质量与发展水

平进行研究，并在 30 省市之间进行对比分析。刘继为、高鹏怀（2022）研究高

质量发展内涵下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现状，分析河北省各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

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发展差异。王瑞峰（2022）利用聚类分析等方法展示我国村镇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内涵，并从政府、区域、品牌等层面解析其影响机理。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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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伟等（2022）结合当前研究，就高质量发展中绿色发展理念展开系列讨论，具

体分析“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和地区关于绿色发展、生态发展的现状，并对其实

现路径给出建设性意见。刘雨婧、唐健雄（2022）基于投影寻踪评价法研究长江

经济带沿线地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变及发展差异性，进而运用地理探测

器探究其内部影响因素。任阳军等（2021）通过整理我国城市空间面板数据，分

析我国区域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集聚及溢出效应，最后结合实证结构给出参

考性政策建议。 

对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关海玲、张宇茹（2022）在五大发展层面

基础之上通过增加经济稳定层面的指标，构建包含 25 项影响因子的高质量发展

指标测度体系，采用基尼系数等方法对我国环境质量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地域差

异进行分析。王东、陈胜利（2022）通过收集 2011-2019 年我国物流业空间面板

数据，建立体现物流业高质量发展速度及地区差异的指标体系，对我国东、中、

西三大地带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变及地域分异进行系列研究。成春林等

（2022）从生态文明、国内外双循环以及经济发展支柱三个角度出发，构建涵盖

三大维度的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系统，详细阐述长江生态区在国际发

展大背景下，如何进一步优化提升本地区城市经济发展质量，促进高质量发展水

平提升等重大问题。陈子曦等（2022）根据“十四五”规划的相关内容，建立成

渝双城经济圈城市群经济发展质量评价体系，运用核密度等方法估计其高质量发

展的空间分布特征及时序发展趋势，并对实证结果的准确性做模型检验。赵健

（2022）通过构造文化高质量发展及普惠金融领域高质量发展指标评价体系，对

比分析河南省文化产业与金融产业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相互作用机理。王仁祥等

（2022）根据我国 2011-2018 年面板数据，构建反映包含数字金融层面的高质量

发展评价系统，深入论证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对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水

平具有较为显著的推动作用。张新成等（2022）通过构建涵盖红色旅游增长诱因、

内部构造、发展模式、发展结果等六大方面的我国红色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

系，探索其在研究期间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地域发展差异。 

对于高质量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狄乾斌等（2022）采用空间面板，门限回

归等模型，测度影响我国沿海地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因素，并比较各地

区基于影响因素的发展差异。王兆峰等（2022）通过运用泰尔指数与变异系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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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探究长株潭城市圈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时空发展差异及影响因素，针对地

区分异性较大的现状给与政策性建议。王莉芳等（2022）以新时代高等教育高质

量发展为研究对象，探析影响行业特色教育发展质量的关键动因，从理论与现实

两种角度深入剖析学科构成、科研成果、管理模式等因素对于提高教育行业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性。李志洋、朱启荣（2022）对比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区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差异，实证研究技术、人力、金融等因素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影响

与作用机理，并主张因地制宜采取对策措施。李蕾、刘荣增（2022）通过整理 2005

年-2019 年我国 30 省相关数据，根据中介效应等模型，测度产业融合发展对于我

国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针对实证结果提出参考性建议。化祥雨等

（2021）结合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从经济发展状况、政府规划及基础建设等方

面分析对浙江省各县区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模式，并就各地区高质量发展空间发展

差异做进一步分析。陶玮、桂预风（2021）根据静态、动态面板及非参数空间统

计等模型，分析各省市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分解各变量的影响形式，并

提出相关政策论断。冉婷、苏维词（2021）利用地理探测器等方法考察影响三峡

库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主导因素，通过分析各因素对其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影响

力度，并结合研究结果给出具体方案。 

（2）国外研究现状 

关于高质量发展内涵的研究，Iqbal , et al.（2021）根据面板向量自回归、脉

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等方法探索经济发展质量与一国金融发展及国家治理质

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并对变量冲击的影响进行测度。Khan , et al.（2021）采用广

义最小二乘法以及广义矩量法技术，讨论了 2005 年-2018 年健康、经济发展质量

及环境因素与绿色能源利用之间的显著关联，提出加强各相关者的合作，以促进

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Fakher, et al.（2021）根据六项环境指标（PN、ANS、

EVI、ESI、EPI、EFI）考察经济增长质量与环境质量的边际效应，并就各指标对

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做相关测度与分解，分析其对于经济发展的局限性与进步性，

进而为更深入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性建议。 

有关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WX , et al.（2021）基于“无废城市”的研

究背景，分别构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工业绿色发展体系及地区“无废”发展水

平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二者对于提升长江沿线省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边际贡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6 

 

献。Qv , et al.（2021）为分析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对沿海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影响，构建包含海洋资源、海洋系统管理等四个方面的沿海城市群生态文明与高

质量发展评价指标，具体阐述二者的双向发展作用机理。YH, et al.（2021）以文

化软实力可持续发展为内生动力目标，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节点城市文化产业高

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就影响各城市文化发展质量的变量进行具体分析。 

对于高质量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Wenbo , et al.(2021)通过运用 GTWR 等模

型探索社会经济、教育、第二产业发展、人居环境等因素对长江经济带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路径及影响机理，并对各因素的影响程度及强度做横向与纵向

的比较，最后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供建设性参考意见。Lei , et al.(2021)依

据数据包络分析模型（DEA）的基本原理，分析影响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主导因

素，并对区域城市群经济增长速度的时间演化、空间发散和空间关联性等特征做

动态分析研究，最终提出区域城市群可通过空间结构优化和空间协调发展相结合

的调控方向和目标，最终实现区域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WM, et al.(2022)采用

跨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研究影响江苏省 2000-2022 年经济增长质量的

主导因素，实证发现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城市规模等指标对其经济高质量发展水

平的增长具有反向的抑制作用，并根据分析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1.2.2 文献评价及本文的进一步研究 

结合文献梳理可知，目前关于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已颇具规模。

并且主要侧重于高质量发展内涵、指标体系构建及影响因素研究等方面的探讨。

但从黄河经济带视角出发，对黄河经济带整体以及上、中、下游城市群高质量发

展时空差异及空间关联性研究的文献还鲜有涉及。为此，文章基于黄河经济带为

主要研究对象，构建包含五大发展理念的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对黄河经济

带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并对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时空差异即影响

因素做进一步分析，希冀为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提升提供建设性参考。 

1.2.3 理论内涵 

作为发展经济学重要理论之一的“高质量发展”一词，自十九大报告以来一

度成为当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高频词汇。2017年 10月，习近平总书记（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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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持党的十九大报告会议上明确提出，“目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是我国社会发

展转型的关键期，根据已经变化了的社会矛盾，经济社会发展方式也要做相应调

整。”高质量发展并不仅仅局限于实现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对于社会发展

的方方面面都同样适用，根据高质量发展的内容要义，其主要在于不断推进发展

效率、公平、安全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实现经济发展投入少，经

济效益产出高是国民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保证，同时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主体，体

现高质量发展的社会包容性与公平性，除此之外，提高社会发展环境的安全性又

是对于高质量发展公平性与有效性的保障，既体现效率与公平，又突出安全与稳

定的高质量发展战略才是利国利民、可持续的发展。倡导高质量发展旨在加快社

会发展模型转型，优化现有的生产方式与产业结构，最终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符

合我国发展国情，更加高效，更具竞争力的新型经济社会生产发展路子。2022年

10月，习近平总书记（2022）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过去十年的伟大

征程中，提出并贯彻了五大发展理念，依托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自提

出以来，在实践中得到有效贯彻，面向新未来，我们应继续推动高质量发展目标

实现跨越式发展，为新发展格局奠定基础”。实践表明，高质量发展是符合我国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社会发展方向的重要战略目标，是实现经济社会创新发展、

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及共享发展的重要路径保障。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1.3.1 研究内容 

本文以黄河经济带及沿线城市群为主要分析对象，采用熵值法测算黄河经济

带高质量发展得分，利用 Arcgis 等软件绘制黄河经济带沿线城市高质量发展的

空间分布图，并根据莫兰指数测算各地级市之间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关联性，最后

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文章共计 6 个部分，具

体的章节内容安排如下： 

第 1 章，介绍研究的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目前国内外在该方面的研究综

述。首先，阐述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研究的现实背景，并论述本次研究的主要

目的，进而从理论与现实两方面分析研究意义。其次，整体目前国内外对该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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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现状及研究成果，并且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提炼主要研究思想与研究方

法。最后，简要阐述本文的研究方法，以及可能存在的创新点与不足。 

第 2 章，构建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阐述相关数据来源。首

先，根据五大发展理念，构建具体指标体系，并对相关指标选取给出理论依据。

然后，简要说明文章所用数据的来源及处理方式。 

第 3 章，具体分析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水平及时空差异。首先，根据依据

建立的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测算黄河经济带上中下游高质量得分，并对其做深

度分析。其次，在分别测算黄河经济带沿线各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得分，并利用

Arcgis 绘制经济带沿线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时空分布图，对比分析各城市在研究期

间高质量发展的演变趋势，时空差异等特征。 

第 4 章，实证分析黄河经济带沿线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在现有研究

基础上，结合黄河经济带沿线城市群实际情况，实证分析影响其高质量发展的相

关因素，并具体阐述其影响机理。 

第 5 章，针对本文的分析结果做简要总结，并据此为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的顶层设计提供相关建设性意见与参考。 

1.3.2 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 

本文在创作之初便研读大量相关文献，一方面，了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

研究现状及研究趋势，并从中深受启发，为本文的创作做了充分的灵感铺垫。另

一方面，在整理有关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文献的同时，为本文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

的构建提供了研究思路与理论支撑，也认识到了文章创作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2）实证研究法 

本文通过构建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莫兰

指数、空间面板模型等方法，实证分析黄河经济带沿线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时空差

异与驱动因素，进而为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性参考。 

（3）对比分析法 

本文采用纵向比较与横向比较两种比较手法。首先，纵向测算黄河经济带沿

线 75 个城市近 10 年的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分析其在研究期间的发展变化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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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其次，横向对比特定研究年份黄河经济带沿线城市之间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分

布特征。通过纵向与横向对比相结合，可以对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形成较为全

面的认识与了解。 

（4）综合评价法 

本文首先根据五大发展理念构建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再利用

熵值法将其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再对各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做深入评价

与分析。 

1.4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1.4.1 可能的创新点 

首先，本文基于黄河经济带这一全新研究视角，测度黄河经济带沿线 75 个

地级市 2009-2019 年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对黄河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

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空间关联性分析。其次，通过各地级市高质量发展的地理空

间分布图，探索黄河经济带上中下游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分布规律，进而寻求影

响黄河经济带沿线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因素，并据此给出对策性建议。 

1.4.2 不足之处 

由于黄河经济带沿线个别城市指标数据严重缺失，所以本文仅仅分析黄河经

济带沿线 75 个地级市 2009-2019 年高质量发展状况，其所选研究对象规模有待

进一步扩展；此外，由于高质量发展内涵非常丰富，尽管本文在选取指标时涉猎

较广，但仍不能尽善尽美，仍有一定的改进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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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标体系构建、测度方法 

2.1 指标选取及说明 

2.1.1 指标选择 

目前有关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构建及测度等问题已有相关学者提出自己的

理论见解，如陈溪、刘晓峰（2022）指出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应与我国目

前具体的发展阶段相吻合，同时又能反映新的发展趋势，并兼顾质量与效益、长

期与短期、整体与部分等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各界学者深入理

解高质量发展基本要义并将其运用于社会各方面的探索与研究中，如刘绮莉、赵

晋平（2021）结合高质量发展内涵，从经济发展成果、社会生产效益、经济环境

稳定、环境资源发展及社会保障等方面探讨我国产业结构发展转型对于社会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喻平、张敬佩（2021）分别从经济发展、社会状况、生

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等层面出发研究区域绿色金融发展与我国社会高质量发展之

间的内在关联性。X A, et al.(2022)基于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对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意义，依托五大发展理念构建黄河流域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探索其发展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使城镇化发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措施。YZ, et 

al.(2021)从生态效率、生态技术创新与生态福祉层面构建经济质量指标体系，研

究其对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王洪波、陈明（2022）在五大发展理

念的基础上加入社会生活、经济活力等指标因子，研究进口贸易发展对于区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机理与影响路径。相对于城市高质量发展评价而言，黄河经

济带作为我国重要的经济增长级，其中既包含各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评价内容，又

寓意对黄河经济带整体高质量发展水平做评价分析。本文受安欣（2021）、赵景

峰（2022）等学者关于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研究的启发，参考卢小兰（2020）、

张建威（2021）、刘鑫鑫（2021）等学者的相关研究，结合现有文献关于高质量

发展指标的构建体系，基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及数字经济等内容，并根据黄河经

济带高质量发展的现实状况，即从黄河经济带科技创新发展、产业结构协调性、

社会发展可持续性等角度出发，构建涵盖 6 个一级指标、15 个二级指标以及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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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三级指标的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如表 1 列示。 

2.1.2 指标说明 

（1）数字经济水平 

随着信息技术与互联网的结合发展，当前社会一种新型经济发展形态正在悄

然兴起，即“数字经济”，作为经济学的重要概念之一，其主要依托数据资源，

基于现代网络平台，与通信技术相结合，旨在提升社会经济发展的效率与资源的

充分利用。数字经济的发展具有高效，敏捷，可持续等特点，一方面，它能突破

地区壁垒，缩短时间与空间的差距，通过信息互联网平台高效整合资源，推动社

会生产快速发展，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时代进步的重要体

现，作为新的社会力量，符合当前与今后的社会发展趋势，具有可持续性，通过

减少资源浪费，降低污染消耗等措施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当前，以数字经

济为代表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正在改变我们的生产、消费方式，数字经济是时代

发展进步的重要体现，其中，以 BAT 为代表的我国数字经济平台对于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参照何寿奎、简东涵（2022）学者的研究，本

文选取数字经济基础与数字经济应用作为其二级指标，其中经济基础以互联网的

普及率为主要衡量，而经济应用选取人均电信业务总量作为具体指标内容。 

（2）创新活力 

创新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源泉，其中十七大报告将改革创新作为我

们民族发展的时代核心精神，通过创新生产技术、培养创新型人才，力求在重要

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提高生产效率，节约社会资源。随着一系列鼓励创新

措施的实施，全民创新已然成为社会新风尚，这不仅是我国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

体现，同时大批创新型人才如雨后春笋般涌入社会，为我们的民族发展注入新鲜

动力。本文选取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及创新潜力为其二级指标。其中，创新投入

由科学技术投入强度、科学与技术服务从业人员数两个三级指标组成，创新产出

由发明专利授权量占比解释，创新潜力由公共图书馆藏书、高校在校大学生人数

组成。 

（3）协调能力 

协调发展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内生性特点，加快社会发展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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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的同时更要注意内部发展的协调，只有协调好内部各发展环节，协调人力与物

力，协调资源与需求，才能有效提高全社会经济水平，缩小区域之间发展差距，

提升全民幸福感与获得感。在衡量黄河经济带沿线地区协调发展能力时，不仅要

做到城乡之间发展相互调和，同时各产业之间也应协调发展，实现社会各层面协

调发展有助于破解地区发展不充分、发展不平衡等重要问题。选取产业协调、城

乡协调作为其二级指标，分别用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城镇化水平

予以表示。 

（4）生态潜力 

绿色发展是经济发展可持续的重要支撑，生态环境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是

人类生存、生产与生活的重要条件。西部地区身为我国重要的生态保护屏障，对

于我国其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基础保障作用，筑牢黄河经济带沿线地带生态

发展与保护屏障对于高质量发展具有战略意义，而良好的生态环境更有助于推动

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本文结合黄河经济带沿线地区具体环境特点，选取生态

潜力作为绿色经济的主要代表项，其中污染排放、环境治理、城市绿化作为其二

级指标，其中污染排放由“工业三废”组成，环境治理由污水及垃圾无害化处理

率构成，以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表示城市绿化水平。 

（5）开放能力 

开放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经之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以来

坚持践行以开放促发展的重要发展理念，根据时代发展潮流，适时调整开放策略，

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开放路子，总结出了国内与国外双重开放发展的特色发展模式，

对内而言，突破各省市地域与资源壁垒，加快信息、技术与资源流通、流转速度，

推动加快社会基础工程建设，充分开发各地区资源环境禀赋。对外而言，加快对

外贸易往来步伐，开展更深层次交流与合作。在推动各地区开放发展的基础上，

推动对外贸易开放，形成国内国外双重开放模式，加快货币，商贸流通。对于黄

河经济带而言，由于其大部分区域位于我国内陆地区，开放发展的力度与广度更

是面临艰巨的挑战，为此，本文选取对内开放、对外开放作为其二级指标，分别

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比与对外依存度予以衡量。 

（6）保障能力 

社会保障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保障工作建设对于社会发展而言具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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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指标

属性 

数字经

济水平 

经济 

基础 
互联网普及率 互联网用户数/人口总数（%） + 

经济 

应用 
人均电信业务总量 电信业务总量/总人数（元/人） + 

创新 

活力 

创新 

投入 

科学技术投入强度 
科学技术支出/一般性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 
+ 

科学和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数 科学和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数 （人） + 

创新 

产出 
发明专利授权量占比 发明专利授权数/专利授权总数（%） + 

创新 

潜力 

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 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 （册） + 

每万人普通高校在校大学生人

数 
每万人普通高校在校大学生人数 （人） + 

协调 

能力 

产业 

协调 

产业结构合理化 泰尔指数（%） - 

产业结构高级化 第三产业总产值/地区生产总值（%） + 

城乡 

协调 
城镇化水平 年末城镇常住人口/年末地区总人口（%） + 

生态 

潜力 

污染 

排放 

单位 GDP 工业废水排放量  工业废水排放量/地区生产总值（%） - 

单位 GDP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

量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地区生产总值（%） - 

单位 GDP 工业烟（粉）尘排放

量 
工业烟（粉）尘排放量/地区生产总值（%） - 

环境 

治理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 （%） +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 

城市 

绿化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 

开放 

能力 

对内 

开放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比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地区生产总值（%） + 

对外 

开放 
对外依存度 进出口总额/地区生产总值 （%） + 

保障 

能力 

公共 

教育 
教育经费投入强度  教育支出/一般性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 

社会 

生活 

社会不安定指数  城镇登记失业率+CPI（%） - 

居民收入 劳动者报酬/地区生产总值（%） +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均可支配收

入（%） 
- 

养老保险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人） + 

医疗 

卫生 

医疗保险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人） + 

执业医师人数  
每万人拥有执业（助理）医师人数（人/万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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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作用，完善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助于提高社会收入分配效率，缓解因资源分

配等问题而产生的社会矛盾，做好全民福祉的兜底工作，从而更好的为高质量发

展保驾护航，体现公平、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也是社会运转良好的稳

定器。对于黄河经济带沿线地区社会保障能力的衡量，主要由社会生活与医疗卫

生两个二级指标构成，其中社会生活由居民收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构成，医疗

卫生层面由医疗保险、执业医师人数组成。 

2.2 测度方法 

（1）熵权法 

首先，数据标准化 

正向指标：
min( )

max( ) min( )

ij ij

ij

ij ij

x x
X

x x

−
=

−
              （1） 

负向指标：

max( )

max( ) min( )

ij ij

ij

ij ij

x x
X

x x

−
=

−               （2） 

其中，i 代表 75 个地级市，ⅈ = 1⋯75，j 为具体指标标准化之后的值，𝑗 =

1⋯25，𝑋𝑖𝑗表示地级市 i 的 j 指标标准化后的值，𝑥𝑖𝑗为其原始值。 

其次，确定权重 

1

1 1

1
( ln( ))

ln

n ij ij

j n ni

ij iji i

X X
e

n X X
=

= =

= − 
 

                   （3） 

𝑒𝑗表示利用熵权法测算所得的 j 指标的信息熵。 

计算权重 

 

    （4） 

 

其中𝑑𝑗 = 1 − 𝑒𝑗，𝑑𝑗越大表明 j 指标愈重要。 

再由 CRITIC 法计算权重𝑊2𝑗公式如下： 

 

1

1

j

j n

jj

d
W

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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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1

1

1
( )

1

1

n n

ij iji i

j

n

j mjm

X X
nS

n

R r

= =

=


−

 =
 −

 = −

 



            （5） 

𝑆𝑗为第 i 年 j 指标的标准差，𝑟𝑚𝑗是指标 m 与 j 之间的相关系数，𝑅𝑗代表指标

的冲突性。 

计算指标 j 的信息量𝐶𝑗与 CRITIC 法下指标 j 的权重𝑊2𝑗 

j j jC S R=                               （6） 

 

 （7） 

 

𝐶𝑗越大表明 j 指标的权重越大。 

最后，测算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 HQ 

1 2

i 1
= ( )

2

n j j

ij

W W
HQ X

=

+
                      （8） 

HQ 越大说明该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越高。 

（2）空间相关性分析 

全局莫兰指数（global Moran's I），公式如下， 

1 1

2

1 1

( )( )

’  

n n

ij i j

i j

n n

ij

i j

W Y Y Y Y

Moran s I

S W

= =

= =

− −

=





                （9） 

n 代表城市数，𝑌𝑖为城市 i 的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与𝑆2为其均值与标准

差，𝑊𝑖𝑗为黄河经济带参与研究城市根据后相邻原则创建的空间权重矩阵。I 取值

为[-1,1]，其中，I＞0 表示研究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在空间上表现为正相关，I＜

0 反之，I=0，无空间关联性。 

局部莫兰指数（local Moran's I），公式如下， 
                 

（10） 

 

𝑍𝑖是𝑌𝑖的标准化变换值，𝑊𝑖𝑗
′由𝑊𝑖𝑗标准化后得到。局部莫兰 I 为正值表示所

2

j 1

=
j

j n

j

C
W

C
=

'

i

1

( )
n

i ij j

i

I d Z w Z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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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地区周围高质量发展水平呈高高集聚，I 为负则说明该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

呈低低集聚态势，通过 LISA 地图更能直观展示各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地域分

异。 

（3）空间杜宾模型（Spatial Durbin Model, SDM） 

公式如下， 

1
jt

N

it it ij i t it

j

Y X W Y v   
=

= + + + +               （11） 

𝑌𝑖𝑡与𝑋𝑖𝑡为第 t 年城市 i、j 的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𝑊𝑖𝑗为空间权重矩阵，

β是由一系列解释变量的待估计参数组成的向量，ρ记为空间滞后系数，𝑖𝑡表示

误差项。 

2.3 数据来源 

结合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涵，并兼顾黄河经济带沿线地区数据的可获得性，

选择黄河经济带沿线 75 个城市 2009-2019 年 25 个相关指标数据用以衡量其高质

量发展水平。由于本论文是对发表的小论文《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差异

及溢出效应分析》的进一步提炼和研究，与此篇文章一脉相承，故而应当与其所

选时间段相一致；其次，2020 年至 2023 年世界各国均受疫情影响，经济发展出

现较大幅度的波动与起伏，而这些现象具有暂时性与特殊性，也表明黄河经济带

沿线城市群在 2020 年至 2023 年的高质量发展数据与之前年份相比不具有显著

的代表性，故而不应当参与本次研究，所以选取 2009-2019 年作为主要的研究周

期。其数据主要源自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及各地区历

年统计年鉴与统计发展公报。个别地区缺失数据用插值法予以补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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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时空动态差异分析 

3.1 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水平演变测度 

3.1.1 按地域测度 

根据第一章的相关研究背景，并结合第二章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指标系统

构建、测度模型等理论，并将黄河经济带划分为黄河经济带上游、中游、下游三

大地带，计算得出各地带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数，具体如表 3.1 所示。 

 

表 3.1  2009-2019年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数 

年份 上游 中游 下游 黄河经济带 

2009 0.438 0.484 0.518 0.488 

2010 0.442 0.493 0.519 0.492 

2011 0.442 0.486 0.526 0.493 

2012 0.448 0.510 0.531 0.504 

2013 0.443 0.499 0.542 0.505 

2014 0.446 0.503 0.542 0.507 

2015 0.459 0.491 0.537 0.507 

2016 0.455 0.499 0.517 0.491 

2017 0.453 0.475 0.537 0.503 

2018 0.462 0.479 0.545 0.508 

2019 0.470 0.483 0.553 0.508 

平均 0.451 0.491 0.533 0.500 

 

据表可知， 

（1）黄河经济带上游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表现为波动上升趋势，其高

质量发展综合评价得分由2009年的0.438上涨为2019年的0.270，涨幅为7.31%。

其次，上游地区高质量得分在以下三个时段波动起伏差异明显，第一阶段为 2009

年至 2011 年，该时段每年上游地区高质量综合得分环比增长幅度较小（分别为

0.9%、0.04%），且呈逐渐增加态势，这一现象可能的原因为 2009 年为应对全球

性经济危机，保障西部地区经济平稳发展，我国结合西部具体经济形式，制定了

有关保持西部地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系列意见，黄河经济带上游城市群在其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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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下有序开展社会生产，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此期间表现为小幅度上涨走势。 

第二阶段为 2011 年至 2017 年，高质量得分环比波动幅度较大（分别为 1.36%、

-1.12%、0.68%、2.92%、-0.87%、-0.44%），观察各年度高质量发展水平环比指数

不难发现，此阶段上游地区高质量发展得分并非逐年增加，而是有些年份出现高

质量发展增速小幅回落的情况，如 2015 年其高质量得分增加至 0.459，位居前两

个时期之首，而后降至 2016 年 0.455，继而下降至 2017 的 0.453。这种涨落幅度

一方面反映出 2011 年至 2017 年间上游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较大

的不稳定性，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上游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年度差异性较大，可能的

解释为，随着我国近年来关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不断调整，黄河经济带上游地区

相关经济指标在调节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短暂的反转态势。第三阶段为 2017 年至

2019 年（分别为 1.99%、1.73%），其高质量发展得分分别为 2017 年 0.453、2018

年 0.462 与 2019 年 0.47，该阶段上游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呈正向环比增长趋势，

且增幅均超过 1.5%，不难发现，2017 年我国正式提出高质量发展战略目标，同

年西部地区蓝皮书提出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基本出发点，积极响应高质量发展的全

国性号召，表现出黄河经济带上游地区高质量发展良好的增长态势。 

最后，对比经济带上游地区三大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状况可知，三个时段高

质量发展增速差异较大，其中第一阶段为 0.91%、第二阶段为 2.49%、第三阶段

为 3.75%，表现出阶段性递增的总基调。此外，上游地区总增速为 7.3%，既反映

出上游地区近年来高质量发展水平较大程度的提升，同时也说明其高质量发展水

平具备较大发展潜力。 

（2）黄河经济带中游地区高质量发展表现出较大波动性差异。根据表中数

据，可分三个阶段对其进行讨论。第一阶段为 2009 年至 2011 年，该时间段中，

经济带中游地区高质量发展综合得分出现先增加后下降态势，即由 2009 年的

0.484 上涨至 2010 年的 0.493，而后又在 2011 年降至 0.486，呈现时段性小幅上

涨与回落，高质量得分波动上升的态势，这与此期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有较大关

联，黄河经济带中游地区经济发展实力较为薄弱，由于受自然资源、地理环境和

气候条件等因素的影响，使其在经济危机期间经济发展出现更大的不稳定性，但

第一阶段中游地区整体高质量发展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2011 年较 2009 年相比，

高质量发展得分小幅上涨（涨幅为 0.41%）。第二阶段为 2011 年至 2017 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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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阶段，经济带中游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较大起伏，现又 2011 年 0.486 上

涨至 2012 年 0.510，继而又下降至 2013 年 0.499，随后在 2014 年出现小幅增长，

得分上升至 2014 年 0.503，而 2016 年（0.499）与 2017 年（0.475）分别重复着

高质量得分先小幅上升而后大幅回落的发展趋势。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至少包含

以下两点，首先是中游地区产业结构与发展模式的调整与转型所致，众所周知，

中游沿线城市发展经济主要依托开采当地自然资源，如开采煤炭矿石等资源发展

本地经济，此种高耗能高污染的经济发展模型非常不利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与

此同时，中游地区在政府的引导下积极摸索新型产业发展结构，致使其高质量发

展水平呈现较大幅度的波动。第三阶段为 2017 年至 2019 年，该时段中游地区高

质量发展水平呈逐年递增趋势，由 2017 年 0.475 上涨至 2019 年的 0.483，涨幅

为 1.68%，可以看出十九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战略以来，黄河经济带中游地区

高质量得分呈现稳步增长趋势。 

对比三个时段黄河经济带中游地区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数波动情况可知，

三个时期中游地区高质量得分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与回落，其得分走势与特定

时期中游地区实际社会发展转型及相关政策引导有较强的关联性。根据 2019 年

中游地区高质量发展得分 0.483 略低于起始年份，大致可判断出经济带中游地区

在研究期间高质量发展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较大波动性等特点，同时还有较大

的上升空间，依据现有趋势，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建设全社会高质量发展的

时代背景之下，经济中游地区通过不断改进和完善社会生产方式，其高质量发展

水平可能有较为良好的增长走势。 

（3）黄河经济带下游地区高质量发展呈波动上升趋势。通过观察表中数据

亦可将其分解为三个重要发展时期，第一阶段是 2009 年至 2014 年，该阶段下游

地区高质量得分平稳上升，从 2009 年的 0.518 增加至 2014 年的 0.542， 2014 年

中游地区高质量发展得分位于前两个阶段之首，即使金融危机时期也保持着小幅

度增长趋势，且各阶段涨幅差异性较小，近年来，黄河经济带下游地区通过实施

系列财政补偿性政策支持下游各城市的社会发展，有助于提升中游地区社会经济

发展质量。此外，山东、河南两省为代表的黄河经济带下游地区远离黄土高原，

自然环境与人文条件均较为适宜，为下游城市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加之下游城

市处于我国中部偏东地区，与发达城市相连，贸易、交通都较为便利，这更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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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带下游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奠定总基调。 

第二阶段为 2014 年至 2016 年，此时段中游地区高质量发展得分呈下滑趋

势，从 2014 年的 0.542 下降至 2016 年的 0.517，尤其是 2015 年 0.537 降至 2016

的 0.517，下降幅度之大，可能存在的原因是下游地区处于该时间段的“阵痛期”，

一方面频发的山洪等自然灾害影响着下游地区的生产与生活，增加了下游地区人

民的生活负担与经济压力，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工业企业的发展步伐，这种

不可抗力的影响即表现为经济发展指数的下降。更为内在的因素即下游地区各城

市进行的相关经济指标“大挤水”整改政策影响着下游地区的高质量进程，两省

均在此期间实施不同程度的产业结构转型与新旧动能转换，完善和健全社会机制

体制，为即将到来的新的社会发展战略规划做全面的升级与调整，虽然从数据层

面表现为黄河经济带下游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的下滑与回落，但也说明下游地区

务实的发展态度，这种高质量得分的回落只是暂时的“蛰伏”，厚积薄发是对高

质量发展战略目标的有力诠释。 

第三阶段为 2017 年至 2019 年，经过前一阶段的调整与完善，经济带下游地

区在高质量发展目标得指引下，经济社会发展步伐快速提升，不仅在 2017 年上

旬恢复至原有水平，截止 2019 年，其高质量发展综合得分已然涨至 0.553，从

2016 年至 2019 年，高质量得分上涨幅度为 6.96%，不论是绝对数据还相对涨幅

均达到研究期间的最高值，根据这种趋势和涨幅，不难看出其高质量发展水平未

来可期。 

三个阶段经济带下游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涨落分明，其上涨时段分别为第一

与第三阶段，对比两阶段高质量发展得分可知，不仅高质量发展上升的平稳度有

所区别（一阶段较为平缓，二阶段较为陡峭），引起其得分上涨的内在机理也大

相径庭，后一阶段在质和量两方面均有重大突破，这也是今后我国社会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方向和走势，第二阶段可以理解为下游地区高质量发展阵痛的过渡期，

也是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前的缓冲期。 

（4）黄河经济带整体高质量发展起伏明显。大致可将其分为三阶段进行解

读，首先是第一时段 2009 至 2015 年，根据高质量得分涨势特点又可将其分为三

个小阶段，分别为 2009 年至 2011 年的较低水平的缓慢增长阶段、2011 至 2012

年快速过度增长阶段、2012 年至 2015 年的较高水平的平缓增长阶段，造成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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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的原因由经济带上、中、下游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二大时段为 2015 年至 2016

年高质量发展得分较大回落期，该时期由于经济带沿线地区处于产业结构转型，

新旧产能更迭的关键期，放慢高质量发展步伐，为下一阶段的发展积蓄力量。最

后一阶段为 2016 年至 2019 年，由于三大地带高质量发展得分在此期间均表现为

不同程度的增长走势，使得黄河经济带整体高质量发展水平出现较大幅度的提高，

这一发展水平在 2019 年（0.508）达到最高值，对比 2019 年与 2009 年高质量得

分可知，11 年间，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得分涨幅约为 4.1%，其高质量发展水平展

现出较大的发展潜力。 

通过对比分析黄河经济带各流域段及黄河经济带整体高质量发展水平可知，

三大流域段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较为明显，其中，上游地区高质量发展得分均值

为 0.451、中游地区为 0.491，下游为 0.533，高质量发展平均水平排位由高至低

依次为下游、中游、上游，下游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显著优于中上游地区，并且

高于黄河经济带整体发展水平（0.5），这与各地区经济发展实力密切相关，同时

也体现出下游地区高质量发展对于黄河经济带的拉动作用。 

3.1.2 按城市测度 

根据计算所得的黄河经济带 75 个地级市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利用 ArcGIS

软件将其展示为水平空间分布图，如图 3.1，限于篇幅，本文仅列示 2009 年与

2019 年黄河经济带沿线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空间特征图，根据高质量得分，按

由高到低将高质量发展水平分为优（≥0.6）、良（0.5~0.6）、中（0.4~0.5）、差（≤

0.4）四个等级。据图 3.1 可知： 

（1）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级表现为优秀的地区主要集中于各省的省会及相

关经济较为发达城市，如兰州市、银川市、太原市、西安市、郑州市、济南市及

青岛、烟台等地级市，地理空间上呈现由东向西逐级递减的发展趋势，观察图中

红色标注的地区可知，以山东为代表的黄河经济带下游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为优

秀级别的城市数量整体高于中上游地区，并且随时间推移城市数量不断增长，

2019 年下游地区高质量发展优秀级别地区增长为济南、淄博、潍坊、日照、青

岛、烟台与威海等 7 个城市，这一现象并不难理解，一方面黄河经济带下游城市

群具备良好的产业发展基础，其经济实力一直居于黄河经济带城市群前列，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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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经济带下游地区紧挨东部发达城市群，受到相关城市发展的溢出效应，对

于本地区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同时，下游地区临近海域，外贸与交

通均较为便利，发展机会较多，这也为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鲜活力。 

（2）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水平等级为良好级别的城市表现为自东向西增

加的向好趋势。2009 年，蓝色标注（良好）的区域主要集中于黄河经济中东部地

区，即经济中下游区域，如大同、朔州、阳泉、晋中、长治、运城、洛阳、菏泽、

济宁、泰安等 20 个地级市，其中以山西、河南、山东三省为主要聚集区，观察

2019 年，空间分布中的良好级别城市出现向经济带上游地区扩展的趋势，上游

省份中如石嘴山、定西等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由 2009 年的中等偏下发展至 2019

年的良好等级，此外，经济带下游地区的蓝色区域面积不断增大，尤其以山东省

份最为显著，截止 2019 年，山东省全市基本实现高质量发展为良好偏优等级，

这与表 2 中的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得分情况相互吻合，即表明山东省对于黄河经

济带的“龙头”的带动作用。与此同时，经济带上游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也出现

大的跨越，随着良好级别城市数量的增加，体现出上游地区较为可观的发展潜力

与发展后劲，提升薄弱环节的高质量发展实力对于黄河经济带整体高质量发展水

平的提高而言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要发挥优势，同时更要补齐短板。 

（3）黄河经济带中上游地区高质量发展等及为中等的城市数量呈增加趋势，

同时中等以下城市数量显著减少。据图可知，2009 年，黄河经济带中上游地区灰

色（差）地域主要表现为白银、陇南、中卫、庆阳、吴忠、铜川、榆林、巴彦淖

尔等城市，即集中于甘肃、宁夏、内蒙古等地区，上游地区常年饱受自然条件的

约束，经济发展力量较为薄弱，作为西部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其历史意义与经

济意义同等重要，自高质量发展目标提出以来，经济带上游地区依据科学发展理

念，并依托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支持，通过调整和改进相关生产方式，实现

高质量发展大幅度提升，即表现为 2019 年中上游大部分地区高质量发展等级由

较差提升至中等水平，如武威、中卫、鄂尔多斯、天水、陇南、汉中、榆林、渭

南、巴彦淖尔等城市。截止 2019 年，经济带中上游地区在 11 年间高质量发展水

平实现较大程度的提升，这不仅映射出我国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前瞻性和预见性，

更是对中上游城市自身发展实力与发展潜力的肯定。 

通过比较 2009 年与 2019 年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空间分布特征图可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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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期间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图中灰色属性城市数量大幅减少，说明

黄河经济带整体高质量发展等级向中等以上的良好方向发展，也说明薄弱地区在

不断增强，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短板”效果明显。总体而言，黄河经济带

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提升效果显著。但是经济带三大流域之间的发展差异也不容

忽视，图中中上游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低于下游城市群，尤其对于良好与优

秀等级的城市数量而言，山东省与河南省的高质量发展水平表现出较为突出的优

越性，反观中上游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虽然有所提升，但仍然表现出较大的上

升空间，造成这种地区发展分异性不仅有自然地理环境的因素，也存在着社会发

展基础差异，对于中上游城市，需给予更加强有力的鼓励与支持，让其在克服自

身薄弱环节的同时提升其发展水平，同时对于中下游高质量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

也可发挥其地区溢出效应，扩大其影响基本面，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从而有效

缩小各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共同为提升黄河经济带整体高质量发展水平贡献能

量。 

通过分区域与分城市测度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水平，可知其经济带上中下

游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不论按照高质量发展得分还是高质

量发展等级排序，下游地区均表现出明显的优越性，而中上游地区，尤其是上游

城市群则揭示了黄河经济带发展短板，但这也预示着中上游地区具有较大的发展

潜力，提升其高质量发展水平是提高黄河经济带整体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关键，也

是必经之路。 

 

 

2009 年                                       2019 年 

图 3.1  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水平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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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空间变化测度 

3.2.1 全局关联性测度 

根据黄河经济带 2009 年至 2019 年 75 个地级市高质量发展指标数据，测算

其全局莫兰指数用以分析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关联性，根据莫兰指数属

性可知，莫兰指数为正，则说明所研究地区具有正向空间相关性，并且数值越大

则表明其空间关联性越强，反之亦然，此外，莫兰指数为零则说明所研究区域非

但没有空间关联性，还表现为相应的空间随机分布特征。据此可知，黄河经济带

在 2009 至 2019 年间由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数计算所得的莫兰值均显著为正，

其中除 2016 年与 2017 年莫兰指数显著性水平为 0.1 与 0.05 外，其他年份莫兰值

均在 0.01 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黄河经济带沿线地区高质量发展具有较强的正

向空间自相关性，此外，根据 z 值可知，这种相关性还具备良好的稳定性。 

 

表 3.2  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Moran's I指数 

年份 I        Z（I） p-value 

2009 0.239*** 3.321 0.001 

2010 0.291*** 4.004 0.000 

2011 0.193*** 2.726 0.006 

2012 0.228*** 3.206 0.001 

2013 0.339*** 4.652 0.000 

2014 0.277*** 3.859 0.000 

2015 0.201*** 2.854 0.004 

2016 0.106* 0.072 0.070 

2017 0.170** 2.438 0.015 

2018 0.201*** 2.839 0.005 

2019 0.265*** 3.666 0.000 

注：
***
、

**
分别表示在 1%，5%的水平下显著 

 

这一研究与事实相符，一方面，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大河流域，沿岸地区

深受黄河文明的滋养，具有较为相似的水文特征、地质地貌等特点，其经济社会

发展呈现出高度的空间关联性，另一方面，近年来我国提出的促进黄河经济带高

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对其实施相关的政策扶持，以此促进了黄河经济带沿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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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高质量发展具有较强的空间关联性。 

3.2.2 局部关联性分析 

经过全局莫兰相关性分析可知，黄河经济带沿线地区高质量发展存在较为显

著的空间关联性，但其结果表述较为笼统，没有表明具体的空间集聚特征，因此，

为得到更加具体的分析结果，本文采用局部莫兰相关性检验对黄河经济带各地区

高质量发展空间关联性做进一步说明，再用 LISA 聚集图将其清晰的表现出来，

具体如图 2 所示。根据图中标注，黑色代表高值-高值集聚，即该地区高质量发

展水平较高，其周围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也表现为高的水平；黄色代表高值-低

值集聚，即该地区高质量发展较高，而其周围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则相对较低；

白色代表低值-高值集聚，即该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较低，而其周边地区高质量

发展水平却较高；灰色表示无显著集聚特征，即地区之间没有明显的高质量发展

数值之间的集聚属性。 

观察图 3.2 可知，首先，高质量发展水平呈高值-高值集聚现象主要表现为黄

河经济带下游地区，以山东省最为显著，2009 年，潍坊、青岛、日照、烟台等地

高质量水平与其周边地区形成“高高”集聚效应，截止 2019 年相关城市数量已

经增加至 8 个地级市，一方面城市数量的增加表明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水平提

升迅速，未来可期，但根据其城市空间分布来看，不难发现此种现象仅出现在黄

河经济带下游地区，说明中上游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与下游相比普遍偏低，反映

出黄河经济带各地区之间高质量发展仍然存在较大差异性。其次，黄河经济带高

质量发展指标值“高-低”集聚表现为由西向东转移的空间分布特征，2009 年，

兰州、西安等地高质量发展水平较高，而其周边地区仍处于低水平的发展状态，

2019 年这一现象向西部转移，即太原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显著优于其周围城市，

出现此种现象的可能原因有如下两点，一方面图中高质量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均出

现为中上游的省会城市，其在经济实力、人才资源、社会基建等方面都略高于省

内其他城市，并且由于人口聚集效应，该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与周边地区相比表

现出一定的优势。另一方面，中上游地区城市群经济实力较为薄弱，因为受到自

然地貌等其他客观环境的约束，加之身处我国内陆腹地，交通不发达，所以大部

分地区高质量发展均表现出较低等级。最后，观察图中蓝色区域，即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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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低值集聚区，容易发现，其多出现与黄河经济带中上游地区，并且经济带上

游地区为主要集聚区，这与下游地区高质量得分的高值集聚形成强烈对比，图中

内容清晰的反映出以下两个重要问题，其一，黄河经济带上游地区高质量发展水

平整体偏低，尤其是甘肃、宁夏等地区的高质量得分较低，具体揭示了经济带上

游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短板所在。其二，这种明显的地域差异反映出黄河经济带亟

需破解的高质量发展地区差异等问题，也点明了发展差距是的影响黄河经济带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 

 

 

2009 年                                          2019 年 

图 3.2  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LISA聚类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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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因素及空间效应分析 

4.1 变量选取、指标描述及模型检验 

4.1.1 变量选择 

本文采用空间面板模型探索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选择经济带

2009 年至 2019 年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在参考刘建党（2020）

等学者的研究，并结合黄河经济带沿线地区相关指标变量的实际可得性，解释变

量则由以下六类组成：政府绩效（GR），由经济带沿线各城市地区生产总值构成；

对外贸易（FT），由各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额组成；环境治理能力（ER），用各地

区一般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予以表征；产业结构（Inds），结合孙欣（2022）等

学者的研究，选取各地区第二产业增加值的 40%+第三产业增加值的 60%代替；

基础设施建设（IC），由各地区人均城市道路面积予以表示；现代服务业发展（PS），

由各地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表征。 

4.1.2 变量描述 

为使模型运行结果更具可靠性，降低因为变量量纲有别而引起的异方差性，

本文对自变量与因变量均做取自然对数处理，文章从最值、均值、标准差等方面

对各变量做相应描述，具体数据如表 4.1 所示。 

 

表 4.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 标准差 样本总量 

高质量发展

指数 
-0.174 -1.226 -0.708 0.175 825 

政府绩效 18.603 13.687 16.374 0.906 825 

对外贸易 13.708 1.458 9.368 2.253 825 

环境治理 4.668 -1.427 4.251 0.575 825 

产业结构 3.973 3.498 3.770 0.085 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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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 3.467 -1.493 1.170 0.907 825 

现代服务 4.552 2.930 3.995 0.245 825 

4.1.3 模型检验 

相比一般的线性回归模型和空间回归模型而言，空间面板模型（Spatial Panel 

Model）在研究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影响因素方面更加精确，根据提供的黄河

经济带 75 个地级市空间面板数据，其估计结果更具有效性。空间面板模型分为

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 Lag Model, SLM）、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 SEM）

及空间杜宾模型（Spatial Durbin Model, SDM）三大类，具体选择何种模型应做

相应的检验加以甄别，借鉴孙晓露（2021）等学者的研究，本文先根据 LM 检验，

即拉格朗日乘数检验、Robust LM 即稳健的拉格朗日乘数检验结果均在 1%水平

上显著，可知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影响因素之间存在空间依赖与空间关联性，

故选择 SLM 模型好于选择 SEM 模型；此外，由 Walds 检验、LR 检验结果均显

著，可知 SDM 模型不能退化为 SLM 与 SEM 模型；最后，由 Hausman 检验结果

在 1%水平显著，表明其应该选择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为宜。具体检验结果

如表 4.2 所示。 

 

表 4.2  空间面板模型检验结果 

检验方法 统计量 P值 

LM-lag 140.13 0.000 

Robust LM-lag 10.07 0.002 

LM-error 315.67 0.000 

Robust LM-error 185.62 0.000 

Wald-spatial lag 48.82 0.000 

LR-spatial lag 217.65 0.000 

Wald-spatial error 31.56 0.000 

LR-spatial error 148.63 0.000 

Hausman 39.00 0.000 

4.2 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表 4.3 测算结果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六类自变量估计的回归系数，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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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小及显著性与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另一部分是各变量的空

间滞后系数，度量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关联性。 

 

表 4.3  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驱动因素的估计结果 

变量 估计结果 变量 估计结果 

lnGR 
0.096 *** 

(8.48) 

W×lnCR -0.037* 

(-1.71) 

lnFT 
0.061***  

(14.93) 

W×lnFT -0.018*** 

(-3.05) 

lnER 
0.011* 

(1.77) 

W×lnER -0.036*** 

(-2.92) 

LnInds 
-0.234*** 

(-11.17) 

 W×lnInds 0.126*** 

(3.09) 

lnIC 
0.059*** 

(9.45) 

 W×lnIC -0.086*** 

(-7.15) 

lnPS 
-0.046** 

(-2.17) 

 W×lnPS -0.110*** 

(-2.97) 

R-squared 0.71 
ρ 0.220*** 

(4.71) 

Log L 794.519 观测值 825 

sigma2_e 
0.008*** 

(20.21) 

  

注：
*
、

**
、

***
分别表示 10%、5%、1%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 t 统计量，下同。 

 

观察表 4.3 可知： 

（1）政府绩效水平、对外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的回归系数均在 1%水平上显

著为正，环境治理能力回归系数在 10%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政府绩效的提升、

对外贸易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以及环境治理能力的提高均有助于提升

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水平。一方面，政府绩效反映当地政府对于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的宏观引导方向的正确性，对外贸易是关于开放的重要指标，发展外贸是

实现高质量开放发展的重要途经，环境治理水平的提升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良

好的社会生产、发展环境，同时也与绿色发展理念相互契合，强化基础设施建设

为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建基础，硬件与软件相互配合，才能实现高

质量稳步发展。另一方面，上述四种指标的正向促进作用也折射出近年来黄河经

济带在高质量发展历程中进步与努力，同时也是贯彻落实高质量发展目标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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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 

反观产业结构与现代服务业发展状况两项显著为负的回归系数可知，目前黄

河经济带沿线地区产业结构对于其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抑制效应，同时现代服

务业发展水平仍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一方面揭示出产业结构不合理与现代化服

务业不完善仍是制约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短板，另一方面也与黄河经

济带实际的发展环境息息相关，根据上文中对经济带三大地带高质量发展的对比

分析可知，中上游地区由于受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等客观条件的约束，早期的产

业发展主要依靠开采和挖掘地下资源或者以牺牲自然环境等方式，虽然近年来在

国家的号召和支持下中上游地区不断改进生产方式，多种途经引进人才与科技，

升级产业发展链条，取得一定成效，但与经济带下游地区相比仍有较大发展差距，

产能和产业结构方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而作为近些年新型产业风向标的第三

产业的发展对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但根据黄河经济带具体的实际情况而言，第

三产业中较为突出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状况并不乐观，这与沿线城市群的经济发

展模型及自身现实的生产力紧密相关，所以黄河经济带沿线地区在今后的发展中

应更加关注产业结构的转型与优化，加快第三产业的建设，不断壮大经济实力，

为提高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2）根据表中各变量的空间滞后系数的显著性水平可知，政府绩效水平、

对外贸易、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状况等因素的空间滞

后系数均在 10%及 1%水平上显著为负，与上文中回归系数结果形成强烈对比，

体现出各因素负向空间效应。究其原因，可以从以下两点探讨，其一，空间滞后

系数体现的是各地区之间的空间关联性，政府绩效空间滞后项为负，说明黄河经

济带各地区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政策壁垒，即政策规划与执行的闭塞性，相关的

统筹意识有待提高，而各地区之间的商贸交流也表现为反向的抑制性，贸易往来

不仅有利于增强地区之间的联系，更能提升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此外各地区

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负向环境治理水平，这表现出其在保护环境方面的竞争性，

要注意的是只有黄河沿岸整体环境质量得到改善，才能促进各地区高质量发展水

平的提升，同时由于黄河中上游地区薄弱的基建条件与较为传统的生产方式，导

致其基础设施建设与现代服务业表现出一定的空间负向抑制性。其二，这一局面

深刻反映了当前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中突出的现实问题，即高质量发展影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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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在黄河经济带各地区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这既是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中亟待

突破的瓶颈，同时也为其高质量发展战略目标找准了发力点。最后，根据表 4.3

中可决系数为 0.71、空间权重系数ρ在 1%水平上显著，表明上述测算结果具有

一定的可靠性与合理性，同时也为后续的进一步研究做好实证基础。 

4.3 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空间效应分析 

根据表 4.4的估计结果可知，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性，

但上文的结果较为笼统，为更加精细化，本文将各因素的影响效应划分为直接、

间接与总的空间效应，顾名思义，直接效应即研究各类因素对于本地区高质量发

展的促进或抑制性，间接效应即分析该因素在经济带各城市之间的影响机理与路

径，总效应即综合前两种效应之后，研究其对于黄河经济带沿线城市而言整体表

现出的影响效应，下面分三部分对其进行阐述。 

 

表 4.4  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空间效应分解 

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lnGR 
0.096*** -0.019 0.077** 

(8.91) (-0.71) (2.53) 

LnFT 
0.060*** -0.006 0.054*** 

(15.45) (-1.02) (9.44) 

lnER 
0.010* -0.040*** -0.031* 

(1.66) (-2.66) (-1.79) 

lnInds 
-0.231*** 0.093* -0.138** 

(-10.98) (1.84) * (-2.43) 

lnIC 
0.055*** -0.090*** -0.035** 

(9.69) (-6.14) (-2.27) 

lnPS 
-0.051*** -0.144*** -0.195*** 

(-2.61) (-3.34) (-4.57) 

 

首先，根据表中直接效应估计结果可知，政府绩效水平对本地区而言发挥正

向的促进作用，政府绩效水平是体现当地政府管理能力的重要指标，一个地区的

发展不仅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更需要有一个具有前瞻性，长远性的理智领

导班子当好“领头羊”的角色，当地政府出色的表现是提升本地区高质量发展水

平重要一环；对外贸易也即代表着本地区的开放发展层面，对外开放是发展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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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重要举措，加强与外界的交流与对话，互相交流资源、人才、技术，分享

发展经验，不仅为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鲜活力，也是提升其高质量发展水

平的阶梯，对外贸易的显著的本地效应也是对各地区高质量发展中努力的体现；

环境治理能力系数在 10%水平上显著为正，一方面表现出黄河经济带各地区高

质量发展进程中对环境保护的注重，但根据显著程度而言，各地区的环境治理与

保护意识有待进一步提升与加强，尤其是黄河中上游地区，生态环境比较脆弱，

常年遭受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影响，导致沿线地带植被稀少，作为我国北部地区

重要的自然生态屏障，保护好各地区生态环境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践行高质量

发展目标的重要举措。 

产业结构层面则表现出显著的负向效应，这对于各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

升无疑具有阻碍作用，虽然黄河经济带下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较于其他地区而

言处于领先地位，但与我国东南部相关发达省市相比，其产业结构仍然处于较为

低端水平，产业结构比较单一，主要以制造业等生产模型为生，黄河经济带中上

游地区产业结构更显单一，没有适宜的种植环境，交通不便致使其缺乏与外界的

交流，所以产业结构更是其亟需调整的环节；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对于黄河经济

带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直接效应，基础设施是指用于保障社会正常运转及

居民日常生活的必须建设，除了一些基础的水电设施，随着社会的发展，交通、

通信、科技与研发服务等方面均有涉及，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能有效提高高质

量发展水平，同时也是提升居民生活幸福感的重要举措；现代服务业的显著负向

直接效应与前述不完善的产业结构相互呼应，现代服务业作为新世纪新型产业，

具有光明的发展前景与巨大的发展潜力，主要表现为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众所

周知，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工业均属于传统产业，发展后劲不足，发展空间

有限，目前，世界经济发展主要集中于第三产业，黄河经济带在实现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必须面对产业转型、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难题，只有攻坚克难

才能推动发展。 

其次，据表中间接效应可知，政府绩效表现出不显著的负向空间效应，负向

回归系数表明个地区政府之间的政策行为具有差异性，这源自于各地区独特的社

会环境和发展历史，但目前国家倡导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宏伟目标，各城市

具有较为一致的总体目标，但在政策层面表现出的地域之间的竞争性不利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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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整体发展质量的提升，此外，根据显著性水平可知，各地区之间存在的政策负

面竞争效应目前仍在可控范围内，根据研究结果可知，通过明晰城市与周边地区

之间的联系，相互合作实现共赢局面；对外贸易系数也呈现不显著的负向效应，

黄河经济带作为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内部各城市作为其重要的结构单元，一些地

区由于地理环境原因，交通不发达，限制了与外界的沟通交流，但随着我国铁路

事业的发展，大部分地区之间能够较为轻松的实现跨地域贸易往来，而表中数据

显示的负面效应则体现出黄河经济带各地区之间存在的贸易壁垒在制约着高质

量发展水平的提高。 

环境规制系数表现为显著的负面空间溢出效应，这意味着各地区之间环境保

护政策的利己性与竞争性，污染产业由经济相对发达城市向经济欠发达城市进行

转移，对于前者而言有助于净化本地区环境质量，在利用周边地区廉价劳动力节

约生产成本的同时又能提高自身环境质量，推动本地区高质量发展更上一层楼，

但对于其周边经济欠发达地区而言，虽然承接来自经济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可以

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但由于受到外来的高污染、高耗能、低效益性质产业

的影响，使得本地区的自然环境超负荷运转，致使基础薄弱的生态环境遭受更加

严重的打击，长远来看，这对接受环境污染型产业转移地区而言弊大于利，也不

利于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目标的推进；通过产业结构系数显著的正向空间效应

更加佐证了前一点的分析，地区之间通过产业的转移与承接，一定程度上都是在

改善与变革其生产模型及生产技术，随着绿色发展理念的不断落实及科学技术的

不断革新，地区之间的产业链转移也越来越多的表现为环境友好型企业的承接与

并购，这是一个向好的转变方向，也是今后一段时间地区之间产业联系的主流方

向，对于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具有较大裨益；最后根据基础设施建

设与现代服务业发展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可知，黄河经济带各地区之间应秉承共

享发展的宏伟理念，共享基础建设，共同为黄河经济沿线居民打造美好舒适的居

住和生活环境，此外在第三产业发展方面，各城市之间的联系有待进一步，增大

地区之间人口的流动性，引进人才与技术，为本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鲜动力。 

最后，根据表中总效应结果可知，总效应是对于直接与间接效应的综合反映，

是对黄河经济带总体的把握与研究。政府绩效方面表现为显著的正向效应，即表

明对于黄河经济带整体高质量发展进程而言，政府部门的政策规划与执行能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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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积极的正向推动作用，这也侧面反映了领导集体的高瞻远瞩与正确统筹；对外

贸易同样也表现为积极的正向效应，这与目前我国大力倡导的开放发展相互契合，

是符合社会发展趋势，顺应当前发展形势的正确举措，只有加快开放步伐，加强

地区之间人力、物力的交流，才会不断的提升自身发展能力，开放是促进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动力；环境治理能力表现为显著的反向抑制效应，这是对黄河经济带

高质量发展的一大阻碍因素，也是黄河经济带在实现高质量发展路途中必须迈过

的坎儿，改善环境质量，保护我们共同的生活家园，与当代绿色发展理念一脉相

承，是正确的同时也是必要的。 

产业结构表现的显著的负向效应揭示了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中另一个需

要注意的短板与障碍，产业结构不健全，产业发展模式过于单一化、传统化等问

题是困扰经济带社会发展的一大难点，如何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如何优化

产业结构类型，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黄河经济带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最后，

基础设施建设与现代化服务业的发展也均表现为负向的影响效应，这对于黄河经

济带高质量发展而言，均具有一定程度的抑制性。综上所述，经过对上述六类影

响因素的展开分析，不难发现黄河经济带在高质量发展路途中任重而道远，只有

不断做出相应的调整与改进，才能推动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登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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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本文选取黄河经济带沿线 75个地级市 2009年至 2019年相关空间面板数据，

利用熵值法、莫兰相关性检验以及空间杜宾模型对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水平的

时空演变特征作相关测度分析，并探索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影响因素，经过

第三、第四章的具体分析，总结出如下结论： 

（1）黄河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数差异显著。比较三

大地带高质量发展得分平均值易知，黄河经济带下游地区高质量发展平均水平居

于三大地带首位，且高于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整体水平，其次是中游地区，而

上游地区整体得分水平低于中游下游地区。虽然上游地区高质量得分在研究期间

增长幅度较大，但上游地区高质量得分在研究年份中均地域 0.5，与下游地区所

有年份高质量得分均高于 0.5 形成鲜明反差，由此可见上游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

相较于中下游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发展差距。此外，黄河经济带中游地区高质量

发展水平波动程度较大，高质量发展水平稳定性较弱，且对比研究期初与期末的

高质量发展得分可知，黄河经济带中游地区近年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

一定程度的下滑趋势，总体发展势头有待提高。下游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稳中有

升，根据高质量发展得分增长速度和环比增长幅度可知，下游地区高质量发展兼

顾速度与质量，更加关注质与量的共同提升。整体而言，黄河经济带三大地带的

高质量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由东向西高质量发展水平呈阶梯式递减，较大的地区

发展差距不利于黄河经济带整体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高。 

（2）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关联性。全局莫兰与局部

莫兰指数均较为显著的表明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存在地理空间上的相互关联，

全局莫兰指数 I 均显著的为正，且 I 值随着研究年份的增长呈波动上升趋势，Z

值均较大，表明黄河经济带的地区之间高质量发展具有高度的正向相关性，且较

为稳定，各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对于其周边地区而言也具有一定的促进

作用，反之，若该地区高质量发展较低，其对于周边地区而言也会拉低经济带整

体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即黄河经济带各地级市之间高质量发展水平相互联系，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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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影响。 

（3）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地理空间集聚性。局部莫兰检验结果

表明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指数一共存在三种空间相关性，分别为“高-高”集

聚、“低-低”集聚、“高-低”集聚，其中，高值集聚区主要集中于经济带下游，

以山东省最为显著；低值集聚区主要体现在上游城市群，且以上游偏西地区最为

显著；高值与低值相邻分布呈由西向东转移趋势，并且高值区以省会城市为主。

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得分的三种空间集聚特征反映其存在的地域发展差异性。

结合全局与局部莫兰指数可知，黄河经济带沿线地级市之间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

空间关联性，既有空间正向相关性也存在负向竞争性，且高质量得分具有地域集

聚性，从而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性。 

（4）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六类影响因素存在较大差异性。根据空间面

板模型的估计结果可知，政府绩效水平、对外贸易水平、环境治理质量、基础设

施建设水平的提升均对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高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而产业结构对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对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进程具有一定的反向

抑制性，此外，从各变量的空间滞后系数可知，六类影响因素的空间效应的显著

性与影响方向参差不齐，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 

（5）黄河经济带各影响因素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显著分异。根据分解的各变

量的空间效应可知，直接效应中，政府绩效水平、对外开放、环境规制、基础设

施建设等均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即其水平的提高对黄河经济带经济发展

质量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而产业结构与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则对黄河经济带经

济社会发展表现出反向阻碍性；间接效应而言，环境规制强度、基础设施建设与

现代服务业发展状况等均具有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表现为一定的空间排他

性与空间竞争性，这并不利于对黄河经济带在今后的发展与进步，而政府管理水

平、对外开放发展等因素的空间溢出性并不明显，且回归系数为负，表明黄河经

济带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应提高对各城市之间开放交流的关注度，利用政策引导等

方式强化地区联系，促进共同进步；总效应中，政府绩效、对外贸易表现出正向

效应水平，即总体而言，其对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而其他因素

则显示出较大的提升空间与发展潜力，通过不断调整与发展，最终为黄河经济带

高质量发展奠定良好的发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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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建议 

基于前述分析，黄河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显著差异，高

质量发展表现为较强的地理空间集聚态势，鉴于此，本文从坚持新发展理念、发

展新型数字经济平台、加强社会保障机制和完善政府治理能力等方面对黄河经济

带高质量发展提供一些对策性建议，希冀为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高提

供建设性参考，具体由以下几点所示。 

（1）落实新型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指出要继续坚持新发展理念毫不动摇，持续推

动全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宏伟目标不松懈，这是依据党和国家对新时期社会发展趋

势的准确判断而做出的符合我国社会发展状况的决策，高质量发展理念是对我国

已经改变了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准确回应，我国发展已然进入新阶段，迈入新历程，

为了与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相呼应，全社会的发展也应该是高质量的发展，高效

益的发展，为此依据五大发展理念，黄河经济带可根据以下几点调整发展战略。 

第一，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技术，加快构建创新型发展社会。实现黄河

经济带沿线地区创新型发展方式，具体可从以下几点考虑。首先，提高黄河经济

带居民创新意识，通过宣传教育，传播创新思想，培育广大群众的创新理念，普

及创新对于社会发展的力量，唯有提高全民的创新观念，才能持续不断地输出创

新成果，为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能量。其次，变革生产方式，对于

经济带中上游地区传统的产业结构做出相关调整，在仔细分析本地区地质地貌，

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开放具有本地特色的产业，对于一些

高耗能高污染型工业企业，通过改良生产技术，创新生产工艺等手段减少其负面

影响，推动该类工业企业不断输出正能量。最后，积极引进高端科技与高端人才，

帮助黄河经济带沿线地区提高创新发展成果，加强创新的正面输出效应，此外，

通过创新技术的引进，有利于促进黄河经济带的相关传统工业企业的新旧动能转

换，实现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新跨步。 

第二，统筹黄河经济带城乡协同发展，缩小高质量发展差距。协调发展不仅

作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论点之一，也是实现黄河经济带沿线地区高质量发展必不

可少的调节方式，协调所涉及内容广泛，黄河经济带可以从以下几点予以考虑。

首先，协调黄河经济带沿线地区城市与乡村的发展关系，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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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国家对于广大乡村发展前景的关注，加强黄河经济带城镇与乡村之间的发展联

系，统筹相关资源的互相配合与沟通，主动破除相关发展壁垒，通过政策的引导

与支持，促进乡村地区发展资源与城镇地区相互联系。其次，协调人地关系，也

即统筹人与自然生态环境发展的相互统一，黄河经济带作为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

区，应秉承“绿色青山即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强

化环境管理机制，同时增强沿线地区居民环保意识，倡导绿地植被保护工作，对

环境污染严重地区可实行相应的休整措施。最后，协调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状况，

加强各地区之间的沟通与联系，减少贸易壁垒，实现资源、技术与人才在黄河经

济带上中下游地区之间自由流动，实现各地资源的优势互补，为黄河经济带高质

量发展水平的提升添砖加瓦。 

第三，保护黄河经济带沿线生态环境，推动绿色发展。具体可从以下几点予

以考虑，首先，完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根据黄河流域独特的水文特征灵活制定

环境保护规划，对于当前较为突出的环境问题出台针对性解决方案。其次，提高

沿线地区居民的环保观念，培养人民自觉遵守环境保护法，自觉维护黄河流域生

态环境的相关意识，通过实施相应的鼓励机制与惩戒措施，提高黄河经济带沿岸

居民的自觉性。此外，减少生态薄弱区域的地下资源开采工作，实现先保护后开

采的发展方式，对于已经造成严重的自然生态环境破坏地区，应给与高度重视，

及时采取不久措施，最大限度降低环境透支力度。最后，发展环境友好型工业企

业，大力推行风力发电等清洁环保型生产方式，借助黄河经济带沿线地区有利的

自然地貌特征，并结合当前我国新型生产技术，制定符合黄河经济带长远利益的

绿色发展策略，提高黄河经济带绿色发展质量。 

第四，加快构建多元化开放格局，促进开放发展。统筹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

两种局面，关于对内开放，各城市基于对自身市场发展潜力与人民消费结构的深

入分析，通过实施一系列惠民政策，利用金融杠杆等方法刺激消费，加快商品的

生产与流通，增加市场中流通的货币量，为各地区高质量发展奠定金融基础。另

一方面，关于对外开放，各地级市作为黄河经济带的重要组成单位，应积极响应

国家关于开放发展理念的相关发展战略，通过加强地域之间的合作与沟通，加强

对话交流，各城市之间实现特色资源优势互补，通过贸易往来等方式为本地区高

质量发展注入新鲜血液。此外，亦可加强与我国其他省市及海外地区的贸易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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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引资引智相互结合的方式，与世界发展相接轨，把握“一带一路”的历史机

遇乘势而上，利用国内与国两大市场实现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 

第五，兼顾公平与效益，提升共享发展水平。坚持“全面共享、全民共享、

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则，秉承黄河经济带社会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发展理念，

通过制定公平高效的分配机制，促进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共享发展福利。而共享

不代表均等配额机制，黄河经济带在制定政策时应结合具体地区的发展实际，统

筹兼顾，以提升经济带全域高质量发展水平为主要宗旨，坚持全域居民共享基础

建设、共享经济发展福利，以提升居民生活福祉为基本出发点与落脚点，不断拓

宽社会共享内容。最后，倡导社会参与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建设历程，为经济带高

质量发展添砖加瓦，只有共同建设美好家园，才能更加自由的共同享受其美好成

果。 

（2）搭建数字经济新平台，加快高质量发展 

首先，推动黄河经济带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搭建好基础服务平台，相关政府

应给予财政和政策的扶持，帮助黄河经济带沿线地区加快完善 5G 网络工程，推

进人工智能，大数据发展深度与广度，推进工业互联网建设，完善服务场所数字

化，智能化建设。增加灵活就业机制，通过大数据平台使就业信息透明化，利用

智能分析工程及时帮助劳动力与空缺岗位之间的相互匹配，充分调动人员的流动

性。此外，发展新业态，新职业，积极拓展新型职业形式，利用互联网等手段发

展如网约配送员、直播平台导购员等新型职业形式，增加劳动力就业渠道，实现

灵活的就业市场与就业需求相结合。最后，依据黄河经济带具体发展实际，借助

新一轮数字经济发展浪潮，乘势而上，推动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水平实现大跨

步式提升。 

（3）筑牢社会保障根基，推进高质量发展 

强化推进社会基础医疗、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等风险防控与管理工作。首先，

从“源头防控”，完善社会保障基本法律法规，着眼于民生棘手痛点，在国家基

本保障法规基础上结合黄河经济带当地居民生活亟需解决的重大民生问题，具体

推出强力有效的解决方案，切实保障居民的实际利益。其次，加强社会基本医疗

体系建设，完善社会医疗保险机制体制，缓解居民看病就医难等突出问题，搭建

远程医疗服务平台，充分发挥互联网医疗的优势作用，方便居民日常诊疗，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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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访机制，及时追踪就医服务质量与水平。最后，推动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建

设，加强社会监管力度，推动长效监管，建立各相关部门联动防控体系，问题整

改反馈等机制体制，筑牢黄河经济带社会保障安全网，推进高质量发展。 

（4）完善政府管理机制，促进高质量发展 

建立常态化各级政府执政能力培训机制，提高领导阶层专业素养与业务水平。

组建各级领导班子管理能力考核机制，完善预警教育宣城方案，积极整改各部门

管理漏洞与疏忽，推动奖惩体系建设、各级监督体系建设，鼓励社会检举参与，

从源头解决管理能力低下，办事效率拖拉等严肃问题，建立警示谈话、问责调查、

监督检查等政府预警机制，切实提高政府为人民服务能力，政府努力做好引领黄

河经济带各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领头羊”，通过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鼓励全体

人民创新美好生活的积极性，为推动黄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与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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