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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本底脆弱ꎬ长期以来面临着水资源短缺、土地荒漠化、水土流失等诸多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ꎮ

黄河流域以矿业、能源和重化工业粗放式开发为主的低端产业结构ꎬ对水资源消耗巨大ꎬ产生的污染较为严重ꎬ对流域生

态环境影响大ꎮ 在碳中和战略目标下ꎬ进行产业结构低碳转型和产业升级、加强水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调整农业农村

发展模式、平衡区域发展差距已成为黄河流域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向ꎬ也是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

的必由之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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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工程与环境模拟

　 　 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ꎬ流经青海、四川、甘肃、
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及山东 ９ 个省区ꎬ
流经了我国三级阶梯最后注入渤海ꎬ干流河长约

５６８７ｋｍꎬ流域集水面积约为 ８１ ３×１０４ｋｍ２ [１]ꎮ 黄

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农牧业生产基地、重要能源

及基础工业基地ꎬ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土空

间格局中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地位[２]ꎮ 同时ꎬ作
为我国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域和华北、西北地区重

要的生态屏障ꎬ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质量的好坏ꎬ直
接关系到国家中长期生态安全和环境质量的演变

趋势ꎮ 但受区位条件、自然地理环境等因素制约ꎬ
该地区以能源重化工为主的产业结构加重了地区

生态环境负担ꎬ严重威胁到流域安全、国家生态安

全、粮食安全和人居环境安全[３]ꎮ
继我国卓有成效地开展了“２＋２６”城市联防

联控打赢蓝天保卫战、２０１８ 年启动长江大保护工

作后ꎬ２０１９ 年 ９ 月ꎬ习近平总书记对黄河流域生

态环境和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了考察ꎬ对黄河流域

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做出重要指示ꎬ要求坚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ꎬ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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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ꎮ 由此ꎬ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重大战

略ꎮ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２ 日ꎬ习近平总书记在第 ７５ 届

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将提高«巴黎协

定»下国家自主贡献力度ꎬ承诺力争 ２０３０ 年前碳

排放达峰ꎬ努力争取 ２０６０ 年前实现碳中和ꎮ 这意

味着中国将在未来十年全面实现能源、经济领域

的深度低碳转型ꎮ 因此ꎬ要完成我国的碳中和目

标ꎬ黄河流域除继续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外ꎬ还
要实现产业结构向着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方向

深度转型ꎮ 本文将着重从黄河流域产业结构现状

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碳中和目标下黄河流域

产业结构调整方向等方面进行论述ꎮ

１　 黄河流域产业结构现状及其对生态环

境的影响

１ １　 黄河流域产业结构现状

黄河流域的产业结构以第二产业为主体ꎬ其
中初级加工业占比较高ꎬ能源矿业资源采掘业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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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突出ꎬ第三产业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ꎬ并显著

低于沿海地区ꎻ第一产业占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ꎬ
中游草原牧业特色鲜明ꎬ流域内部发展差距较大ꎮ
改革开放 ４０ 年来ꎬ黄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

重大成就ꎬ４０ 年间流域内的地区生产总值增加了

５３ ２ 倍ꎬ年均增长率为 １０ ７６％ꎮ 但流域内经济

增长效率的提升非常有限ꎬ４０ 年间仅增长了约

２ 倍ꎬ年均增长率不到 ２％ꎬ加之生态环境脆弱、资
源枯竭等问题的日趋凸显ꎬ已成为当下黄河流域

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５]ꎮ
多年来ꎬ黄河流域内形成了以矿业、能源和重

化工业粗放式开发为主的低端产业结构ꎮ 黄河流

域能矿资源丰富ꎬ煤炭、天然气储量分别占到全国

基础储量的 ７５％和 ６１％ꎬ青海的钾盐储量占全国

的 ９０％以上ꎻ中上游地区风能和光伏能源丰富ꎮ
但是由于地区自身消纳能力、水资源和技术等因

素所限ꎬ当地主要以资源开采和初级加工为主ꎬ产
业链短[３]ꎮ 比如ꎬ我国的煤炭产能主要集中在黄

河流域中上游地区ꎮ 据 ２０１９ 年中国能源统计年

鉴ꎬ２０１７ 年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煤炭产量约２８ 亿

吨ꎬ占全国煤炭产量的 ７８％ꎮ 我国 １４ 个亿吨级大

型煤炭基地ꎬ有 ７ 个分布在黄河流域中上游ꎻ９ 个

千万千瓦大型煤电基地ꎬ有 ６ 个分布在黄河流域

中上游ꎻ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现代煤化工建设项目环境

准入条件(试行)»发布以来ꎬ生态环境部(原环境

保护部)共批复 １４ 个现代煤化工项目ꎬ其中 １０ 个

项目位于黄河流域中上游[６]ꎮ 此外ꎬ黄河流域中

上游还是下游工业能源和原料供给的集中地ꎬ以
煤电和煤化工产业为主ꎮ 鄂尔多斯、晋北、晋中、
晋东、陕北、宁东等几大煤电基地均坐落于黄河流

域中上游ꎻ对于现代煤化工产业ꎬ现有 １００％的煤

制油、８５％的煤制烯烃、５０％的甲醇制烯烃项目ꎬ
均位于黄河流域中上游ꎮ

黄河流域还是国家粮食安全重要保障区ꎬ流
域耕地面积占全国总量的 ３５％左右ꎬ粮食产量占

全国总量的 ３４ ４２％ꎬ是国家重要的粮、棉、油生

产基地和经济作物的重要产区ꎮ 但是随着工业化

与城市化的发展ꎬ黄河流域粮食安全面临农田面

积萎缩和质量降低ꎬ农业用水保障难度增大和面

源污染加重等挑战[３]ꎮ

１ ２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问题

近年来ꎬ在区域气候变化和人类社会经济活

动的双重影响下ꎬ黄河流域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和

敏感性在增强ꎬ生态环境问题突出ꎬ生态安全面临

严峻挑战ꎬ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ꎮ 一是黄河

源区即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的主体冰川消融加

速ꎬ面积显著退缩ꎬ进而引起了大范围的湖泊扩张

和径流增加ꎬ可能导致冰湖溃决、洪水泛滥等灾

害ꎬ影响下游地区人类的生存环境ꎮ 二是黄河源

区多年冻土呈现区域性退化趋势ꎬ活动层厚度不

断增加ꎬ由片状分布逐渐变为岛状、斑状分布ꎬ多
年冻土层变薄ꎬ冻土面积缩小ꎬ融区范围扩大ꎬ进
而削弱了冻土的生态环境地质功能ꎬ引起黄河源

区生态环境恶化ꎮ 三是黄河流域水资源短缺问题

严重ꎬ总体径流量呈显著下降趋势ꎬ经济发展和人

口增长带动的用水量不断增长ꎬ造成河流生态环

境用水被严重挤占ꎬ黄河入海水量大幅减少ꎬ严重

影响了黄河河口湿地生态系统ꎬ破坏了生物多样

性ꎮ 四是黄河上中游内蒙古自治区南部、陕西省

北部及宁夏回族自治区东北部等地区荒漠化问题

十分突出ꎬ受到全球气候变化以及亚洲季风系统

的影响ꎬ生态环境十分脆弱ꎬ干旱化趋势难以逆

转ꎮ 五是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ꎬ流入黄河的泥

沙量多年平均在１６ 亿吨ꎬ其中超过 ８０％的泥沙来

自黄土高原地区ꎬ致使黄河下游河道年均升高

５ｃｍ~１０ｃｍꎬ使黄河成为地上悬河ꎬ增大了洪水灾

害的发生概率ꎮ 六是黄河流域干旱、暴雨洪涝、强
降水及其引发的地质灾害比较严重ꎬ尤其受到气

候变化影响ꎬ极端降水与干旱现象近年频发ꎮ
七是黄河流域水污染排放量巨大ꎬ虽然相比第一

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结果排放总量近年有所下降ꎬ
但黄河流域下降幅度要小于其他流域ꎬ且单位

地表水资源化学需氧量排放强度增加了 １０％ꎮ
八是流域部分地区生物多样性显著减少ꎬ导致

自然生态系统功能和稳定性下降ꎬ并威胁到国

家的生态安全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７－９] ꎮ
１ ３　 黄河流域产业结构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本底脆弱ꎬ生态环境问题

突出ꎬ关键性水土资源匹配条件差ꎮ 黄河源区地

处青藏高原高寒气候带ꎬ植被覆盖有限ꎬ生态系统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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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ꎻ上游的甘肃、宁夏等地气候多干旱少雨ꎬ荒
漠化问题严重ꎻ中游黄土高原地区水土侵蚀严重ꎻ
下游地区人多地少ꎬ人地关系紧张[３]ꎮ 受自然要

素成本、社会经济基础、资源配置效率等多重因素

影响ꎬ当前阶段的黄河流域产业空间布局非均衡

现象较为突出ꎬ高度集聚在水土光热匹配度高的

河流谷地和平原地区ꎬ生态承载能力较佳ꎬ但由于

粗放型的开发和加工模式ꎬ导致生态脆弱性增强ꎬ
地表植被遭受大肆破坏ꎬ水土流失严重[１０]ꎮ

黄河源区人口分布稀疏ꎬ人类社会经济活动

较少ꎬ整体上生态环境状况主要受气候变化影响ꎬ
但部分地区存在煤矿产业的大规模开采活动ꎬ给
脆弱的高原草甸生态系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

响ꎬ也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冻土层的退化ꎬ提高了黄

河源区高原生态系统的脆弱性ꎬ并可能对下游人

类生产生活产生潜在的影响[１１]ꎮ
黄河流域分布有多个重要的能源重化工基地

与煤炭消费基地ꎬ以能源基础性原材料为主的工

业结构和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ꎬ导致人口密集

区的灰尘、颗粒物污染严重ꎬ大气质量较差ꎬ城市

水体、湖泊和内陆河水污染较重ꎬ局部地区重金属

累积性风险加重ꎬ尤其在黄河中上游地区部分河

段已经完全丧失生态功能ꎬ资源环境承载力已经

处于严重过载状态ꎮ 在以煤炭为主的产业链条生

产运营中ꎬ相关企业的技术装备落后ꎬ导致二氧化

硫的浓度严重超标ꎬ且焦炭炼化中还会伴随有大

量的乙烯、苯乙烯、二甲苯等气体产生ꎬ加剧了大

气环境恶化ꎮ 与此同时ꎬ煤炭开采中ꎬ可能会产生

大量的废弃物堆积ꎬ导致地表剥离ꎬ并在干旱、少
雨等自然环境影响下ꎬ产生新的沙尘源[１０]ꎮ

黄河流域的水资源短缺ꎬ产业发展中的可利

用水资源多为黄河过境水ꎬ需求量远超生态环境

的承载能力ꎮ 沿边重化工企业污染ꎬ更是进一步

缩减了可利用水资源总量ꎬ区域环境污染问题严

重ꎮ 水资源是支撑煤炭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协调

发展的基础资源ꎬ也是当前黄河流域经济发展和

生态环境保护之间最为突出的矛盾ꎮ 以煤炭采掘

行业为例ꎬ煤矿是富存在地下沉积岩类的矿产资

源ꎬ含煤层、含水层、隔水层共生ꎮ 因此ꎬ煤矿开采

不可避免地对地下水含水层造成破坏ꎬ并会产生

矿井水ꎮ 大体上ꎬ每采掘 １ 吨煤炭约产生 ２ 吨矿

井水ꎮ 按照煤炭年产量 ２８ 亿吨计算ꎬ开发所消耗

的水资源超过 ５６ 亿吨ꎮ 大规模煤炭开采导致矿

区地下水位大范围、大幅度疏降ꎮ 煤电和煤化工

产业用水量同样很大ꎮ 目前黄河流域现代煤化工

行业用水总量约 ５ ３ 亿立方米 /年ꎮ 尤其宁夏、陕
西、内蒙古等省份用水量偏高ꎬ占黄河工业用水的

比例达 ９％~ １８％ꎻ煤电产业用水量更大ꎬ约占黄

河工业用水总量的 ２５％[６]ꎮ 另外ꎬ黄河流域中上

游年蒸发量约是降雨量的 ６ 倍ꎮ 以上现象都会加

速当地的荒漠化进程ꎮ
黄河中下游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农业产业

发展的核心区域之一ꎬ经过上万年人类活动对黄

河中下游地区地表覆被的不断干扰ꎬ特别是西汉

以来的大规模垦殖ꎬ其自然植被今已基本荡然无

存ꎮ 至公元纪年初ꎬ黄河中下游地区就已被开发

为一个垦殖范围与今相近的农业区[１]ꎮ 近年来ꎬ
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状况主要受到农业面

源污染以及人类生活源污染排放的影响ꎮ 研究表

明ꎬ黄河流域农业源水污染物排放主要来自中游地

区ꎬ中游水污染物排放量和畜禽养殖量均占黄河流

域总量的 ４０％左右ꎮ 生活源水污染排放主要来自

流域中下游省份ꎬ河南省、陕西省、山西省、山东省的

排放占整个流域城镇生活污水排放的 ７４ ８６％[９]ꎮ
总体上ꎬ黄河流域面临冰川消融、冻土退化、

水资源短缺、土地荒漠化、地表采矿塌陷、水土流

失、洪水旱灾威胁等诸多生态和水文水资源难题ꎬ
也存在发展整体滞后、区域差距大、产业低端等诸

多经济社会发展问题ꎮ 黄河流域产业结构对生态

环境的影响ꎬ以水环境影响和生态破坏为主ꎮ

２　 碳中和目标下黄河流域产业结构调整

的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提出的“碳中

和”和“碳达峰”的宏大战略目标为我国能源行业

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行动指明了重要的发展方

向ꎮ 黄河流域作为我国主要的能源产业聚集区域

和生态功能保障区域ꎬ必然在未来数十年内的能

源产业结构调整和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承担起不

可替代的重要历史使命ꎮ 在碳中和的目标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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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ꎬ黄河流域的产业结构调整将围绕着供给侧低

碳转型和产业升级这一核心任务ꎬ同步推进需求

侧节能降耗和水资源优化ꎬ并一以贯之地推进退

耕还林还草、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整治、生态防护林

建设等重大生态恢复战略工程ꎬ切实提高区域内

碳捕集和碳吸收能力ꎮ
２ １　 产业结构低碳转型和产业升级

２０２０ 年ꎬ煤炭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

占比约为 ５６ ７％ꎬ火电发电量在发电量中的占比

约为 ６７ ８％ꎮ 过高的化石能源占比是实现碳中

和目标的主要挑战ꎮ 而黄河流域要通过产业结构

调整的方式实现低碳转型和产业升级ꎬ则面临着

更多现实条件的困扰和利益关系的纠葛ꎮ 产业结

构低碳转型的关键在于提升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

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ꎬ为了达成这一目标ꎬ应该加

快构建适应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新型电力系

统ꎬ积极推动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ꎮ
持续推进能源体系清洁低碳发展ꎬ稳步推进水电

发展ꎬ安全发展核电ꎬ加快光伏和风电发展ꎬ加快

构建适应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新型电力系

统ꎬ完善清洁能源消纳长效机制ꎬ推动低碳能源替

代高碳能源、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ꎮ 黄河流

域中上游丰富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为上述措施的

推行提供了基本的保障条件ꎮ 对于煤炭开采产

业ꎬ其开发布局必须以不威胁流域生态环境安全

格局稳定为原则ꎬ必须首要保证国家重点生态功

能区的功能稳定和持续效力发挥ꎮ 例如ꎬ黄河上

游青海地区生态环境脆弱ꎬ煤炭资源少且赋存条

件差ꎬ建议国家在保障企业转型发展条件下ꎬ让煤

企逐渐退出ꎬ以生态恢复为主ꎮ
此外ꎬ人工智能、５Ｇ 技术、互联网＋区块链技

术的快速发展也为黄河流域产业升级提供了契

机ꎬ通过信息化促进区域产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的

转型ꎬ加快产业结构调整ꎮ 近日ꎬ国内某知名通

信技术企业与山西省联合打造的智能矿山创新

实验室ꎬ旨在利用工业无线控制网络、云计算等

信息通信技术ꎬ助力山西实现煤矿提质增效、提
高煤矿本质安全的目标ꎬ促进山西企业的数字

化转型和信息化发展ꎬ为黄河流域产业升级提

供了新的切入点ꎮ

２ ２　 区域水资源保护

如何采取措施保护区域水资源ꎬ是黄河流域

实现和谐发展的最基本条件ꎮ 在源头保护上ꎬ可
根据不同区域的环境与生态现状进行规划与实

施ꎮ 在黄河中游煤炭资源富集区开采强度大ꎬ可
采取“保水采煤”技术ꎬ在防治采场突水、保障安

全的前提下ꎬ从源头上对水资源进行有意识的保

护ꎬ使煤炭开采对矿区水文环境的扰动量小于区

域水文环境容量ꎮ 其次ꎬ在煤炭开采的全过程

(采前—采中—采后—稳定期)ꎬ做好节水和保护

地下水工作ꎬ做到煤—水协调开发ꎮ 最后ꎬ要做好

矿井水的处理与资源化高效利用工作ꎮ 目前ꎬ矿
井水处理利用技术趋于成熟ꎬ完全可以满足煤矿

规模化发展需要ꎮ 但在黄河流域中上游ꎬ很多煤

矿由于矿井水处理设施投资和运行费用高、回用

水量有限等问题ꎬ仍无法实现矿井水的充分回用ꎮ
鉴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要求煤炭生产企业矿井水

排水实现零排放或达到国家地表水质量Ⅲ类标准

外排ꎬ大部分煤炭企业经处理后的矿井水除部分

回用外ꎬ大部分矿井水经深度处理达到地表水Ⅲ
类标准后外排至地表外环境ꎮ 目前ꎬ对于黄河中

上游大型煤炭企业ꎬ外排矿井水基本上可以达到

地表水Ⅲ类质量标准ꎬ但绝大部分矿井水排水中

硫酸根离子和氟离子超标ꎮ 针对大水量的排水ꎬ
对于去除水中硫酸根离子和氟离子ꎬ目前尚没有

高效、经济的处理方法ꎬ这是矿井水科研工作者必

须尽快努力解决的课题ꎮ
此外ꎬ统筹黄河流域中上游有限的水资源并

做到煤电、煤化工产业全过程节水运行ꎬ对黄河流

域水资源保护也至关重要ꎮ 首先需要加大气力开

辟新的水源ꎮ 相比过去全部取用黄河水ꎬ现已有

部分煤电和煤化工项目改用经处理后的煤矿矿井

水ꎬ可大大降低黄河取水需求ꎮ 例如中煤集团下

属榆林煤化工企业拟投资 １０ 亿元ꎬ对煤炭开采产

生的矿井水进行处理后ꎬ回用作为下游煤化工产

业用水水源ꎮ 对于煤电和煤化工企业自身所产工

业废水ꎬ还需要加大处理和回用力度ꎬ从而提高煤

电、煤化工企业自身废水回用率ꎮ 当前ꎬ对于煤电

和煤化工废水的处理ꎬ主要问题集中在“零排放”
工艺深度处理阶段ꎮ 因废水中含盐量高ꎬ煤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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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化工废水深度处理阶段普遍采用反渗透或纳滤

膜处理ꎮ 膜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浓盐水目前以蒸发

浓缩工艺为主ꎮ 但蒸发浓缩工艺运行成本较高ꎬ
需警惕企业偷排造成的环境风险ꎮ 另外ꎬ蒸发浓

缩产生的盐类以硫酸钠和氯化钠为主ꎬ由于现有

分盐工艺很难使硫酸钠和氯化钠达到一级工业品

纯度要求ꎬ蒸发浓缩分盐产生的硫酸钠和氯化钠

产品一般被界定为危废ꎬ成为固态二次污染物ꎮ
因此ꎬ对于煤电和煤化工企业所产废水ꎬ如何提升

废水蒸发浓缩技术水平ꎬ使所产盐类副产品能够

物尽其用ꎬ是广大科研工作者和企业今后亟须解

决的难题ꎮ 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加大研发资金投

入ꎬ集中优势力量攻克煤电和煤化工所产浓盐水

深度处理难题ꎮ 同时ꎬ对于无法二次利用且被

界定为危废的工业杂盐ꎬ建议当地政府统筹建

设刚性危废填埋场ꎬ对上述工业杂盐进行填埋

无害化处置ꎮ
２ ３　 生态保护与区域协调发展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相互依存、密不可分ꎮ
黄河流域重要生态区和深度贫困区重叠面大ꎬ且
以农村地区为主ꎬ一些地区对能矿资源短期效益

的过度追求ꎬ阻碍了农村生态环境的正常恢复ꎬ也
破坏了原有的农业生产系统ꎮ 针对黄河中上游重

要生态区、深度贫困区等自身发展能力严重缺失

的地区ꎬ实施一批重大生态移民—城镇化建设工

程ꎬ按照“迁得出、能进城、会致富、留得住”的思

路ꎬ进一步推进重点生态功能区和深度贫困区生

态建设ꎬ促进区域协调发展ꎬ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存

在的生态贫困和农民发展问题ꎮ
加快完善生态补偿政策ꎮ 根据降水和水资源

时空分布特点ꎬ调整农业种植结构ꎬ压缩冬小麦种

植规模ꎬ扩大饲草种植面积ꎬ缓减春旱缺水难题ꎬ
减少宁南、河套等引黄灌区灌溉面积ꎮ 黄土高原

大致以 ５００ｍｍ 多年平均年雨量线为界ꎬ以南扩展

梯田、以北扩大淤地坝等旱作基本农田建设ꎬ进一

步扩大坡耕地退耕还林还草的规模ꎮ 退耕区、退
牧区在确保退耕还林还草成果基础上ꎬ提出生态

恢复保护国家补偿退出路径和机制ꎮ 针对黄河下

游洪水威胁重要河段和城镇岸段ꎬ巩固和提高岸

堤防洪标准ꎮ 整治河道岸滩ꎬ依托黄河岸堤、沿岸

保护利用水系、湿地、林地、草地等自然资源ꎬ建设

黄河沿岸生态景观风貌带ꎮ 结合山水林田湖草工

程的实施ꎬ推进农村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ꎮ 针对

山西及陕北、渭北、宁东等能矿资源开采区ꎬ采取

地面居民搬迁安置、地下爆破或回填等工程措

施ꎬ分类分批解决能矿资源采空区历史遗留问

题ꎮ 管控城镇、工业园区、矿区生活生产空间污

染物源头排放ꎬ提出农村污水集中式、分散式治

理新模式ꎬ加强汾河、渭河等黄河支流水环境污

染综合治理[１２] ꎮ

３　 结论与展望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本底脆弱ꎬ长期以来面临

着水资源短缺、土地荒漠化、水土流失等诸多生态

和水文水资源难题ꎬ也存在着发展整体滞后、区域

差距大、产业低端等诸多经济社会发展问题ꎮ
在全球气候变暖和工业产业快速发展的宏观

大背景下ꎬ黄河流域脆弱的生态环境本底已越来

越难以支撑区域内长期以来以矿业、能源和重化

工业粗放式开发为主的低端产业结构ꎮ 尤其是在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２０６０ 年实现碳中和的宏大战

略目标后ꎬ进行产业结构低碳转型和产业升级、加
强水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调整农业农村发展模

式、平衡区域发展差距已成为黄河流域产业结构

调整的重要方向ꎬ也是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必由之路ꎮ
展望未来ꎬ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战略的扎实推进ꎬ以及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

的有序实现ꎬ一幅山川秀美、万民安乐的新时代生

态文明画卷将徐徐铺展开来ꎬ黄河流域的跨越发

展也将会在产业结构合理调整和区域经济平衡发

展的进程中得以实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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