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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体检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的初探
——以山东沿黄地区为例

张小平Ǔ李士江Ǔ王雪萍Ǔ陈承振
山东省国土空间规划院Ǔ山东Ǔ济南Ǔ250014

摘Ȟ要：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对促进社会稳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山东沿黄地区为

研究对象，结合国家、省政策提出的发展要求，研判山东沿黄地区存在的问题，构建山东沿黄地区体检评估指标体

系，对山东沿黄地区进行综合评估，分析发展短板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以期为推动黄河流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

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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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2019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
略的提出以来，沿黄流域生态资源的统筹规划与经济产

业的协同发展得到有效支持。本文以山东沿黄地区为研

究对象，参考山东省多年体检评估经验与收获，结合国

家、省相关战略文件，探索构建适用于山东沿黄地区的

体检评估指标体系[1]。

1��山东沿黄地区体检评估的必要性

1.1  黄河流域发展的政策要求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战略。

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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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以下简称《规划》）相继印发，进一步强调黄河流域生

态环境保护是促进沿黄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

防范化解生态环境风险的必然要求。

2021年10月，深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座谈会从新的战略高度发出了“为黄河永远造

福中华民族而不懈奋斗”的号召。《山东省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以下简称《省规划》）

《山东省黄河流域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的相
继印发，要求山东应发挥作为黄河流域最强经济体和唯

一出海口优势，突出山东半岛城市群的龙头作用[2]。

1.2  山东沿黄地区的区域特点与现实需求
区域特点。山东沿黄地区是黄河流域唯一的陆海交

汇区，是黄河下游生态保护的主战场；拥有黄河流域唯

一的重要蓄滞洪区，肩负着保障下游防洪安全的重任；

是黄河流域重要的人口和经济集聚区，发挥着引领黄

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龙头作用；是全国重要的粮食主产

区，承担着扛牢粮食安全、端牢中国饭碗的重要责任；

也是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和儒家文化发源地。

现实需求。山东沿黄地区面临洪水威胁仍然存在、

生态环境依然脆弱、水资源严重短缺、空间利用矛盾突

出、区域协作水平不高、文化传承不够等诸多问题。推

动黄河流域的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能够有效解决黄河流域

存在的问题，缩小东西部和南北方发展的差距，能够激发

沿黄地区经济社会活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构建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因此对山东沿黄地区进行全面体检评估，对

推动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指标体系的构建

2.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本指标体系构建遵循全面性、科学性、可操作性、

特色性和可持续性五大原则。

一是全面性。黄河流域评估结果受多种因素影响，

包括生态、水资源、产业、文化等，指标选取综合考虑

各种因素，进行全面综合评估。

二是科学性。指标选取从国家及地方的相关标准、

规范出发，结合黄河流域的资源特征和自然禀赋进行，

确保评估结果的实际性和可靠性。

三是可操作性。指标的选取应具备明确可靠的来

源，选用容易获取或处于监管体系中具备数据基础的指

标或行政主管部门已有的数据。

四是特色性。指标的选取要能够突出黄河流域的资

源特征和发展需求，要聚焦黄河流域的发展战略与政策

要求，构建形成黄河流域的特色指标体系。

五是可持续性。体检评估过程应具备可持续发展的

特性，需构建全面的指标体系和健全的评估机制，确保

评估工作长期持续。

2.2  指标评估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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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相关政策解读
体检评估指标以国家、山东省的相关文件为支撑，主

要从生态、水安全、创新等五个方面，提出黄河流域发

展的特色目标。生态方面要求建设黄河绿色生态廊道，

保护黄河湿地生态系统，综合治理黄河流域大气污染

等；水安全方面积极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完善防

洪减灾工程，综合治理黄河流域水污染；创新方面积极

打造黄河流域科教创新高地；产业和文化方面与国家政

策要求基本一致[3]。

2.2.2  指标维度划分
结合山东沿黄地区的现实需求与存在的问题，聚焦

黄河流域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重点关注水资源短板，

整合形成资源安全、绿色生态、创新活力和文化交流4个
指标维度。

（1）资源安全。黄河流域最大的自然资源是水资
源，主要从水资源安全、生态安全角度出发，重点核查

林地、草地保护面积等指标。

（2）绿色生态。主要从人地协调的角度出发，从生
态、生活和生产三个方面综合评估人居环境板块的绿色

环保程度。

（3）创新活力。重点考量产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创
新环境，综合评价黄河流域产业发展的集约性与创新

性，为产业的转型与高质量发展提供助力。

（4）文化交流。主要从文化保护与发展两个角度进
行分析，评估黄河流域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发展情况。

2.3  评估指标筛选
具体指标的筛选以2021年自然资源部发布行业标准

《国土空间规划城市体检评估规程》（以下简称《规

程》）为基础，结合黄河流域相关政策文件和文献资

料，响应区域体检评估的现实需求，梳理黄河流域体检

评估的基础指标和特色指标，构建形成山东沿黄地区体

检评估的指标体系。

2.3.1  基础指标
以《规程》中六个维度的指标体系为基础，对接山

东省级体检评估指标体系，涉及水安全、绿色生活和创

新发展等二级指标10类29项指标，构建形成山东沿黄地
区体检评估的基础指标。

2.3.2  特色指标
基于黄河流域相关政策提出的重点要求与发展目

标，自上而下的政策与理论切入，从中选取黄河流域体

检评估特色指标，涉及绿色生活、水安全和文化发展等7
类16项指标。

2.4  指标体系形成

在遵循指标体系构建原则的基础上，最终形成4维度
10类别45项指标体系（表1）。

表1��黄河流域体检评估指标体系表

维度 类别 指标项 指标类型

绿色
生态

绿色
生态

湿地保护率（%） 基本指标

生态保护红线区域比例（%） 特色指标

自然保护区面积（万公顷） 特色指标

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基本指标

绿色
生活

清洁能源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 基本指标

新建改建建筑中绿色建筑比例（%） 基本指标

设区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 特色指标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特色指标

城市夜间声环境质量达标率（%） 基本指标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基本指标

公园绿地、广场步行5分钟覆盖率（%） 基本指标

绿色
生产

农田灌溉水利用系数 基本指标

万元GDP用水量（立方米/万元） 基本指标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率（%）特色指标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率（%） 特色指标

绿色矿山建成率（%） 特色指标

资源
安全

水
安
全

人均年用水量（m³） 基本指标

黄河干流主要断面年均水质 特色指标

城市再生水利用率（%） 基本指标

水资源开发利用率（%） 特色指标

地表水国控断面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
比例（%）

基本指标

地表水国控断面劣Ⅴ类水体 特色指标

近岸海域水质优良（一、二类水质）
比例（%）

特色指标

生态
安全

林地保有量（万亩） 基本指标

森林覆盖率（%） 基本指标

林草保护面积（km2） 特色指标

防洪
安全

防洪堤防达标率（%） 基本指标

创新
活力

创新
发展

每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件） 基本指标

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 基本指标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支出占营业
收入的比重（%）

基本指标

黄河流域“四新”经济增加值占比（％) 基本指标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基本指标

黄河流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

基本指标

省级及以上重点实验室数量（个） 基本指标

黄河流域高新技术企业密度
（个/万km2）

基本指标

创新
环境

土地出让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例（%） 基本指标

每万家企业法人单位中高新技术企业数（个） 基本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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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维度 类别 指标项 指标类型

创新
活力

创新
环境

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人口数量（人） 基本指标

每万人就业人员中研发人员数（人） 基本指标

文化
交流

文化
保护

自然和文化遗产数量（个） 基本指标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数量
（处）

特色指标

非遗项目传承人（位） 特色指标

文化
发展

博物馆、图书馆、科技馆、艺术馆等文化
艺术场馆数量（处）

基本指标

接待的年旅游人数（万人次／年） 特色指标

文化艺术表演场所数量（个） 特色指标

3��评估结论及发展建议

3.1  评估结论
3.1.1  水资源利用效率有待提升，保护力度有待加强
山东沿黄地区存在资源性缺水和工程性缺水并存现

象，山东沿黄地区城市再生水利用率为53.77%，高于山
东49%的整体水平；但人均年用水量为294.73m3，高于山

东整体水平213.74m3；与省内其他城市比较分析发现，

济南市、淄博市与滨州市是重化工业聚集地，用水需求

相对较大，究其原因主要为沿黄城市生态用水量需求较

大，化工、建材等高耗水产业较多。

3.1.2  创新发展相对薄弱，高新技术产业增幅较大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为

48.3%，低于全省整体水平2.18个百分点，“四新”经济
增加值占比为31.81%，低于全省整体水平1.09个百分点，
资源型、重化型经济发展特征较为明显。每万人高价值

发明专利拥有量、区域高新技术企业密度等指标较往年

有所提升，但整体仍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山东沿黄地区

仍有繁重的产业结构转型和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要完成，

高端要素资源集聚能力不强，创新发展能力不足，新兴

产业引领作用不够，成为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短板。

3.1.3  文化资源禀赋优势明显，区域文化缺乏协调
发展

山东黄河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众多，开发价值

潜力较大。历史文化底蕴，文化文物资源数量多、级别

高、价值大，山东沿黄9市拥有世界文化遗产三处（“三

孔”、大运河、齐长城）、世界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1处
（泰山），国家历史文化名城6座，黄河三角洲海洋历史
和文物资源独一无二等。但大运河、齐长城及其他沿黄

地区文化遗存文化彰显不足，山东沿黄地区高质量发展

更需关注区域协调、文化彰显层面。

3.2  发展建议
3.2.1  践行绿水青山理念，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突出问题导向，

推动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扎实推进黄河大保护，坚

守生态保护红线；全面贯彻“四水四定”原则，加快

建立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构建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机

制，优化提升水资源高效配置和利用水平；聚焦“根治

水患、防治干旱”，完善防洪减灾工程体系。

3.2.2  延续黄河历史文脉，赋能沿黄文化价值创新
继续挖掘黄河文化深刻内涵、底蕴，创新黄河文化

保护与传承发展模式，赋能“黄河文化”价值创新。要

讲好“黄河故事”，在文化旅游开发实现路径上要系统

性整理好黄河文化旅游资源，合理布局文化旅游景点，

多层次开发黄河文化旅游产品，依托旅游业着力塑造文

化旅游品牌。

4��结语

城市体检评估是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人居环境品质需求的重要抓手，山东省沿

黄9市区域性体检评估从战略定位出发，结合国家、山东
省城市体检相关要求，提出具有科学性及可操作性的体

检评估指标体系与评估方法诊断问题，并针对沿黄9市实
际情况，因地制宜地提出优化对策与建议，以期为其他

区域性体检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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