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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黄河发源于青海巴颜喀拉山北麓卡日曲，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
河南、山东九省区，由山东垦利县注入渤海，全长5464km，流域面积75.24万km2，占我国国土面积
的7.68％，流域总人口为1.3亿，约占全国人口的11％，是我国第二大河。
黄河流域特殊的人文特征和自然地理环境孕育了中华文明，黄河自身特殊的水沙特性也给中原大地带
来了无尽的灾难。
近年来，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和国家西部开发战略的推进，黄河日益严峻的水生态危机、极为
紧张的水供需矛盾、十分脆弱的水承载环境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
为此，有必要从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以经济学研究的视野，重新审视和分析黄河治理开发及其流域
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各方面问题。
　　黄河经济问题研究与我国其他流域经济问题研究相比无疑有着极为明显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除
了历史、文化、民族、政治、社会等非经济因素所决定外，更为重要的是取决于黄河的自然特性及其
流域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特殊性。
其主要表现为：①黄河灾害及其防治的特殊性。
黄河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害河，其灾害主要表现为洪水、凌汛、改道、崩岸等，特别是其下游洪水始
终是威胁国家安全的“心腹大患”。
②黄河生态与环境问题的特殊性。
其主要表现为黄河上游的生态破坏、黄河中游的水土流失、黄河下游的泥沙沉积和河水断流、黄河入
海口三角洲的生态保护、沿黄及其支流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等。
③黄河水资源合理配置的特殊性。
黄河沿线的水资源供需矛盾近年来日趋尖锐，其主要问题包括黄河水资源管理体制、配置机制与配置
效率、综合利用规划、不同区域和行业水资源利用效益的比较评价。
④黄河水资源开发利用的特殊性。
为综合整治和合理开发利用黄河水资源，国家在黄河先后投巨资建设了许多大型基础设施工程，包括
黄河水利水电工程、引黄工程、灌溉工程等，连同各支流的水利工程，黄河已成为世界上受人类扰动
最剧烈的河流之一。
⑤黄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特殊性。
包括黄河上中游地区的贫困问题、沿黄国家大型能源建设项目社区规划与发展问题、黄泛区经济社会
发展问题、黄河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问题、黄河流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合作问题。
⑥沿黄矿产、生物、旅游等资源的合理开发与保护的特殊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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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黄河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与评价》通过对黄河的自然特性、黄河流域的社会经济特征和黄
河可持续发展面临主要问题的分析，从经济学的视野出发，综合应用资源经济、技术经济、生态经济
、管理经济、数量经济、区域经济、经济地理等经济学科和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方法，构建起一个从黄
河自然特性出发，以黄河为研究对象的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研究平台。
对黄河本身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黄河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与评价》在内容结构和逻辑框架上分为四个层面：第一层面为基础现
状与实证分析，主要对黄河特征及可持续发展的现状进行了论述分析；第二层面为理论探索，是在对
传统的黄河经济学研究理论评述的基础上，对黄河可持续发展从经济学角度进行了探索，以构架起黄
河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三层面为实证评价，对黄河本身的可持续发展和黄河流域的可持续
发展进行了评价分析；第四层面为区域评价与对策应用，对上游源头区域、中游晋陕峡谷区域、下游
三角洲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社会对策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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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湿度小、蒸发大黄河中上游是国内湿度偏小的地区，例如吴堡以上地区，平均水汽压不足8hPa，
相对湿度在60％以下。
特别是上游宁夏、内蒙古境内和龙羊峡以上地区，年平均水汽压不足6hPa；兰州至石嘴山区间的相对
湿度小于50％。
黄河流域蒸发能力很强，年蒸发量达1100mm。
上游甘肃、宁夏和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属国内年蒸发量最大的地区，最大年蒸发量可超过2500mm。
　　冰雹、沙暴、扬沙多冰雹是黄河流域的主要灾害性天气之一。
据统计，黄河上游兰州以上地区和内蒙古境内全年冰雹日数多超过2天，其中东经1000以西的广大地区
多于5天，特别是玛曲以上和大通河上游地区多达15－25天，成为黄河流域冰雹最多的区域，也是国内
的冰雹集中区。
沙暴和扬沙主要由大风所引起，并且与当地（或附近）的地质条件及植被状况密切相关。
据统计，流域的宁夏、内蒙古境内及陕北地区，由于多年平均大风日数均在30天以上，区域内又有腾
格里沙漠、乌兰布和沙漠和毛乌素沙漠，全年沙暴日数大多在10天以上，扬沙日数超过20天；有些年
份沙暴最多可达到30－50天，扬沙日数超过50天。
此外，在汾河上游和小浪底以下沿黄的河南省境内，还各有一个年沙暴或扬沙日数超过20天的区域，
后者主要与黄河较大范围沙滩地的存在有关。
　　无霜期短黄河流域初霜日由北至南、从西向东逐步开始，并且同纬度的山区早于平原、河谷和沙
漠。
如黄河上游唐乃亥以上初霜日平均在8月中下旬，而黄河中下游一般在10月上中旬，流域其余地区在9
月份。
流域终霜日迟早的分布特点与初霜日正好相反，黄河下游平原地区较早，平均在3月下旬，而上游唐
乃亥以上地区则晚至8月上中旬，其余地区介于两者之间。
由此可见，黄河流域无霜期较短，即使是黄河下游平原地区，其无霜日也只有200天左右；而上游久治
以上地区平均不足20天，可以说基本上全年有霜：流域其余地区介于两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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