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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功能区，是实现国家粮食安全的重点区域。本文梳理了近期黄河流域的相关研究，从

粮食安全视角下分析了黄河流域现阶段在流域水效率、流域水管理机制、流域水生态文明三方面的问题，并提出

了关于黄河流域大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两方面建议。一是创新流域水管理机制，服务国家粮食安全。积极改进水

资源管理方式，加大节水宣传教育力度，加强黄河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合理调控水价，完善黄河流域水权市

场建设。二是践行“两山”理论，提升流域水生态文明。建设“四大体系”和“七大区域”，推进生态廊道建设；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前布局水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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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西德吉，曾现来，赵娜娜，等

引言

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

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九省（区），全长

5464km，流域总面积 79.5 万 km2。2018 年底流域省份总人

口 4.2 亿，占全国 30.3%；地区生产总值 23.9 万亿元，占全

国 26.5%。在全国社会经济和生态保障等方面占有非常重要

的地位。

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功能区。流域中部分省份

是生物多样性集中区，承担着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重任；

同时，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水土流失特别严重，再加

上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影响，部分干流水生态环境有所

恶化，流域水生态保护迫在眉睫。因此，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不但是黄河流域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更

是确保国家生态安全的内在要求。

黄河流域又是实现国家粮食安全的重点区域。粮食安

全始终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2018 年，

黄河流域的 9 个省区粮食产量为 23 268.87 万 t，占全国粮食

总产量的 35.37%，其中，四川、内蒙古、河南、山东是国

家粮食主产省（区），粮食产量为 19 015.40 万 t，占黄河流

域粮食总产量的 81.72%，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 28.90%。因

此，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直接关系到国家

的粮食安全。

1� 近期有关黄河流域的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 9 月 18 日座谈会上将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并提出了五点要

求：一是加强上中下游的生态保护，二是要处理好水沙关

系，三是推进水资源集约利用，四是探索地域特色高质量

发展新路，五是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 [1]。习总书记的

讲话为黄河沿岸九省（区）指明了未来保护和发展的方向，

也在学术界掀起了黄河流域研究热潮。对黄河生态保护与

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面临的主要挑战和发展方

向，学界从宏观角度提出了不同的思路和建议。例如，左

其亭研究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研究框架，指

出战略的实施涉及众多学科，分析了战略实施的理论基础

以及需要解决重大科技问题 [2]；赵钟楠等研究了该战略实施

下的发展水利保障的总体思路 [3]。

关于黄河流域的研究较多集中在水利工程领域，突出

体现在水沙关系方面。申冠卿等对黄河下游高效输沙洪水

调控指标进行了研究 [4]，胡春宏等对黄河水沙变化趋势预测

的若干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为兼顾河道少淤和减

少输沙水量，可通过水库调度，优化水沙搭配、塑造高效

输沙洪水 [5]。孙倩等研究了黄河中游多沙粗沙区水沙变化

趋势及其主控因素的贡献率 [6]。王伟等研究了调水调沙工

程实施 10 年来黄河尾闾河道及近岸水下岸坡变化特征，发

现调水调沙工程有利于延长黄河现行入海流路的使用年限，

显著改变了水下岸坡的冲淤状态，并促进其发育趋向新平

衡 [7]。李少文等的研究表明调水调沙对黄河入海口海域大型

底栖动物群落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8]。

黄河流域生态安全也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彭月等对宁

夏黄河流域生态安全进行了综合评价，认为流域生态安全

水平有所增强，但整体上处于欠安全级别 [9]。部分学者对黄

河流域经济空间分异态势进行了分析，李敏纳等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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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黄河流域现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流域水效率亟待提升

近年来，黄河流域快速的经济发展、人口增长与黄河

有限的水资源供给之间的矛盾愈发突出，也对以灌溉为主

体的流域内农业活动形成了巨大挑战。

黄河流域是我国农业经济开发最早面积最大的地区，

然而流域内 75% 左右面积地处干旱半干旱地区，降水量

少且时间分配不均，水分蒸发量大，农业对水资源依赖极

大，农田有效灌溉面积 7793 万亩①，农田灌溉耗水量 231
亿 m3，占流域总耗水量的 71.8%，黄河流域农田灌溉各

省（区）地表水利用统计情况见表 1。表中数据体现，除

四川省外，各省（区）的农田灌溉耗水量都高居不下，几

乎全部在 60% 以上，其中，内蒙古自治区以 87% 高居九

省（区）之首，宁夏回族自治区 82% 紧随其后。虽然引

黄灌区农业发展为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做出了巨大贡献，但

是在有限的水资源供给条件下，流域内农业水资源浪费依

然严重，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的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很好地 
解决。

表1� 2016年黄河流域农田灌溉各省（区）地表水利用情况统计

省（区） 项 目 合计 / 亿 m3 农田灌溉 / 亿 m3 占比

青 海
取水量 12.97 8.79 67.77%

耗水量 9.45 6.30 66.67%

四 川
取水量 0.27 0.00 0.00%

耗水量 0.23 0.00 0.00%

甘 肃
取水量 37.49 21.24 56.66%

耗水量 29.74 17.76 59.72%

宁 夏
取水量 63.42 52.05 82.07%

耗水量 36.21 25.87 71.44%

内蒙古
取水量 70.95 61.71 86.98%

耗水量 55.20 46.62 84.46%

陕  西
取水量 36.91 20.22 54.78%

耗水量 29.27 16.63 56.82%

山  西
取水量 32.80 21.27 64.85%

耗水量 28.79 18.75 65.13%

河 南
取水量 46.36 28.48 61.43%

耗水量 43.21 27.36 63.32%

山  东
取水量 88.01 69.49 78.96%

耗水量 86.44 68.87 79.67%

河  北
取水量 3.71 3.21 86.52%

耗水量 3.71 3.21 86.52%

合 计
取水量 392.89 285.46 72.66%

耗水量 322.25 231.37 71.80%

数据来源：中国水资源公报，2017 年；黄河水资源公报，2016 年

人力资源禀赋和制度禀赋是影响经济空间分异的两大因素；

非自然禀赋对经济空间分异的影响逐步增强，自然禀赋对

经济空间分异的影响已较弱 [10]。周晓艳等研究发现，黄河

流域整体区域经济差异呈现先扩大后减小的趋势，东部地

区内部差异最显著、对整体差异贡献最大，中、西部地区

经济差异相对稳定 [11]。有研究表明，黄河流域极端降水量

在流域西部、北部和西安周边地区呈不断增加的趋势，极

端降水频数在流域西部和北部地区具有增加态势，极端降

水强度增加的区域主要分布在西宁和兰州周边以及银川—

西安一带，极端降水比率整体呈增加趋势 [12]。张红武等对

黄河下游河道与滩区治理进行了研究 [13]。张宁宁等对 2015
年黄河流域 61 个地市的水资源承载力状况进行了综合评

价 [14]。

很多学者对黄河流域水资源配置及调控进行了研

究。Lan Mu 以陕西省西安市为调研区域，将条件价值

法（CVM）引入到水价制定过程中，从水价改革的微观基

础——农户行为、需求和意愿为切入点，分析了农户的最

大支付意愿（WTP）及其影响因素 [15]。王博等基于黄河灌

区六省调研数据，研究了制度能力对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

效的影响 [16]。刘世庆等对跨流域水权交易实践与水权制度

创新进行了研究，以期为化解黄河上游几字湾地区缺水问

题提供新思路 [17]。李琦等通过分析研究陕北经济建设与水

资源之间的关系，提出了陕北能源重化工基地实现水资源

可持续开发利用的途径 [18]。刘敏提出的在“准市场”机制

的影响下，引进水权与水市场制度来改革原有的政府主导

的水资源配置绩效的策略，成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水资源

问题治理的主要策略 [19]。韩洪云等基于甘肃、内蒙古典型

灌区的实证研究，对农户灌溉用水效率与农业水权转移的

内在逻辑关系进行了系统分析，以探索我国经济转型背景

下农业水权转移的条件 [20]。部分学者对黄河流域灌溉水价

进行了研究，赵永等研究发现，农业灌溉水价随着灌溉用

水量的减少而增加 [21]。

有学者对黄河流域发展空间布局进行了研究。张贡生

建议成立黄河经济带管委会，统筹区域人口、资源环境和

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22]。王海江等在综合分析全国区域经济

空间发展格局基础上，初步提出了黄河经济带的空间划分

方案，并深入解析了黄河经济带中心城市服务能力规模等

级、职能定位及其空间体系分布特征 [23]。张鹏岩等以黄河

流域 504 个县域为研究单元，从空间分布特征、空间集聚状

态两个维度对 2000 年、2014 年黄河流域县域经济密度的空

间分异特征状态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24]。

综合学界的各项研究，黄河流域研究体现出多角度和

多学科的特点，基于黄河流域在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中所占

的重要地位，以及灌溉农业在黄河流域所占的绝对主导地

位，本文主要从黄河流域农业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制度设

计以及生态安全的角度来研究。

① 注：亩，中国市制土地面积单位，1 亩≈ 666.67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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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DEA 中的 BC2 模型和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方法，

我们建立了农业水资源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评价模型，对

黄河流域 9 省（区）2002—2016 年十五年来的农业水资源

利用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 [25]。研究发现，黄河

流域平均农业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呈现先逐步下降再逐步

上升的“U”型曲线趋势，但各省（区）之间呈现出不同的

发展趋势。其中青海、四川、陕西和山东的农业水资源利

用效率达到相对最优，而甘肃、宁夏、内蒙古和山西水资

源综合利用效率均低于 70%，说明这些地区的农业水资源

配置距离最优配置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偏离，可能存在着水

资源的投入冗余或产出不足的情况。通过投入冗余和产出

不足分析，非 DEA 有效的地区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投入冗

余或产出不足，尤其是宁夏，其水资源投入冗余率基本处

于 50% 以上，产出不足率超过了 100%，这说明这些地区有

很高的节水潜力。

而全要素生产率方面，黄河流域各省区整体 TFP 水平

在 2002—2016 年不断波动，自 2006 年以来，黄河流域农业

水资源全要素生产率基本保持大于 1 的状态，这也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出黄河流域各省（区）农业水资源 TFP 普遍存在

进步现象。从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的分解来看，黄河流域

整体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在 1 周围小范围波动，说明

黄河流域在 2002—2016 年技术和规模均已得到一定程度地

优化。各省区的技术进步指数 TP 均大于 1 这一结果表明，

技术的进步较好地支撑了水资源的节约。进一步将技术效

率变化指数分解后发现，黄河流域各省（区）除内蒙古、

山西和河南外，其余 6 省（区）纯技术效率指数均大于等

于 1，说明黄河流域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下较好地实现了农业

水资源的节约，而内蒙古、山西和河南还具有技术进步空

间。黄河流域各省（区）除宁夏、内蒙古和河南外，其余 6
省（区）规模效率指数均大于等于 1，说明黄河流域在现有

的农业资源配置下较好地实现了农业水资源的节约，而宁

夏、内蒙古和河南还具有农业资源优化配置空间 [26]。内蒙

古、河南都是国家粮食主产区，在技术进步方面应迅速提

升，促进流域内农业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2.2� 流域水管理机制有待优化

由于黄河水量以农业为消费大户，长期以来在农业水

资源管理方面仍存在着诸多问题需要重新思考和解决。主

要体现在：

（1）偏好行政管理及计划调节，政府作用被置于绝对

主导地位。从用水指标的确定到大规模的调水行为，无

一不是政府行为的体现。政府对全国水资源利用情况进

行整体的计划，然后根据行政体系逐级向下分配行政指

标。即使是近年来逐渐兴起的水权制度，其初始水权分

配仍然是这种思维模式。水权证和用水许可之间并无实质

性区别。在遇到水资源需要重新配置的情况时，依然是以

行政命令的方式进行水资源的再分配，同时应该体现市场

作用的水价却无法反映水资源的稀缺情况，这在农业水

资源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目前我国的农业水价严重偏

低，无法反映当前水资源紧缺程度。农业水价无法覆盖农

业供水成本，更谈不上推行农业完全成本水价。现阶段的

农业完全成本水价仍然只存在于理论当中。这一方面和农

民较弱的经济基础有关，另一方面和行政管理、福利供水

的计划思维也是分不开的。在行政思维、计划思维管理主

导的体制下，市场的作用被长期地抑制，导致市场无法在

资源配置中起到应有的作用。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改

革进入深水区的背景下，农业水资源的市场化改革应积极 
推进 [27]。

（2）注重供给管理，对需求和参与式管理未能给予

应有的地位。长期以来，水资源的供给一直受到高度重

视，随着新的水源地变得越来越稀缺，水资源供给管理成

本已经十分高昂，且水利工程的负外部性逐渐显现，生

物多样性的丧失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也为大型水利工程的

兴建敲响了警钟。单一的供给管理已经不再能够满足经济

发展的要求。需求和参与式管理逐渐进入水资源管理的视

野之中。我国农业灌溉活动的管理涉及三个主要的利益相

关者，即政府、供水单位与个体农户。不同的利益相关者

有不同的利益诉求，需要有相关的融通机制将这些利益

相关者统筹起来，形成合力。农户是供水单位的终端用

户，是应用水资源为生产要素的粮食生产者，是灌溉活动

的最终实现者，是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应该给予其应有的

地位，让农户参与到管理体系中。因此重视利益相关者作

用，推进需求管理和参与式管理，引入市场机制是提高我

国灌溉水资源管理水平、提升农业用水效率的关键 [27]。工

艺农艺技术创新、灌溉节水方式选择固然比较重要，但

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尊重并突出农业水资源利用过程中各利

益相关主体“自下而上”的利益诉求，构建适合国情与水

情、行之有效的新型农业节水激励，激励供水主体、用水

主体及公众等多重微观主体的内在节水动机，建立畅通

灵活的水资源流转市场，配合以明晰长效的政策调控手

段，促进水资源高效流转、合理配置，达到宏观目标与微

观目标相协调一致，方可真正实现有效节水、提高水资源

利用效率，促进资源、产业、经济良性循环，达到人水 
和谐 [25]。

（3）黄河流域水权市场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水权交

易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促进水资源有效分配的政策工具，

在世界范围内的水权实践证明，建立成熟完善的水权市场

可以提高水资源配置效率。黄河流域水权制度建设和水权

市场培育是流域管理的有效途径之一。我国现阶段流域水

资源管理，大多是行政管理。其优势可能是交易成本低，

执行力强，但是也会在某种程度造成上游区域水资源供应

的巨大压力，影响了当地农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因此可

能会产生国家战略和地方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如果能够

合理界定流域水权，通过水权交易的形式进行自由交易，

就可以缓解这种矛盾。特别是干旱的时候，如果无偿向下

游分水，那么中上游造成的经济损失将无法弥补。而通过

水权交易，分出去的水就可以获得极大的收益，从而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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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经济损失。由于水资源的流动性，上下游之间的矛盾

始终存在。而流域水权市场是农业水权市场的重要组成部

分，只有把流域上下游之间的水权交易考虑在内，才能消

除上下游水权分配方面的负的外部性，更好地发挥水权市

场的作用。部分地区的试点取得了较好的实践效果。但是

目前农业初始水权分配制度还不够完善，水权冲突仍时有

发生。特别是随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出现，水权的初始

分配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传统的小农和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之间存在着用水的冲突，同时伴随着农业生产结构的

调整，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之间也存在着水权的冲突。再

加上目前农业水权价格偏低，和工业用水等存在着巨大的

价值差，农业水权往往被侵占，导致了农业水权和工业水

权存在着冲突。如何解决这些水权冲突，关键是进一步完

善农业水权初始分配。只有清晰界定农业初始水权，才能

够根本保障各类用水主体的根本利益并促进有序的水权流

转和交易 [26]。

2.3� 流域水生态文明亟待提升

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富集区，水和能源系统之

间的关系复杂。特别是煤、石油、天然气等关系国计民生

的能源种类齐全，其储量居全国乃至世界的前列；能源矿

产的品位高，富矿比重大。经济发展对能源产业普遍具有

严重的依赖性。一方面是能源富集，另一方面生态极为脆

弱，森林覆盖率低，植被稀少，土地荒漠化、沙漠化严重。

所以流域发展中能源产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尤为重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

发展的千年大计。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灿烂

中华文明，也是四亿多黄河儿女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河，黄

河的健康和安全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前提之一。我们认

为，水生态文明水平就是一定区域和一定时间内水生态系

统和其他社会经济系统相互作用的可持续发展水平。水生

态文明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成分，也是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我们以中国城

市群中心城市的水生态文明为研究对象，建立了包含水经

济、水生态及水社会系统的指标评价体系，运用主成分分

析法对 2012—2016 年中国城市群中心城市水生态文明水平

进行了评价。发现各中心城市的水生态文明水平及综合得

分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且具有空间稳定性。结果表明，与

其他城市群相比，中国西北地区黄河流域的兰西、关中、

呼包鄂榆城市群水生态文明水平相对较低。同时，经济增

长、资源禀赋、环保政策、开放因素对水生态文明水平具

有正向影响，社会因素、第二产业占比对城市群水生态文

明水平具有负向影响 [28]。可见，黄河流域有限的水资源量

及相对偏“重”的能源产业和制造业对水生态文明提升有

着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3� 黄河流域大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建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

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黄河上中下游在自然环境、地理位置、

经济基础和历史背景等方面均有较大不同，沿黄地区生态

环境也体现出鲜明的区域特征和复杂性。为了使有限的黄

河水资源更加节约集约利用，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粮食安全

和生态安全，提出以下建议。

3.1� 创新流域水管理机制，服务国家粮食安全

进一步加大节水宣传教育力度，提升全社会节水意识，

大力推进农业、工业、城镇生活等重点领域节水改造，建

设节水型社会，加强节水监督管理，推动用水从粗放向节

约集约转变，加快形成节水型生产生活方式。政府应不断

创新制度，推进水资源的市场化管理。在黄河流域水量有

限的情况下，重点提高农业用水效率是保证农业生产、保

障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应积极发挥利益相关者群体的作

用，同时对农户采用先进节水技术给予支持。政府大量的

持续的公共投入对灌溉效率提高和农户的公共福祉有着决

定性的作用。

政府积极改进水资源管理方式对流域可持续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水资源配置思维应逐步由人水对立到人水和谐

转变，水资源配置目标逐步应由增长绩效到福利绩效转变，

水资源管理方式应逐步由单一方式到水量——水质——水

生态三位一体的管理方式转变，将水质和水生态纳入水资

源管理，从而实现水量安全、水质安全、水生态安全。不

仅考虑水资源对经济生活的支撑，更是从生态系统的角度

考虑到水资源对整个经济社会生态系统的安全。这才是实

现流域水资源科学管理的必由之路。

继续加强黄河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做好全流域水

土流失综合治理的顶层设计优化工作，将其作为黄河生态

经济带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依靠数字化手段，切实采取生

态措施，并配以有效的政策支撑，实现水土流失治理的制

度化、智能化，为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提供一个稳

定的生态基础。推进节水防污型社会建设。在工程措施方

面，强化流域内节水、控污以及泥沙协同治理带建设；在

制度措施方面，强化流域内河长制、水价形成机制、水权

配置机制等的进一步完善，全面提升流域水资源的利用效

率和效益。

水价政策是水资源需求管理政策中最行之有效的经济

手段。而农民作为灌溉水价的承受主体，其心理承受能力，

即真实支付意愿是当前水价政策制定中必须考虑的重要因

素。灌溉水价标准的制定需要准确估计农民用水户的综合

承受能力，水价调整的幅度应在可承受范围之内。

进一步完善黄河流域水权市场建设。我国水权市场建

设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降低水权交易成本，要

控制水权交易外部性。

3.2� 践行“两山”理论，提升流域水生态文明

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论，通过建设“四大体系”和“七大区域”，积极推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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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廊道建设。要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为重点。建立“四大体

系”，推动黄河流域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即生物多样性系统

研究体系、生物多样性综合信息共享体系、生物多样性资

源信息管理系统、生物多样性综合评估体系以及生物遗传

资源保护法规体系。在黄河流域建立“七大区域”[29]，即

祁连山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区域、库木塔格生物多样性优

先保护区域、西鄂尔多斯—贺兰山—阴山生物多样性优先

保护区域、六盘山—子午岭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区域、太

行山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区域、羌塘—三江源生物多样性

优先保护区域、秦岭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区域。以生态廊

道建设为途径。建设绿色景观廊道，实现保护生物多样性、

过滤污染物、防止水土流失、防风固沙、调控洪水等目的；

建设生态隔离带，对流域生态环境恶劣地区进行隔离保护，

实现生态环境的修复。与此同时，建立“黄河生态廊道数

据库”，实现流域生态数据信息的共享。

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水生态文明建设。一是要

因地制宜发展生态经济。根据黄河流域不同区域的实际，

科学处理水生态文明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积极探索富

有地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二是对传统产业实施生

态化改造，提升能源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效率。培育绿色发

展新动能，特别是信息技术、生物与新医药、节能环保等

新业态。三是注重培育绿色发展新动能。在农业生产领域，

应充分利用黄河流域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并注

重打造具有流域特点的有机生态农业产品品牌；在工业生

产领域，应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新兴产业，提高资源综合

开发效益；在服务业方面，应大力发展如金融、物流、技

术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旅游休闲服务、养老婴幼服务等

新业态，全面提升发展质量。

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提前布局水生态文明建设。一是推

进城市化进程，发挥集聚效应。合理控制城市和城市群规

模，实施以水定城。二是扩大开放程度，积极引入外资。

对外商直接投资要提升管理和选择，对于“污染避难所”

效应，要制定约束性政策。三是提高环保投入，优化政策

设计。政府在加强水生态文明干预时，一方面需要充分考

虑环保投入和政策设计的精准性，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发

挥社会力量；另一方面要充分考虑到水生态文明不同水平

差异，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需要适当加大水生态文明建设

的资金支持力度。四是推广清洁能源，提升全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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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od Security

FANG Lan, LI Jun

(Northwest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Environment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Abstract: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s an important ecological function area in China and a key area for achieving national food security. This study sorts 

out the recent researche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od security, it points out that there are three problem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t the present stage, which are water efficiency, water management mechanism, and wat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basin, and then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development suggestions. The first is to innovate the water management mechanism of the basin to serve the national food security.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actively improve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methods, increase water conservation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strengthen 

the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water and soil los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rationally regulate water prices, and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rights market for the Yellow River Basin. The second is to practice the "two mountains" theory and enhance the wat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of the basin.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build the "four major systems" and "seven major regions",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orridors,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by transform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and lay out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advance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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