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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质量区域经济格局的构建,并非是若干独立区域战略的简单叠加,而是需要区域战略间的

有机串联、高效联动。 以强化都市圈、城市群等城市体系间的合作联动为突破,可以进一步放大重大区

域战略的溢出效能,带动实现更大范围空间的协同、融合发展。 2021 年 10 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印发,明确提出打造“郑(州)洛(阳)西(安)高质量发展合作带”。 文章分析的

“郑洛西(晋陕豫)高质量发展合作带”位于黄河流域,地处河南(豫)、陕西(陕)、山西(晋)三省交界区,
囊括郑州都市圈、洛阳都市圈、西安都市圈和晋陕豫黄河金三角示范区四大核心区域,联动中部地区高

质量发展与西部大开发两大国家战略,横揽中原城市群和关中平原城市群两大重点区域板块,是新发展

阶段下链接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完善我国高质量区域经济格局的重要布局。 郑洛西(晋陕豫)高质量发

展合作带地域面积 20. 2 万平方公里,2020 年区域生产总值 5. 82 万亿元,年末常住人口 9
 

079. 4 万人,初
步形成了“三聚核、多支点”的空间结构特征和“主轴引领、网络对流、交叉组团”的总体网络格局。 作为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重大区域战略下的重点建设区域,郑洛西(晋陕豫)高质量发展合

作带具备坚实的社会经济发展基础,有条件建设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第五增长极”。 郑洛西(晋陕

豫)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各城市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化相通、资源相似、经济相关,具有合作发展的天然

基础和综合优势,其高水平建设是对国家战略的积极响应,是生态保护与环境整治的迫切需要,是新发

展格局下区域联动合作的客观必然,是优化国家总体空间格局的内在驱使,也是传承黄河文化文明的历

史趋向。 郑洛西(晋陕豫)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建设应当摒弃若干城市在地理意义上的简单“糅合”,转而

追求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社会联通、文化文明意义上的全方面深度“融合”。 文章建议,保
护好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坚持“高质量发展”战略思维,牢固树立“高效率合作”核心意识,以“高水平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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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和“高品质生活”协同推进,共同培育打造其成为全国区域协调发展和高品质合作的示范区和引领

区。 同时,呼吁争取将郑洛西(晋陕豫)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建设上升为黄河流域的第二大国家战略,使其

与总体战略协同配合、上下联动,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建设打造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支点和我国

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关键词:郑洛西(晋陕豫)高质量发展合作带;新型区域合作;区域战略协同;国家战略;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7;X3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22)03-0001-13

引言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理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以单个行政区为单元的个体城市

发展的区域经济 1. 0 模式向以都市圈、城市群为平台载体的层次化、网络化城市分工协作的区域经

济 2. 0 模式转变,然而在国内大循环的总体要求下,有望进一步向区域经济 3. 0 模式演变,即突破区

域战略和区域规划范畴,加强都市圈与都市圈之间、城市群与城市群之间的衔接联通、融合互动。
区域经济的发展向来不是分散割裂的,畅通、协调、联动是区域发展永恒的主题,也是构建国内大循

环空间格局的重要关键词。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

景目标纲要》也明确指出,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支撑

体系。 高质量区域经济格局的构建,并非是若干独立区域战略的简单叠加,而是需要区域战略间的

有机串联、高效联动。 以强化都市圈、城市群等城市体系间的合作联动为突破,可以进一步放大重

大区域战略的溢出效能,带动实现更大范围空间的协同、融合发展。
近年来,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在增强区域板块联动合作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在长江经济带国

家战略带动下,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先后上升为国家战略,长三角与成渝

两大强劲增长极首尾呼应,共同支撑起长江流域区域板块环环相扣、紧密衔接的国土空间格局。
2019 年 9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宣布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 黄河流域横贯东西,作为我国重要横向空间廊道,如
何在做好生态大保护、提升环境承载力的基本前提下,实现流域内跨区域协调发展、共同培育建设

高质量发展增长极也是一大重要发展命题。 在与长江流域三大国家战略相互配合、协同发力的宏

观对比下,黄河流域的单一国家战略稍显单薄,高质量的强劲增长如何来“破题”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部署。 2021 年 10 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 正式印发,明确提出打造“郑

(州)洛(阳)西(安)高质量发展合作带”。 本文提出的郑洛西(晋陕豫)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地处中

原,地跨河南、陕西、山西三省,囊括郑州都市圈、洛阳都市圈、西安都市圈和晋陕豫黄河金三角示范

区四大核心区域,联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与西部大开发两大国家战略,横揽中原城市群和关中平

原城市群两大重点区域板块,是我国三省临界区、都市圈连绵区和城市群交汇区等重点区域板块的

链接地区。 郑洛西(晋陕豫)高质量发展合作带理应充分发挥其天然区位优势,以先行抢先机,率先

突破探索跨区域板块、跨区域战略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培育打造全国区域协调发展和高品质合作

的示范区和引领区,在黄河流域、乃至全国范围内树立起“协同促共赢、合作促发展”的高质量发展

标尖。 与此同时,要进一步呼吁争取将郑洛西(晋陕豫)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建设上升为黄河流域的

第二大国家战略,使其与总体战略协同配合、上下联动,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建设打造黄河流域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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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发展的强劲支点和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一、郑洛西(晋陕豫)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建设的现实基础

郑洛西(晋陕豫)高质量发展合作带位于黄河流域,地处河南(豫)、陕西(陕)、山西(晋)三省交

界区。 为了研究需要,本文提出的郑洛西(晋陕豫)高质量发展合作带范围暂定包括河南省郑州市、
开封市、洛阳市、新乡市、焦作市、许昌市、三门峡市、平顶山市、漯河市、济源市(省直辖县级行政单

位)等 10 市,陕西省西安市、宝鸡市、咸阳市、铜川市、渭南市、商洛市等 6 市和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

业示范区 1 区,山西省临汾市、运城市、长治市、晋城市等 4 市,共计 20 市 1 区(见图 1)。 郑洛西(晋
陕豫)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地域面积 20. 2 万平方公里,2020 年地区生产总值 5. 82 万亿元,年末常住

人口 9
 

079. 4 万人。 其中,豫、陕、晋三地地域面积占比 34. 3 ∶37. 0 ∶28. 7,常住人口占比 53. 7 ∶30. 7 ∶
15. 6,地区生产总值占比 58. 9 ∶30. 3 ∶10. 8。

图 1　 郑洛西(晋陕豫)高质量发展合作带空间范围

从区域生态环境的总体承载力看,郑洛西(晋陕豫)高质量发展合作带既有先天的本色优势,又
有后天的精心呵护,是孕育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共荣共生的一片沃土。 郑洛西(晋陕豫)高质量

发展合作带生态绿色本底明显,动植物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高,坐拥黄河、渭河、汾河、伊河、洛河

以及太行山、伏牛山、秦岭等山河资源,遍布自然保护区、生态涵养区、风景名胜区等生态屏障。 自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区域各方共同努力,流域生态脆弱性和水质

污染等问题得到有效改善,生态宜居性稳步提高。 近年来,陕西省渭河综合工程治理取得显著成

果,出境断面水质达到Ⅱ类,入黄泥沙量陡然下降;河南省境内沿黄标准化堤防已全部建成,黄河干

流两岸大堤外侧建设的复合型生态廊道以及森林特色小镇已经初具规模,济源—洛阳—三门峡小

浪底库区黄金水道建设有序推进;山西省全面推进以汾河为重点的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流域

水质得到显著改善;由水利部联合陕西、山西两省人民政府共同开发建设的黄河古贤水利枢纽工程

已被列入国家后续加快推进的 150 项重大水利工程项目,项目前期相关工作已经有序开展。
从国际视角来看,郑洛西(晋陕豫)高质量发展合作带是世界上快速增长的经济集聚区和人口

密集区。 郑洛西(晋陕豫)高质量发展合作带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2020 年郑洛西累计创造 0. 84 万

亿美元 GDP,如果将其视为一个独立经济体,可以在全球经济体中排名第 18 位,与荷兰(0. 91 万

亿)、瑞士(0. 75 万亿) 等发达经济体比肩。 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2020 年经济总量增速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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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远超韩国、挪威等全球主要国家,也高于中国 2. 3%的平均增速。 同时,郑洛西(晋陕豫)高质

量发展合作带也表现出了人口迅速增长、高度集中的特征,2010 年至 2020 年间常住人口净增长

621. 9 万人,2020 年末常住人口可在全球经济体排名第 16 位,略高于德国总人口(0. 83 亿),同时人

口密度达到 449. 6 人 / 平方公里,是世界上人口较为稠密的区域之一。
从与国内重点区域板块的对比来看,郑洛西(晋陕豫)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具备打造全国重要经

济增长极的实力和潜力(见表 1)。 以“新冠”疫情影响前的 2019 年数据为例,郑洛西(晋陕豫)高质

量发展合作带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城市群等全国更为领先发达的区域相比,
在经济总量和均量上都存在一定差距,但是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经济社会发展等诸多方面特

征相仿,两者经济规模总量相近、城镇化发展水平阶段相似、区域财政实力基本相当、经济发展效率

总体相像。 与长江经济带国家重大区域战略下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相似,作为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重大区域战略下的重点建设区域,郑洛西(晋陕豫)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具

备坚实的社会经济发展基础,其建设打造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第五增长极”具备良好的条件[1] 。
表 1　 2019 年我国重点空间区域数据对比

面积
(万平方
公里)

常住人口
(万人)

地区生产
总值

(亿元)
城镇化率

人口密度
(人 / 平方

公里)
人均 GDP
(元 / 人)

地均 GDP
(万元 /

平方公里)

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
(亿元)

进出口
总额
(亿元

人民币)

京津冀城市群 22. 5 11
 

826. 6 86
 

809. 4 66. 1% 525. 6 73
 

401. 7 3
 

858. 2 12
 

134. 2 40
 

071. 2

长江三角洲地区 35. 8 22
 

714. 0 237
 

252. 8 68. 2% 634. 5 104
 

452. 1 6
 

627. 2 28
 

725. 5 112
 

998. 6

粤港澳大湾区 5. 6 7
 

266. 9 11
 

6001. 6 87. 8% 1
 

297. 7 159
 

629. 5 20
 

714. 6 14
 

600. 0 143
 

116. 2
成渝 地 区 双 城 经
济圈 18. 5 9

 

570. 2 62
 

945. 3 60. 3% 517. 3 65
 

772. 0 3
 

402. 4 4
 

020. 9 6
 

715. 8

郑洛西(晋陕豫)高
质量发展合作带 20. 2 8

 

911. 0 56
 

518. 8 59. 3% 441. 1 63
 

425. 8 2
 

798. 0 4
 

458. 9 8
 

805. 2

　 　 注:数据来源于 2019 年各地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各省市 2020 年统计年鉴、香港政府统计处和澳门统计

暨普查局。

从区域内部单元的视角来看,郑洛西(晋陕豫)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初步形成了“三聚核、多支点”
的空间结构特征(见表 2)。 郑州、西安与洛阳是郑洛西(晋陕豫)高质量发展合作带三极聚核,共同

串联形成了郑洛西轴带的核心增长源泉,三地经济总量占比分别为 20. 6%、17. 2%和 8. 8%,人口总

量占比为 13. 9%、14. 3%和 7. 8%。 同时,西安、郑州、洛阳也是过去十年间郑洛西人口净增长速度最

快的城市,其中,2010 年至 2020 年间郑州和西安分别实现了 397. 3 万和 448. 5 万的人口净增长。 此

外,郑洛西(晋陕豫)高质量发展合作带也初步形成了除中心强核外的多级网络化强劲支点,在地均

产出方面,杨凌示范区、许昌与焦作分别达 11
 

237. 8、6
 

903. 9、5
 

216. 4 万 / 平方公里,位列郑洛西第

一梯队;在人均产出方面,济源、许昌、三门峡、宝鸡、漯河和晋城均超过 9
 

000 美元 / 人,其中,济源市

人均产出高达 1. 4 万美元 / 人,超过郑州、西安等国家中心城市,位列郑洛西各地市之首。
从区域联系与互动的视角来看,郑洛西(晋陕豫)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已经初步形成了“主轴引

领、网络对流、交叉组团”的总体网络格局。 从日高铁往返车次数据可见(图 2),郑州、西安、洛阳串

联形成了郑洛西要素高效流动主轴,其中郑州与西安每日往返高铁车次合计可达 208 次,已经超过

了成都与重庆间的高铁频次,但仍落后于上海—苏州、广州—深圳、北京—天津等城市组合。 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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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圈和郑州都市圈的内部交通网络已具规模,城市之间的网络对流也愈发频繁。 除商洛等部分

城市外,次级节点间的交通网络也逐步完善,郑洛西内多模块单元交叉组团的趋势逐步显现。 从上

市公司总部与分支机构的关联数据(图 2)可见,郑洛西产业联系稍滞后于交通联系,且以西安—咸

阳、郑州—洛阳、西安—宝鸡等一省之内强强联合的产业关联模式为主,跨地区、跨省份产业合作的

联系已经建立,但有待进一步扶持培育。 然而,从总体上看,郑洛西内部北向联系、特别是与山西省

各地市联系相对较为薄弱,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四地在交通链接和产业关联上仍存在较大发展潜力。
表 2　 2020 年郑洛西(晋陕豫)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城市基础统计数据

行政
区域
土地
面积
(平方
公里)

常住
人口

(万人)

地区
生产
总值

(亿元)

地均
产出

(万元 /
平方
公里)

人均
产出

(元 / 人)

2019 年
城镇
化率

一般
公共
预算
收入

(亿元)

社会
消费

品零售
总额

(亿元)

进出口
总额

(亿元)

实际
使用
外资
(亿

美元)

专利
申请量
(件)

郑洛西 201
 

927 9
 

079. 4 58
 

201. 6 2
 

882. 3 64
 

102. 9 59. 3% 4
 

371. 9 23
 

572. 0 9
 

931. 9 236. 3 216
 

340

郑州市 7
 

446 1
 

260. 1 12
 

003. 0 16
 

120. 1 95
 

257. 6 74. 6% 1
 

259. 2 5
 

076. 3 4
 

946. 4 46. 6 75
 

604

开封市 6
 

266 482. 4 2
 

371. 8 3
 

785. 2 49
 

167. 1 50. 3% 160. 3 999. 1 66. 9 7. 8 5
 

352

新乡市 8
 

249 625. 2 3
 

014. 5 3
 

654. 4 48
 

217. 3 54. 9% 194. 0 966. 5 101. 7 13. 2 15
 

207

焦作市 4071 352. 1 2
 

123. 6 5
 

216. 4 60
 

311. 1 60. 9% 156. 5 873. 6 150. 3 8. 8 未统计

许昌市 4
 

996 438. 0 3
 

449. 2 6
 

903. 9 78
 

748. 9 54. 1% 181. 8 1
 

219. 4 135. 0 8. 5 8
 

353

洛阳市 15
 

236 705. 7 5
 

128. 4 3
 

366. 0 72
 

674. 2 59. 1% 383. 9 2
 

105. 6 193. 1 31. 0 15
 

825

三门峡市 10
 

496 203. 5 1
 

450. 7 1
 

382. 2 71
 

292. 4 57. 7% 135. 3 483. 3 176. 7 12. 4 2012

平顶山市 7
 

882 498. 7 2
 

455. 8 3
 

115. 8 49
 

244. 8 55. 5% 171. 4 994. 2 34. 4 5. 5 5
 

485

漯河市 2
 

692 236. 7 1
 

573. 9 5
 

845. 7 66
 

482. 2 54. 0% 100. 6 643. 0 44. 7 11. 2 4
 

326

济源市 1
 

931 72. 7 703. 2 3
 

641. 4 96
 

685. 5 63. 6% 58. 4 185. 7 233. 9 3. 9 1
 

484

西安市 10
 

108 1
 

295. 3 10
 

020. 4 9
 

913. 3 77
 

360. 2 74. 6% 724. 1 4
 

989. 3 3
 

473. 8 76. 8 68
 

353

咸阳市 10
 

196 396. 0 2
 

204. 8 2
 

162. 4 55
 

679. 2 52. 1% 90. 7 836. 2 104. 0 1. 1 4
 

385

铜川市 3
 

882 69. 8 381. 8 983. 4 54
 

666. 8 66. 1% 25. 0 133. 1 7. 0 未统计 371

渭南市 13
 

030 468. 9 1
 

866. 3 1
 

432. 3 39
 

803. 2 50. 4% 76. 0 633. 6 16. 2 未统计 1
 

499

商洛市 19
 

292 204. 1 739. 5 383. 3 36
 

226. 2 49. 4% 20. 9 172. 8 16. 5 0. 5 519

宝鸡市 18
 

117 332. 2 2
 

277. 0 1
 

256. 8 68
 

544. 6 54. 3% 88. 9 801. 9 78. 6 1. 3 未统计

杨凌示范区 135 25. 4 151. 7 11
 

237. 8 59
 

758. 7 66. 1% 7. 8 43. 2 9. 5 未统计 未统计

临汾市 20
 

275 397. 6 1
 

505. 2 742. 4 37
 

852. 6 53. 6% 135. 3 656. 6 18. 2 0. 1 276

运城市 14
 

182 477. 5 1
 

643. 6 1
 

158. 9 34
 

424. 5 51. 2% 90. 0 710. 8 59. 5 0. 3 3
 

676

长治市 13
 

955 318. 1 1
 

711. 6 1
 

226. 5 53
 

808. 9 54. 9% 166. 4 579. 0 1. 3 4. 1 3613

晋城市 9
 

490 219. 5 1
 

425. 7 1
 

502. 3 64
 

965. 6 60. 8% 145. 3 468. 9 64. 3 3. 2 未统计

　 　 注:数据来源于各省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各地市 2019 年、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其中,咸阳市、商洛市未公布其专利申请量,因此以专利授权量为替代。 截至发文日,焦作市人民政府未公布其 2020 年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总额和实际使用外资,因此以上数据以 2019 年对应数据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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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郑洛西(晋陕豫)高质量发展合作带高铁网络(左)和上市企业网络(右)

二、打造郑洛西(晋陕豫)高质量发展合作带的迫切需要

郑洛西(晋陕豫)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地处河南(豫)、陕西(陕)、山西(晋)三省交汇,兄弟城市地缘

相近、人缘相亲、文化相通、资源相似、经济相关,具有合作发展的天然基础和综合优势,区域间的合作

交流也在持续深入开展。 西安、郑州、洛阳同为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的重要节点,河洛文化、关中文

化交相辉映,大小秦岭一脉相连,自然生态也是休戚相关。 培育打造郑洛西(晋陕豫)高质量发展合作

带是对国家战略的积极响应,是生态保护与环境整治的迫切需要,是新发展格局下区域联动合作的客

观必然,是优化国家总体空间格局的内在驱使,也是传承黄河文化文明的历史趋向。
(一)国家重大区域战略的积极响应

2019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
其与长江经济带南北呼应,开启了我国广袤北方沿黄流域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序篇。 郑洛西(晋陕豫)
高质量发展合作带接南转北、承中启西,既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明确的重点建

设区域,也是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一带一路”建设、关中平原城市群、中原城市

群、中原经济区、黄河经济协作区等系列重量级区域战略的集成地,同时也是国家中心城市、国家自由

贸易试验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等国家重点改革创新政策试点平台叠加的黄

金地带。 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郑洛西(晋陕豫)高
质量发展合作带迎来了历史性发展机遇,应当积极响应、勇于作为,主动肩负隆起大中原、带动大关中、
撬动大西北的国家使命,引领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竞相、融合发展,为打通中西部区域合作新

经脉、培育北方经济发展新动力作出更大贡献。
(二)流域生态保护与环境整治的迫切需求

2019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

护,要在治理。 “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并不矛盾,也并非“不可兼得”,两者相互成就、相辅相成,
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是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前提和主要目标任务。 大江大河

的环境治理和生态治理非一城之所能,需要上下游联动、左右岸协调,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更需要建立流域治理的联动机制。 郑洛西(晋陕豫)高质量发展合作带依河而兴、一衣带水,区域内山

水资源丰富,但是尚未形成统一环境治理标准,生态协同治理成效不足,流域内区域型生态廊道建设治

理和功能定位尚未较好衔接,环境联合执法、联合共治、应急响应等制度尚未完善,城市间生态环境共

治共保的长效机制尚未形成。 流域范围内的生态保护与环境整治工程浩大、任务艰巨,要想加强生态

文明、生态环境共保共治,统筹好山、水、林、田、湖、草、沙治理,打造绿色生态的新廊道,需要全盘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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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划、各地联动推进,共同强化流域治理和公共政策协同机制建设,共同做好环境污染的联防联控,共
同探索出一套“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特色发展路径,为流域人民谋求更多绿色福利,为全流

域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郑洛西范本”。
(三)新发展格局下区域联动与合作的客观必然

我国“十四五”规划指出,要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进一步明确“两横三纵”
空间格局下的 19 大城市群区域发展路径。 可以说,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代表的区域合作、特别是跨省

域的区域合作已经成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方向。 然而,这种区域合作所促成和营造

的良好经济增长氛围不应止步于区域战略内部,要以此为突破口进一步寻求区域战略之间的协同效

应,应当具体表现为中心城市与中心城市的合作、都市区与都市区的合作、都市圈与都市圈的合作,以
及城市群与城市群的合作。 其实,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黄河流域就开展了跨省域区域协作的初步探

索,在晋、陕、豫三省毗邻区由山西运城市、陕西渭南市和河南三门峡市共同组成了“晋陕豫黄河金三角

经济协作区”,开启了省际交界地区产业、科技等方面的合作发展路径试验。 随后,协作区进一步扩容

涵盖山西临汾市。 2012 年由三省四市组成的“晋陕豫黄河金三角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得到国家发改

委批复,2014 年国务院也正式印发了《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合作规划》。 晋陕豫黄河金三角的经济

协作是黄河流域小尺度跨省域合作的初步探索,为更高能级平台、更强动力载体实现黄河流域国家区

域战略协同积累了宝贵经验。 在关中平原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临界区,郑洛西(晋陕豫)高质量发展

合作带所涵盖的郑州都市圈、洛阳都市圈、西安都市圈和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地区经济基础更扎实、对外

开放更活跃、科技实力更雄厚、城乡生活更宜居、文化底蕴更丰富、生态环境更良好,具有探索国家区域

战略协同的天然潜质,进一步发挥郑洛西(晋陕豫)高质量发展合作带的跨省域区域合作优势是历史

的顺势而为,将其培育打造全国区域协调发展和高品质合作的示范区和引领区具有无限可能。
(四)优化国家总体空间格局的内在驱使

在新发展阶段,我国总体空间格局演化展现出了两点显著特征:一是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不断

凸显,二是大循环下的区域板块分化不断加剧。 在经济全球化尚未出现逆流时,我国中西部省份多数

主动寻求东向与南向合作,例如安徽省的全面纳入长江三角洲地区,与江西省的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等等。 而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的提出,为中西部省份的合作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 国内大

循环呼唤下的全国统一市场,要求国内经济地理空间进一步扩大战略纵深,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郑
洛西(晋陕豫)高质量发展合作带等中西部优势地区无疑将成为国内市场纵深拓展的主要阵地。 此

外,基于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由京津冀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地区、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增长极所串

联构成了我国的沿海南北发展主轴,由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长江中游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所串联

形成的长江经济带则构成了我国的东西发展主轴,伴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

战略,由山东半岛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郑洛西(晋陕豫)高质量发展合作带等地区所

串联形成的黄河流域逐步成为我国第二条东西发展轴线,我国区域板块格局正逐步由长江—沿海地带

的“T”字型向长江、黄河—沿海地带的“π”字型转变。 在区域板块分化日渐加剧、南北经济差距客观

存在的背景下,侧重于北方区域、尤其是北方中西部地区的国家级战略略显单薄,经济意义上的强劲支

点仍有所“缺位”。 在此情境下,郑洛西(晋陕豫)高质量发展合作带有望成为支撑北方经济发展的一

个重要板块[2] ,培育建设郑洛西成为辐射中西部地区、服务新发展格局的新动力源,将会是对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有效补充和重要支撑,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国家区域政策精准性,优化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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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格局。
(五)传承黄河文化文明的历史趋向

在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下,黄河流域在注重“经济强基”的同时,更要强调“文化固本”,要保护、传
承、弘扬好黄河文化,熔铸黄河文化灵魂,坚定黄河文化自信。 黄河文化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史上,黄河流域有三千多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郑洛西(晋陕豫)
高质量发展合作带更是黄河流域的文化文明荟萃地,咸阳、西安、洛阳、郑州、开封等中国历史古都所串

联形成的文化带是黄河文化的重要命脉,汇集了我国黄河文明史上的辉煌精品,也是中华民族盛世的

中心轴带。 郑洛西(晋陕豫)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地上遗址、地下文物十分丰富,既有偃师二里头遗址、
半坡遗址、秦兵马俑等物质文化瑰宝,也有秦腔、豫剧、皮影戏、剪纸、中医药等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厚重的黄河文化遗产,也意味着其保护与发扬任重而道远,在当今商业化浪潮和资本浪潮的冲击下,既
要确保避免物质文明的过度开发,也要保证无形文化的后继有人。 构建郑洛西(晋陕豫)高质量发展

合作带,就是以黄河文化为纽带,形成黄河文化根基筑牢和发扬传承的区域合力,以此为平台载体进一

步加强文化合作力度,杜绝各地、各部门在保护和开发利用沿黄文化遗产资源方面的“单打独斗”“割
裂”现象,共同盘活黄河历史文化资源,携手唱响新时代的黄河文化大合唱。

三、郑洛西(晋陕豫)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建设路径

郑洛西(晋陕豫)高质量发展合作带绝非是若干城市在地理意义上的简单“糅合”,而是创新驱动、
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社会联通、文化文明意义上的全方面深度“融合”,进而形成一个互补互助、互惠

互利、良性竞合、循环顺畅的有机合作体,是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带、文化带、宜居带、科创带、
制造带、开放带、发展带和合作带[1] 。 郑洛西(晋陕豫)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建设这一命题,“生态环境保

护”是底色,也是重要前提和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是一根“主线”、一以贯之,既是目标导向,也是路

径选择,而“合作”则是“破题之笔”,既是区域战略“1+1 = 2”叠加效应的“黏合剂”,也是“1+1>2”融合

效应的“催化剂”。 郑洛西(晋陕豫)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应当保护好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坚持“高质量发

展”战略思维,牢固树立“高效率合作”核心意识,以“高水平开放”和“高品质生活”协同推进[3] ,培育

打造全国区域协调发展和高品质合作的示范区和引领区,建设成为一条能造富于民、也能造福于民的

高质量发展合作廊带。
(一)筑牢“高质量发展”战略思维,把握内生增长核心驱动力

要科学认识高质量发展观,透彻理解高质量发展的丰富理论内涵,精准把握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

力,打造郑洛西(晋陕豫)高质量发展合作带经济、社会、生态等全方位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增长引擎。
首先,抓准高质量发展的生态驱动力,加强共保共治,夯实生态本底。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坚持绿色底色、加强生态保护是郑洛西(晋陕豫)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建设的重要前提,也是其永续

繁荣的最优资源配置选择。 合作带内山水资源丰富,需要共同做好水、气、地、山、碳五个方面的重点联合

保护,共同打造沿黄生态带。 第一,要协同推进黄河干流、伊洛河等重要支流的保护,共同实行最严格的

水资源管理和节水制度,加快推进古贤水利枢纽、三门峡水沙治理,开展黄河流域人工湖综合清理整治,
以改善水环境质量为核心,提升水资源、水环境承载能力,加强河南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区域建

设,带动沿黄市县共同打造沿黄河湿地公园群;第二,进一步落实汾渭平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建立区域

大气污染应急预警机制,建立气—水—沙的价值测算体系和科学置换体系,共同建立黄河流域生态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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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4] ;第三,共同开展农业化肥零增长行动,加强农业地膜、农药化肥、塑料包装等农业污染源治理,推
进农作物秸秆等农作物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在保护和治理的基础上,促进生态功能区、农产品主产区、城
市化地区协同共生;第四,共同抓好秦岭、伏牛山、太行山重要山脉生态环境保护,加大对毁林开荒、过度

放牧行为的监管力度和惩治力度,提高山系植被覆盖率,维护生态多样性,高标准推进开封、新乡、焦作、
运城等市国家园林城市建设;第五,共同探索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发展目标的科学路径,率先布局太阳能

光伏、陆上风电等优势能源,联合研发、试点应用绿色建筑、社区微能源等新式减碳手段[5] ,共同打造“郑
洛西低碳发展样板区”。

其次,抓准高质量发展的创新驱动力,强化科创合作,培育内陆创新高峰。 郑洛西(晋陕豫)高质量发

展合作带高校、科研院所众多,但是创新要素之间的结合、自由流动、开发利用还不够充分,要把创新作为

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的主阵地,充分挖掘潜力,形成后发优势和集成优势。 第一,汇集创新资源,形成

科创合力。 一方面,针对防洪安全、污染治理、水沙调控、旱作物农业等黄河流域重点领域和特殊领域,组
织相关的科研机构联合开展科学实验,服务流域生态保护共同需求;另一方面,建立服务于郑洛西(晋陕

豫)高质量发展合作带的产业创新中心、工程研究中心、产业技术联盟等创新平台,聚焦电子信息、大数

据、新材料、智能制造等方向联合开展“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为区域内主导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

撑。 第二,各扬所长,发挥区域科创优势。 避免创新资源的低效配置、重复投入,科学定位郑洛西(晋陕

豫)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创新节点,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进行差异化发展,鼓励西安利用高校、科研院所汇

集优势,建设具有基础性、先导性作用的原始创新策源地,主动探索科技的最新前沿面;鼓励洛阳和郑州

结合存量优势,分别成立服务于郑洛西全域的先进制造业创新中心和技术转化交易中心;支持其他地区

依托当地特色产业和原有创新平台,建设细分领域创新节点。 第三,加强政策支持,共同营造创新氛围。
探索跨区域创新合作机制,加强财政、税收等政策的配合和引导力度,塑造更有利于激发社会创新潜质的

宽松政策环境;同时,要鼓励突出科技创新企业的主体地位,适度引导具有优势创新资源的企业加快科技

研发投入,加快扶植培育拥有行业领先技术和核心技术的高科技企业。
再次,抓准高质量发展的人才驱动力,加速人才流动,营造全国一流的人才发展环境。 加快构建集

“人才交流集散区、创新创业示范区、人才发展改革试验区”为一体的郑洛西人才自由港,不但要让人

才“愿意留”“留得下”,更要让人才在郑洛西“不落伍”“有发展”。 第一,加快培育和招引服务郑洛西

未来发展的高质量人才,重点聚焦郑洛西(晋陕豫)高质量发展合作带重点产业布局用人单位的核心

人才,制定领军人才、技能人才、专业人才、特殊人才引进目录,可以重点加强与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

智库、高校、科研院所的对口人才合作,加快形成门类齐全、梯次合理、充分满足郑洛西开发建设需要的

人才体系;第二,拓宽海外引才渠道,引进国际化专业技术职业培训项目,实施高级研修和急需紧缺人

才培训项目,探索建立外国人才服务港湾,创建“郑洛西归国留学人员创业园”,建立境外人才工作和

创业绿色通道;第三,建设产教融合示范区,推进校企共建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科研成果转化平台,率先

试点技能等级认定、新技能培训评价,建立工程技术领域的高技能人才与工程技术人才发展贯通机制;
第四,安排专项财政补贴资金,共同布置一批青年公寓、公租房、人才公寓,进一步完善人才住房保障体

系,确保人才“买得起房”“租得好房”;第五,鼓励设立“国内飞地”人才港和“离岸”人才港,支持部分

有实力的企业单位在全国各地、乃至全球设立跨区域科研机构和研发部门,对于具有核心竞争力、掌握

全国全球领先技术的领军人才团队,要以服务郑洛西发展为导向,鼓励实施“一人一策”“异地办公”等
灵活人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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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抓准高质量发展的产业驱动力,加强产业协同,共筑未来产业高地。 黄河流域各省区间产业

关联性弱、同质化问题突出,集聚经济的正外部性无法释放,郑洛西要避免产业链条在地理空间上的

“自然布局”和“简单组合”,要加强区域间“优势互补”与“错位发展”。 第一,加快编制郑洛西新能源

汽车、物联网、航空航天、新材料、生物制药、先进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两图三清单”,即“产业链基础

资源图”“产业链断链风险图”和“合作清单”“建议清单”“揭榜清单”,力争摸清郑洛西产业发展底数,
厘清产业发展脉络,为把握重点方向、进行针对性合作打好基础;第二,考虑到黄河流域生态脆弱性和

水土保护要求,产业发展要加强上下游联动、左右岸协调,共同制定针对主导产业、关联产业、基础产业

和潜导产业的“正面清单”,以及需要重点腾退和禁止准入的“负面清单”,加强政府引导与市场监管;
第三,建立跨区域产业合作机制,鼓励多元化产业协同模式,学习总结郑州期货交易所在陕西设置苹果

期货交割服务的经验做法,深化探索涵盖技术交流、人才互动、税收分成等多方面的产业合作价值体

系,鼓励郑洛西大力发展飞地经济,共建产业园区、合作开发区,设立支持郑洛西园区技术转移、科技成

果转化、产业升级的产业引导基金;第四,携手共建郑洛西大数据中心,服务区域数字化转型,提升数字

赋能实体经济的能级和水平,加快“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进程,培育打造面向未来的“数字

郑洛西”。
(二)树立“高效率合作”核心意识,塑造新型区域合作共同体

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的构建,要确保合作思想统一、合作动力充足、合作机制顺畅、合作

方式精准、合作重点突出,确保合作高效、有序开展,共同打造新型区域合作共同体。
首先,要提高站位,强调规划引领,突出政策引导。 第一,郑洛西(晋陕豫)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建

成的基本前提是区域合作多方认识统一,需要打破“一亩三分地”思维,避免出现单方面推动,要强

化合作意识、顾全大局、协同推进。 第二,郑洛西(晋陕豫)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建设是庞大的系统工

程,需要统筹谋划,建议郑洛西以战略规划为引领,以空间规划为导向,以专项规划为抓手,共同画

好“一张蓝图”。 第三,加强政策引导,争取优惠政策共享,对接协调各地税收政策、水电煤价格和土

地政策,缓解政策与市场的边界效应。 第四,共同呼吁郑洛西(晋陕豫)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建设上升

为国家战略,争取国家层面对郑洛西区域发展提供战略方向指导。
其次,要建立长效、顺畅的联动合作机制。 第一,建立涵盖郑洛西全域的高层次省级协调领导

小组,构建职责明确的“省—市—县(区)”三级协调联动机制,重点理顺跨省、跨部门的合作脉络,以
降低沟通协调成本、提高合作效率为最终目标,避免低效、无序、繁琐的合作模式。 第二,要共同制

定年度工作重点和三年行动计划,厘清发展的堵点和痛点,提出拟合作的重点事项和重点项目,探
索区域合作项目化、清单化推进模式[6] 。 第三,倡导民间互动,避免政府唱“独角戏”,要尊重客观经

济规律,顺势而为,发挥好企业为主体的市场化机制,做好产业联盟、行业协会、商会、人才交流中心

等社会平台的“牵线搭桥”。
最后,要坚持精细合作、创新合作模式,突出合作亮点,打造合作品牌。 第一,要聚焦中心城市

合作,以洛阳为纽带,串联起郑州和西安两个国家中心城市,重点推动郑(州)洛(阳)西(安)三核一

体化发展,带动形成新时代引领中部崛起和西部开发的强劲传动轴。 第二,构建精细化合作网络,
要形成郑洛西 20 市 1 区 21∗21 矩阵式的双向互动合作网络,鼓励地市间、区县间直接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加密合作网络。 第三,创新合作模式,鼓励开展“新型飞地合作” “毗邻区合作” “蛙跳式合

作”“托管式合作” [7]等新型区域合作,通过资源跨区域整合释放经济发展新动能。 第四,打造郑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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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区域合作“新地标”,建议在晋陕豫黄河金三角所在的运城—渭南—三门峡—临汾交汇处设立“豫

陕晋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8] ,成立郑洛西开发者联盟负责具体落地推进,打响新型区域合

作的“郑洛西品牌”。
(三)坚持“高水平开放”系统观念,打造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内陆开放门户

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从“海权”到“海权陆权并重”的内外双向开放新秩序正逐步

建立,陆地发挥着更强话语权[9] 。 我国经济循环的重心也正在从东南沿海向内陆转移,长江经济带

与黄河流域的联系互动越发频繁,由郑州、西安、成都、重庆、武汉等内陆五大国家中心城市所构成

“钻石—菱形”开放合作网络已初具规模形态,在此过程中,郑洛西(晋陕豫)高质量发展合作带拥有

广阔开放腹地等巨大后发优势,极有可能成为我国对内对外开放最为重要的战略前沿地和战略纵

深地[8] 。
首先,用好、用足、用强国际开放合作平台,构建我国具有国际战略价值的内陆对外开放高地。

第一,主动嵌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产业分工体系,充分发挥中国(郑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西安“一带一路”综合改革开放试验区、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开放平台优势,为国内大循环良性运

转注入新动能,激发合作带内产业链活力,助力中国向国际价值链中高端迈进。 第二,强化平台间

协同,形成开放合力。 加强郑州、西安两大中欧班列集结中心良性互动,避免平台间出现市场封锁、
重复建设、补贴大战等冲突,在模式创新、产品创新、组织创新、规则创新方面寻求突破,形成分工得

当、良性竞合、互惠共赢式的开放协作体系。 第三,加强西向对外开放,借助“一带一路”东风积极参

加国内大循环,扩大与沿线国家的深度经济合作,抢占“陆权高地”,探索建立内陆与欧亚大陆深度

经贸合作的开放先行区。
其次,串联东中西部区域合作新经脉,构建国内大循环格局下的内陆枢纽链接。 第一,以郑洛

西(晋陕豫)高质量发展合作带为抓手,持续拓展国内战略大纵深,进一步疏通“北向” “西向”合作

经脉,重点突破商贸流通纵深、粮食能源安全纵深和开放合作纵深,为西部地区加速融入国内统一

大市场发挥枢纽链接作用。 第二,加快打通中原城市群和关中平原城市群间,郑州都市圈、洛阳都

市圈、西安都市圈和晋陕豫黄河金三角间的关系脉络,加强跨省域、跨战略、跨平台区域协同,力争

实现郑洛西一体化发展,形成连贯东中西部的高效开放合作通道[10] 。 第三,培育东向开放通道,总
结发扬豫沪合作 20 年先进经验,加速构建中原—长三角经济走廊,推动郑洛西与长三角在科创、人
才、产业、商贸方面的良性互动合作。

最后,超前谋划打造郑洛西现代化综合交通枢纽,服务内外双向开放新格局。 第一,加强郑州、
西安两大交通枢纽间的配合协作,加速构建高速公路、城铁、普铁、高铁、航空、地铁等多种交通方式

无缝衔接式的立体综合交通枢纽。 第二,筹备构建郑洛西“一带一路”多式联运综合试验区,规划构

建连接全球的国际性门户枢纽群和全球高铁网络,重点探索“空铁”联运模式,加强西安临空经济示

范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与郑州、西安两大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合作,培育连接国内与欧洲、
中东、中亚等区域的空铁中转站,构建“空中丝绸之路”区域航空枢纽。 第三,培育郑洛西交通网络

次级节点,加快联通城市群间、都市圈间多级交通轨道,加密加粗综合交通网络,加快形成八方辐

射、全域开放的内陆开放门户。
(四)践行“高品质生活”发展理念,共筑宜居幸福的人文走廊

以构建宜居幸福的人文走廊为目标,倾注更多对“人”的关注,更加在意老百姓的“心头事”,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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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活得更有品质、更加舒适、更有底气、更加幸福。
首先,注重提升城市公共服务能级,共同打造郑洛西品质生活示范带。 一方面,对标长三角地

区、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内一流城市品质区域,全面增加高等级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分层引导教育、医
疗、体育设施水平提升与布局优化。 瞄准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培育与郑洛西功能方向匹配的全国

一流学科;重点建设招引国际医院、三甲医院和中小型专业化医疗机构,补足医院数量、医技水平、
医疗资源可达性短板;强化专业性体育设施建设,积极承办大型体育赛事。 另一方面,要打造郑洛

西品质生活共同体,推动医保异地结算、就业技能证书异地认证等;集合西安、郑州、洛阳优势医疗

资源,共同建设郑洛西区域医疗中心;成立郑洛西高校联盟,鼓励学生跨校组队参赛、跨校定期交

流、跨校专业辅修,支持高校间学分互认、课程资源开放和科研平台共享。
其次,重点加强文化交流合作,共同打造郑洛西文化复兴示范带。 第一,抢抓黄河流域国家战

略,深入挖掘黄河文化元素,盘活历史资源,串联郑州、开封、洛阳、西安等古都和沿线特色魅力节

点,组织开展郑洛西文化联席活动,加强黄河文化、关中文化、丝路文化等交流融合,建立华夏文明

核心合作轴带。 第二,共同做好黄河文化遗产保护,守护好传统文化多样性,鼓励郑洛西共同制定

“郑洛西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联合打击文物犯罪,共同监督过度旅游开发,注重活态文化传承和非

物质遗产保护,携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 第三,建议共同成立郑洛西文旅投资公司,联合

开发跨省旅游资源,探索发行文化旅游联票,打造黄河文明特色文旅线,策划丰富多元的文化活动,
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黄河文化节庆。

最后,着重优化城市生活空间,共同打造郑洛西幸福宜居示范带。 第一,前瞻谋划郑州、西安等

郑洛西中心城市的功能疏解,着眼解决空间紧张、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系列城市发展问题,集约、
高效、有序利用超大城市集聚的各方资源,鼓励其他地区积极承接功能转移,并结合地方发展实践,
形成特色功能性节点。 第二,规划建设郑洛西城市生态绿廊,学习借鉴成都公园城市和上海大都市

圈清水绿廊经验,统筹城市生态保护与景观塑造,共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诗意栖居生活空间。 第

三,统筹城乡空间,结合乡村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共同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品质精致的特色小镇,
例如洛阳朝阳唐三彩镇、临汾昌宁紫砂陶镇等,重点培育小镇联盟和乡村联盟,强化联盟内小镇资

源互补、交通互联和信息共享,将其打造成环境优美、多元活力的品质人居载体和田园栖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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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a
 

high-quality
 

regional
 

economic
 

pattern
 

is
 

not
 

a
 

simple
 

superposition
 

of
 

several
 

independent
 

regional
 

strategies 
 

but
 

requires
 

efficient
 

linkages
 

between
 

regional
 

strategies.
 

Taking
 

cooperation
 

among
 

urban
 

systems
 

such
 

as
 

metropolitan
 

areas
 

and
 

city
 

agglomerations
 

as
 

breakthroughs
 

can
 

further
 

magnify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major
 

regional
 

strategies 
 

and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a
 

wider
 

range
 

of
 

spaces.
 

In
 

October
 

2021 
 

the
 

Outline
 

of
 

the
 

Plan
 

for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was
 

officially
 

issued 
 

proposing
 

to
 

build
 

the
 

Zheng
 zhou  Luo  yang  Xi  a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Belt .
 

 ZhengLuoXi  JinShanYu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Zone 
 

analyzed
 

in
 

this
 

paper
 

is
 

located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t
 

the
 

junction
 

of
 

Henan 
 

Shaanxi 
 

and
 

Shanxi
 

provinces 
 

encompassing
 

Zhengzhou
 

Metropolitan
 

Area 
 

Luoyang
 

Metropolitan
 

Area 
 

Xi an
 

Metropolitan
 

Area
 

and
 

Yellow
 

River
 

Golden
 

Triangle
 

Demonstration
 

Area 
 

linking
 

two
 

national
 

strategie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central
 

region
 

and
 

the
 

Great
 

Western
 

Development 
 

including
 

the
 

two
 

key
 

regional
 

sections
 

of
 

the
 

Zhongyuan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the
 

Guanzhongpingyuan
 

Urban
 

agglomeration 
 

are
 

an
 

important
 

layout
 

for
 

linking
 

major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improving
 

China s
 

high-quality
 

regional
 

economic
 

structure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ZhengLuoXi
 

has
 

an
 

area
 

of
 

202 000
 

square
 

kilometers 
 

with
 

a
 

regional
 

GDP
 

of
 

5. 82
 

trillion
 

yuan
 

in
 

2020
 

and
 

a
 

population
 

of
 

90. 79
 

million.
 

ZhengLuoXi
 

initially
 

formed
 

the
 

spatial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of
 

three
 

cores
 

and
 

multiple
 

fulcrums 
 

and
 

the
 

overall
 

network
 

pattern
 

of
 

main
 

axis
 

leading 
 

network
 

convection 
 

and
 

cross-grouping .
 

As
 

a
 

key
 

construction
 

area
 

under
 

the
 

national
 

major
 

regional
 

strategy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ZhengLuoXi
 

ha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ts
 

construction
 

to
 

become
 

the
 

 fifth
 

growth
 

pole 
 

of
 

China 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full
 

of
 

unlimited
 

potential.
 

ZhengLuoXi
 

has
 

the
 

natural
 

foundation
 

and
 

comprehensive
 

advantages
 

of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due
 

to
 

the
 

geographical
 

proximity 
 

personal
 

affinity 
 

cultural
 

connection 
 

resources
 

similarity 
 

and
 

economic
 

relatedness
 

of
 

brother
 

cities.
 

Its
 

high-level
 

construction
 

is
 

a
 

response
 

to
 

the
 

national
 

strategy 
 

a
 

need
 

for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
 

inevitable
 

tendency
 

for
 

regional
 

linkage 
 

a
 

driving
 

force
 

for
 

optimizing
 

the
 

overall
 

spatial
 

pattern
 

of
 

the
 

country 
 

and
 

a
 

historical
 

trend
 

for
 

inheriting
 

the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The
 

construction
 

of
 

ZhengLuoXi
 

should
 

abandon
 

the
 

simple
 

mixing 
 

of
 

several
 

cities
 

in
 

the
 

geographical
 

sense 
 

and
 

instead
 

pursue
 

the
 

deep
 

integration 
 

in
 

the
 

sense
 

of
 

innovative
 

cooper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ocial
 

connection 
 

and
 

cultural
 

civilization.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ZhengLuoXi
 

should
 

adhere
 

to
 

the
 

strategic
 

thinking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and
 

establish
 

the
 

core
 

awareness
 

of
 

high-efficiency
 

cooperation  
 

high-level
 

openness 
 

and
 

high-quality
 

life 
 

should
 

be
 

promoted
 

in
 

concert
 

to
 

jointly
 

cultivate
 

it
 

into
 

a
 

demonstration
 

zone
 

and
 

leading
 

zone
 

for
 

national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high-quality
 

cooperation.
 

At
 

the
 

same
 

time 
 

we
 

call
 

on
 

the
 

ZhengLuoXi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belt
 

to
 

become
 

the
 

second
 

largest
 

national
 

strategy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d
 

coordinate
 

with
 

the
 

overall
 

strategy
 

to
 

protec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o
 

build
 

a
 

strong
 

fulcrum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d
 

an
 

important
 

growth
 

pole
 

for
 

China s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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