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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已成为全国农民收入最低、城乡收入差

距最大的省份，“三农”问题十分突出；同时，草场退

化等生态退化问题较为严重。解决“三农”问题和生

态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农牧业结构调整

目前，西藏农牧民增收渠道狭窄，收入增长缓

慢，人均收入在全国的排序逐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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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居全

国前
&$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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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下降为第
#&

位，而自
#$$$

年开

始即列全国倒数第一位。全国
#$$$

年城乡居民人

均收入之比为
#,'∶&，而西藏自治区则高达 +,(∶&，远

大于其它地区，如列倒数第二位的云南省也仅为

),-∶&；自然条件相似、经济水平相当的青海省和贵

州省分别为
-,+∶&和 -,)∶&。收入水平低、收入增长缓

慢和城乡收入差距加大，已成为影响西藏农村经济

发展与稳定的主要问题之一，亟待解决。

西藏农业结构十分单一，粮食生产既是西藏农

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农业生产的主体。但粮食

已出现严重过剩。据测算，目前西藏全社会粮食库

存总量在
#'$

万吨左右，约相当于全区年粮食总产

量的
-

倍，其中
'+

万吨由粮食部门掌握，另有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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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在农民手中。分析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粮

食生产得到了较快发展，另一方面是由于占粮食总

产量
-).

的冬小麦品质很差，当地藏族居民消费有

限，汉族居民则以食用内地面粉为主。因此，继续增

产粮食不仅不会使农民增加收入，相反会加重农民

和政府的负担。

西藏牧业仍停留在靠天养畜为主的阶段，生产

方式原始落后，商品率很低；而另一方面，部分畜产

品又供不应求，如当地居民所需酥油主要由青海及

四川藏区等地供应，城镇居民的奶类主要依靠内

蒙。同时，草场又由于超载过牧等利用不当而退化，

全区草场退化率已高达
)$.

以上。畜牧业面临着继

续增加产量与保护草场的双重压力。在此情况下，

通过优化畜牧结构适当增加畜产品产量，可显著增

加牧民收入。

因此，通过农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将农牧民

增收、培育农产品市场和保护生态环境有效地结合

在一起，是目前增加农牧民收入，保证西藏农牧业

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出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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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是：压缩小麦面积，

以发展饲料（草）业为突破口，以农牧结合为基础，

以加工企业为龙头，发展商品型特色畜牧业和特色

优势种植业

目前，西藏畜牧业蛋白质饲料供给缺口约

+$.

。种植谷物和豆类蛋白质饲料，建立相适应的谷

物配合饲料加工厂，是农区发展养猪业、禽蛋业和

奶牛业必不可少的环节。

草地畜牧业要从纯天然草地游牧放牧型畜牧

业向农牧结合型畜牧业过渡，逐步提高种草养畜的

比重，重点缓解因冷季草场窄小而产生的饲草严重

不足的矛盾。逐步实现牧民定居，牲畜暖季放牧、冷

季舍饲或半舍饲。在农区大力压缩冬小麦种植面积

后，既可有效减少粮食库存陈化粮，又可腾出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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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其它作物。首先应扩大饲草饲料种植，建设饲

料基地，在全区范围内逐步形成牧区繁育、农区和

半农半牧区育肥、城镇畜产品加工的生产格局。

同时应发展特色优势种植业，实现增产增收同

步。目前，青稞占西藏粮食总产量的
!"#

，属地方习

惯种植和消费的粮食品种，尽管口粮消费的市场容

量有限，但可进行深加工开发，如青稞啤酒深受欢

迎，市场前景较为广阔；还可考虑从欧洲、澳大利

亚、北美等地引进优质啤酒大麦品种进行试种。西

藏油菜籽生产还远不能满足当地需求，每年菜籽油

缺口约
$

万吨，加之邻国尼泊尔对菜籽油的需求较

大，可适度扩大双低油菜种植面积。

大力发展农畜产品加工业、开拓农畜产品市

场，是西藏实现农牧业结构优化和农牧业可持续发

展的关键。为此，需通过政策和技术等多种支持方

式，大力发展农畜产品加工业，培育龙头企业，包括

发展牲畜屠宰、加工、冷藏；鲜奶及奶制品加工；藏

毯加工；山羊及牦牛绒毛与皮革加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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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牧业结构调整与发展，应因地制宜、合理

布局、分类指导、有序进行

根据自然、技术和经济条件，西藏农牧业发展

可分为四个主要类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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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中农区和半农半牧区，包括拉萨市、日喀

则地区、山南地区以及阿里地区的扎达、普兰县。不

仅是西藏商品性种植业发展的重点地区，也是西藏

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畜牧业发展的重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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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东农、牧、林业多种经营区，包括昌都地

区、林芝地区和那曲地区的巴青、嘉黎、比如、索县，

是西藏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同时也是林牧业

发展潜力最大的地区之一。据调查，该区草场丰富，

尚可增养
()

万只绵羊单位的牲畜。同时，可通过利

用林下资源扩展农民增收渠道，并促进森林保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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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北高山草甸区，是独具特色的纯牧区，适

宜发展牦牛和藏羊。目前，由于天然草场承载力已

经饱和，在冬春饲草尚难明显增加的情况下，应控

制现有牲畜规模，提高牲畜生存质量；同时，加强育

种工作，提高家畜品种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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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西北高山草原与高山荒漠区，包括阿里

地区的措勤、改则、革吉、日土县和那曲地区的双湖

办事处（县级）、尼玛、申扎、班戈县，应严格控制人

口和牲畜规模。其中部分地区如双湖、尼玛，人畜应

适当外迁。该区北部为可可西里国家自然保护区，

可考虑开展野生动物驯化繁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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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速西藏农牧业结构优化和发展的几

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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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牧业结构调整与发展，要抓好政策落实、

技术改造和市场开拓

一要抓好政策落实。当前西藏农业结构调整的

关键是全面落实草场承包政策。目前西藏草场承包

率仅
+(#

，其中承包到户的仅占
(,#

，
-,#

是以自

然村或行政村形式承包。应大力推进草场承包，使

之成为促进草场保护与建设的基本政策保障。二要

抓好技术改造。包括畜禽选育及配套饲养技术研究

与开发，天然草场改良及人工草地建设技术研究与

示范，农牧结合技术研究与开发，农牧业重大病虫

害监测与控制技术研究，无公害特色农产品生产与

深加工技术引进研究与开发等。三要建设农畜产品

市场体系。努力开拓区外市场，消除区内市场隔绝，

提高与周边地区的市场竞争力，树立产品品牌，打

好绿色牌、高原牌、民族牌及宗教特色牌，以旅游带

动农畜产品贸易，并进而促进农牧业发展和农牧民

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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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羌塘和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的管理与

保护，改善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理顺自然保护区

的管理关系，有序迁移人口和牲畜

藏北羌塘高原、可可西里，平均海拔
*%),,

米以

上，高寒缺氧，生态环境严酷。该区是藏羚羊、野牦

牛、藏野驴等国家一二级珍稀野生动物繁衍生息

地。该区内的尼玛、申扎及安多等县以及为开发西

藏北部草原而设立的双湖办事处，共有
(

万多人、

',

多万头（只）牲畜。不仅牧业本身难以发展，而且

和野生动物争草，导致植被破坏和草原沙化。

建议撤消双湖办事处建制，将双湖和尼玛的部

分牧民和牲畜迁往水草条件较好的那曲地区东部

和林芝地区，或安排于青藏铁路沿线从事养路或第

三产业。停止向无人区草地扩张放牧，逐步将该区

发展为探险旅游区和野生动物驯养繁育区。

目前，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由青海省相关部门

管理，但保护区的部分核心区属西藏管辖，保护区



管理与行政区划管理之间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为

此，建议国家有关部门考虑由青海省和西藏自治区

对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实行共管，以提高保护区的

保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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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西藏生态环境问题在全国生态环境

建设中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建议设立西藏退化草地

的恢复与重建工程专项，以有效地推动西藏生态环

境建设进程

"""""""""

西藏草地位于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和雅鲁藏

布江四大江河的源头区，系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

目前，西藏牧区、半农半牧区草地已普遍超载。据最

近遥感调查，西藏草地退化、沙化面积已占草地总

面积的
#$%

，且每年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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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速度扩大；部分

地区的草场退化率高达
($%

以上。草地生态屏障的

作用正日益减弱，甚至消失。需要在水热条件较好

的沟谷地段和牧民定居点周围，大力营造多年生人

工草地，进行草地补播、改良，提高冬春草场的饲草

供给能力；同时，将部分超载牲畜及牧民转移出去，

以实施大面积天然草地的围栏封育，实现草原植被

的修复与重建。建议国家就西藏退化草地的恢复与

重建设立专项，给予经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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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国家援藏、特别是对口援藏的重点和

方式，实现援藏工作重点由城市向农村的转移；加

大科技、特别是农村科技的援藏力度。显著增强西

藏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能力

过去，国家援藏及地方对口援藏工作主要集中

在城镇，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居民收入水平

提高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

农村基础设施极差、农牧业生产条件长期得不到根

本改善的情况下，加大对农村的援助力度已势在必

行。农村援助的重点，一是农村基础设施，特别是电

力、交通和水利设施；二是农村教育，特别是六年制

或九年制义务教育；三是农村医疗卫生，特别是常

见病的免费医疗及卫生网点的建设；四是扶持“退

牧还草”的移民，使部分生存条件极差的农牧民摆

脱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科技支农同样也是援藏的

重点，可鼓励全国及区域性农业科研教育单位与西

藏建立固定和稳定的联系，包括人才交流和培养、

技术成果的转让和推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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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藏目前各类农牧业试验示范区进行必

要的整合，建设综合性的农业试验示范区，以集中

有限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为西藏农牧业结构调整

和高效持续发展提供成功的经验和示范

西藏各类农牧业单项试验、示范、开发区较多，

但规模小、重复多、作用较差。随着农业发展和农业

科技进入新阶段，农业试验、示范、推广等工作正在

发生根本转变。为保证其高效、有序、健康发展，按

自然区域选定代表性地点建立若干农业综合试验

示范区，并进而形成具有先进性、实用性、示范性和

带动性的农业科技园区，为广大农牧民提供先进适

用的种植、养殖、加工和农牧结合技术与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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