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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西藏自治区是青藏高原以藏民族为主体的民族地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社会背景下，文章结合西藏的具体情况，

系统地提出了西藏新农村建设的四种发展思路：建设旅游资源开发型新农村；建设矿产资源开发型新农村；建设边境贸易发展型新农

村；建设西藏特色农产品开发与加工型新农村，并分别对其进行了分析。  

 

  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是西部大开发第二阶段的主要任务，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也是西部大开发的内

在要求，西部大开发的收效可以通过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来衡量。西藏位于中国西部的青藏高原，

是以藏民族为主体的民族地区，农牧区的老百姓生活相对较贫困。在西部大开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的大环境下，如何高效快捷地建设符合当代西藏农牧区生产与生活要求的新农村，是西藏民族地区在整

体上脱贫致富迈向现代化的当务之急。文章在对西藏进行一系列调研的基础上，结合西藏自身实际，对

建设西藏新农村发展的路径进行尝试性探索。 

  

一、旅游资源开发型新农村建设 

  

  西藏旅游业起步于1980年，经过20多年的不断建设和发展，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态势。旅游结构由最

初的接待事业型调整为旅游产业型，旅游产品由最初单一的观光旅游发展成为集观光、登山、科考、度

假等为一体的复合旅游产品。旅游资源的综合开发，已经扩大了就业，促进了西藏城镇化建设，带动了

与旅游相关之产业的发展，旅游业已经成为西藏经济新的增长点。但目前西藏旅游业多局限于点状开

发，未来的发展需要打破这种局面，全面铺开。具备旅游资源开发的地区，需要把握西部开发的时机，

提高意识，超前规划，让旅游业成为未来西藏经济的主导产业和人民增收的一个主要支柱产业。 

  西藏的旅游资源特色浓郁、数量众多、类型丰富，除拉萨、日喀则等重要城市外，高原风光、文化

古迹等在广大的农牧民村寨比比皆是，为旅游资源开发型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极其广阔的拓展领域。 

  （一）旅游型新农村的设计思路 

  1、历史古迹、宗教文化旅游开发型新农村 

  （1）内涵   



  历史古迹类旅游资源的魅力在于它的历史性、民族性和科学艺术性，其开发主题也应从展现资源的

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和民族文化特性入手，即策划能够反映此类资源所代表的历史时期的政

治、经济、文化艺术水平和历史意义的理念，塑造鲜明的历史文化氛围。藏族人民对宗教的虔诚，使农

村地区众多的古迹得到了当地人民自发的保护，并完整地保存下来，许粪农村的寺庙都有上百年乃至上

千年的历史。同时，落后的交通条件和欠发达的生产经营方私，在客观上使这些资源的传承原汁原味，

不受现代文明的侵扰，因而也易成为某种卖点。 

  （2）建设思路 

  新农村对历史古迹、宗教文化旅游开发的最终目标有两个：一是要通过农村旅游业的发展，使当地

的农牧民摆脱贫困，走上致富道路；二是要通过发展农村旅游业来保护古迹。农村地区众多的历史古

迹、宗教文化型旅游资源只是为现代农村旅游业发展提供了一种原材料，它必须经过人们的开发，转化

成为旅游产品，才能发挥农村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农村地区开发旅游产品，首先要慎重地选择产品的文化内涵。西藏古迹、建筑、园林以及和它们相

关的民间活动等旅游资源，其文化内涵都是非常复杂的，并表现在物质、行为、精神三个不同的层面。

在开发设计过程中，三个层面相互交融参与。因此，开发这些农村旅游资源时，立足点在于选择恰当的

文化内涵。正确认识和选择了资源的文化内涵之后，还必须对农村旅游产品外显系统及其特征进行感知

与把握。农村旅游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不能局限于浅层次，而必须挖掘其深层的东西，即渗透着哲

学、历史、伦理意识和民族审美意识的生活观念、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开发这类资源要以历史为背

景，深刻理解它们在上千年的历史中所蕴含的文化和传达的精神，准确定位。只有这样，才能使不同的

资源感染同样的游客。否则，千篇一律、简单统一、不求甚解的随意开发，只会玷污这些永恒的历史所

寄予的内涵。 

2、民俗风情结合景观生态观光旅游型新农村 

  （1）内涵 

  农村民俗风情游以西藏得天独厚的少数民族悠久历史文化为依托，开展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游项

目，内容包括民间歌舞、藏戏、民间歌谣、民族服饰、饮食文化以及居住文化、藏医药、民间工艺、民

间文学、民间娱乐和民间竞技比赛等。它们具有鲜明而浓郁的民族特色，其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

民俗、语言民俗的每个方面都有独特的一面，是吸引国际、国内游人的重要因素。 

  农村景观生态旅游是以自然生态资源为依托，以生态环境和生态资源为主要旅游对象，以欣赏大自

然风光、接受生态知识的科普教育或以探索、研究生态科学为主要内容及目的的一种综合性旅游活动，

它最能适应人们追求“返朴归真”的心态。 

  将民族风情游和景观生态游相结合，是现在农村地区旅游景点吸引游客采用的普遍方式，尤其是在

少数民族旅游区更为常见。农村景观生态游突出人与自然的对话，而民族风情游强调人与人的交流，二



者互补，相得益彰，使景点的旅游项目更为多样。游人的感觉更为丰富。 

  （2）建设思路 

  建设新农村民俗风情结合景观生态观光旅游，要求突出民族性、文化地域差异性、旅游资源个性，

从吃、住、行、游、购、娱整个旅游活动中塑造民族社会风情，让旅游成为参与、享受、认识和学习的

教育过程。 

  3、生态农业观光旅游型新农村 

  （1）内涵 

  农村生态农业观光旅游是以生态农业为基础，农业和旅游业相结合的一项交叉性产业，由于农业与

自然有关、旅游业与市场有关、农村与人文有关，因而农村生态农业观光旅游具有自然、人文和市场一

体化的特征，它是以农村生态环境为背景、以生态农业和乡村文化为资源基础，通过运用生态学、美

学、经济学原理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对农业资源的开发和布局进行规划、设计和施工，将农业开发成为以

保护自然为核心，以生态农业生产和生态旅游为主要功能，集生态农业建设、科学管理、旅游商品生产

与游人观光生态农业、参与农事劳作、体验农村情趣、获取生态知识及农业知识为一体的一种新型生态

旅游活动。2004年西藏自治区旅游业发展形势分析报告就确定自治区旅游发展基本思路是：坚持科学发

展观，实现生态旅游、特色旅游、专项旅游和可持续发展相结合的旅游发展格局。可见，将生态旅游列

入旅游发展思路中，是将农村生态旅游发展提升到了一个战略高度。 

  （2）建设思路 

  新农村生态农业观光旅游是农业和旅游业相结合的新兴产业，具有农村产业的交叉性。新农村农业

观光旅游不是遍地开花、处处发展，而是要尽可能与旅游业相结合，充分考虑客源市场。发展观光农业

可首先安排在拉萨市和经济发达的地区周边，因为这些地区经济条件相对发达、交通比较便利，发展观

光农业的条件比较优越。其次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旅游景区和景点，扩大和增加观光农业项目，通过相互

带动作用，发展农游合一的新农村旅游产业。 

  

二、矿产资源开发型新农村建设 

  

  西藏矿产资源十分丰富，绝大多数探明的矿产资源都分布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受自然条件、基础设

施条件、开发利用条件与加工技术水平等因素的制约，西藏矿业尚处初级阶段。在国家大力投资建设西

藏基础设施的良好背景下，新农村开发矿产资源，是发展新农村经济的良好道路。 



  （一）特征 

  由于西藏开发起步较晚，农村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现阶段处于初级阶段，矿业仍以采掘业为主。

在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方面，加工技术条件差、技术薄弱，综合利用开发程度很低，矿产资源损失浪费

严重。在农村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采富弃贫、采易弃难现象普遍存在，矿产资源的损失浪费十分惊

人。矿产资源不可再生的特点尚未受到普遍关注，“三率”考核指标不全面、执行不严格、行业保护主

义等，导致矿山企业不重视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有些企业在矿产开发上急功近利，对新发现矿点不做

前期地质工作、不做技术分析、不摸清资源底细就投入资金进行开采。矿山生产规模小、技术力量薄

弱、市场竞争力不强、矿山管理落后、经营粗放等。总体而言，在农村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无

论是资源效益还是经济效益，都表现出明显偏低的状态。 

    （二）建设思路 

    青藏铁路的通车，为农村很多地区矿产开采提供了广阔的发展机遇。长期以来，地勘工作投入不

足、工作程度低、能源缺乏及交通条件差是西藏矿业发展的“瓶颈”。农村地区各方面基础都薄弱，自

身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只有通过政府带头，主动寻求外界资金技术的帮助，彻底转变观念，走“他

先富我再富”的先付出再求回报路子，才能让矿业带动新农村经济发展。因此，依法办矿、完善安全生

锄管理、走规模化开采的道路，是新农村矿业发展的良好途径。 

  具有一定规模开采能力的大中型企业进行规模化开采，在管理、技术、经济、社会服务机构建设等

方面都比小型企业随意开采有很多优势。在青藏铁路通车之际，农村矿区要尽快取消那些安全管理无

序、规模小、耗能大、技术含量低、效益差的小矿点。保护现有资源，整合资源。同时，不同地区政府

不能单兵作战，要设立专一部门，上下一致，各方配合，统一指挥农村片区资源的开发和建设。寻找有

实力有技术的公司，负责备矿点依法取证、矿山规划、技术设计、技术指导、安全检查监督和管理、设

备计划与采购安装等科学管理工作，待投产后，按照一定的方式，合理分配利润。在资源开发的过程

中，让企业帮助当地农村逐步投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建设，让企业和社会共同富裕。 

三、边贸型新农村建设 

  

  西藏的南部和西部分别与缅甸、印度、尼泊尔、不丹和克什米尔地区接壤，有21个边境县、104个

边境乡，现有边贸口岸5个、28个边民互市贸易市场、200多个贸易点。它们散布在西藏4000多公里边境

线上的广阔农村地区，是边境地区农村发展经济的主要形式。边境地区农村应该充分利用现有地理条

件，以边贸点为中心，建设边贸型新农村。 

  （一）特征 

  长期以来，中国西藏同南亚进行边境贸易主要是为日常生产生活需要的互通有无的往来，出口商品



主要是布料、棉织品、日用陶瓷制品、日用工业品、胶鞋、大头鞋、活畜、羊毛、皮张、盐巴等，进口

商品主要是大米、食油、红糖、烟叶、布、染料、马鞍、首饰、日用品、手表等。千年相袭的传统决定

了农村边贸企业规模小、技术落后、成本偏高，尤其是边贸体制不健全、运行机制僵化、边贸企业之间

的无序竞争和周边国家地区的市场环境不规范等，使农村边贸企业活力缺乏，效益潜力受到抑制。从事

边境贸易的民营公司或农村个体户缺乏贸易的内在冲动，使贸易总额始终偏小。  

    （二）建设思路 

    农村的边境贸易水平不高、规范程度低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有密切关系。边境线长．

与多个国家地区接壤，边境新农村边贸应该采取“珠帘式”的分散方式发展边贸，结合农村的特色产业

和贸易伙伴的具体需求，发挥农村地区资源优势，把边境贸易作为边境地区新农村主导产业来发展。 

  边境地区农村人口稀少、贸易市场小、吸引力不足。要使边贸总量提高、规模扩大、发展水平得到

提升，只有大力加快中国西藏边境地区直至印度接壤地方的软硬设施建设，为边贸顺利进行和进一步发

展提供优良的经济环境。硬件方面，首先要搞好边境新农村公路网的建设。公路建设不仅可以紧密西藏

与内地的联系，提高边境物流水平，而且为同南亚次大陆的邻国（印度、尼泊尔、不丹）地区建立经济

一体化奠定基础。其次完善农村贸易点的建设。从农村贸易区长远利益出发，未来边境贸易区可能形成

区域经济一体化，这对贸易点的专业化、集约化和管理信息化水平都有更高的要求。因此，要逐步完善

边境农村贸易点的配套设施建设。整体提升边境地区的基础建设水平。软件方面，首先是让边境农村地

区农牧民逐步改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市场竞争意识，充分认识和发挥地区

特色资源优势来发展边境农村贸易。其次，充分发挥边境地区金融服务优势，充分调动企业和个人的贸

易积极性。 

  

四、西藏特色农产品开发与加工型新农村建设 

  

  西藏特殊的地理环境，为许多农村经济作物和畜禽的生长提供了优越条件，并已拥有许多优质、独

特、驰名的农畜品种资源和农产品资源，如茶叶、蚕豆、山羊绒、地毯毛，以及牦牛的肉、绒、皮和藏

猪、藏鸡、藏狗，还有一些特殊的野生动物资源等。在国内外倡导“绿色食品”、“无污染农产品”的

今天，西藏应该抓住自身的独特资源优势，大力建设特色农产品开发与加工型新农村。 

  （一）特征 

  西藏农村商品经济不发达，商品转化率只有10%左右，大部分农牧民还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农畜产品基本上是自己食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轻商观念影响了农村加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现有农

村加工业主要是传统的、家庭作坊式的民族手工业，生产规模小、生产方式落后，主要产品以满足当地



需要为主。发展缓慢，分布稀疏，难于形成整体优势，缺乏规模经济效益。为数不多的乡镇企业也存在

信息不灵、效益滑坡的局面。农村地区缺乏龙头企业和拳头产品，难以引导种植业结构和产业结构调

整，农牧民难以从中得到实惠，整体上影响农牧民收入增长。 

  （二）建设思路 

  农村地区农牧业发展滞后，农牧民缺乏市场意识，责任不在于农牧民。西藏特殊的高原地理环境和

长期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迫使广大农村地区依然延续古老传统的生活生产方式，这必然导致农牧民市

场观念落后，甚至根本没有市场经营的意识存在。而在短时间内要想让全体农牧民提高对市场的认识，

自觉发展特色农牧产品及其加工业，是比较困难的，也是不现实的，只有通过政府的积极引导作用，才

有可能实现。政府的引导作用，应该体现在对农村地区特色农产品龙头产业的扶持上。特色农产品开发

与加工型新农村要实现产业和农牧民利益紧密捆绑战略，才能在实质上促进农村经济的繁荣发展。龙头

产业负责寻找市场、开发市场、树立品牌、建立销售渠道的工作，同时将市场信息反馈给农牧民，农牧

民负责按照提供的信息，适时调整原材料供给方案，这样，各事其职，分担风险，会极大地调动农牧民

的积极性，而且，龙头产业有益于农牧民市场意识的普及，提高农牧民的认识水平。 

五、农村建设发展“冷”思考 

  

  新农村建设必须结合西藏自身实际，才能保证其健康发展。西藏新农村建设刚刚起步，还有很多制

约因素没有克服。新农村的发展可以上述四种模式为启动基点，形成特色，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逐步摆

脱依靠国家单一投入的驱动模式，自力更生，带动片区全面可持续发展。在发展的同时。要做好可行性

分析，条件成熟才发展，不能盲目行事。 

青藏高原具有独特的生态地位，其生态功能远大于其生产功能，不仅对于当地，而且对于江河中下

游，甚至南亚与东南亚地区的生态安全，都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因此新农村的发展绝不能以牺牲环境

为代价。新农村发展要注重制定农村发展总体规划，寻找诸如上述开发特色的模式，按照不同的各具特

色的新农村类型，重点确定农村区域发展方向、规模、道路骨架、功能布局、环境保护等思路和框架，

以实现西藏新农村建设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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