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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00一年北京藏学讨论会论文提要 

 

    青海各藏族自治地区是全国藏族聚居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青海藏区的稳定与发展，对于加快

西部民族地区的大开发，繁荣民族经济，维护全国藏区的稳定，增进民族团结与巩固祖国统一，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一、青海藏族自治地区在维护青海乃至全国藏区的稳定中居有重要的地位  

    青海藏区在维护全国藏区稳定中处于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一是从地域和人口分布看，青海藏区是

全国藏区的主体部分之一。全国藏区基本上是以青藏高原地区为主体的，包括西藏自治区和青海、四

川、云南、甘肃四个省的10个藏族自治州、2个藏族自治县，总面积2242万平方公里，总人口637万人，

其中藏族人口425万人。二是从宗教文化看，青海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发祥地，对全国藏区的宗教活动

具有特殊的影响。青海藏区也一直是达赖集团分裂渗透活动的重点地区之一，保持青海藏区的稳定，对

支持西藏的反分裂斗争具有重要作用。三是从交通和国防安全看，青海自古就是进入西藏的主要通道，

是西藏的战略后方。青海藏区的稳定与发展，对于支援西藏建设，巩固西南边防，保卫祖国安全，发挥

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二、青海藏族自治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50多年来，国家从财力、物力、人力和技术等方面大力支持和帮助藏区人民发展生产，繁荣经济，

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但由于受特殊地理环境和原有经济基础的制约，从总体上看，仍然处于落后状

态，因此，在深化改革和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新形势下，藏族地区面临许多特殊的困难和问题。一是

青海藏区畜牧业基础十分脆弱，抗灾能力差。二是青海藏区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制约经济发展。三

是青海藏区社会事业落后，人才匮乏。四是青海藏区意识观念相对滞后。五是青海藏区经济结构不相适

应，对外开放起步晚。六是达赖集团对青海藏区的分裂渗透活动日益加剧，草山纠纷等群众性事件日益

突出。  

    三、促进青海藏族自治地区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对策措施  

    世纪之交，中央政府作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大决策，为青海藏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新的历

史机遇。促进青海藏区的稳定与发展，关键是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大力发展经济、社会事业，逐步改变

贫困落后面貌，使各族群众走上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道路。一是加强农牧业基础建设，强化生态环境

保护。二是加快资源开发，发展特色经济，青海藏区资源丰富，开发资源是振兴藏区经济的希望所在。

三是投身于西部大开发，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培养各级人才。五是探索新机



制，扩大对外开放。青海藏区要发展，要进步，就必须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六是加强民族团结，维

护藏区稳定。在青海藏区，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必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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