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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00一年北京藏学讨论会论文提要 

 

    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经济社会发展，教育必须先行。西藏高等教育承担着为西藏经济社会建

设提供人才支持的重要任务，必须开拓创新，实现新形势下的可持续跨越式发展。  

    一、西藏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机遇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高等教育必然要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上的支持；政策关注度与投资力度的

加强；思想观念的转变，进一步重视高等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带动和支撑作用。良好的经济社会

发展前景和逐渐增强的高层次人才需求，刺激着西藏高等教育的加速发展；基础教育从规模到质量得到

较大发展，为西藏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更好的生源基础；高等教育大众化趋势，民众对接受高等教育的

要求不断增强，为西藏高等教育的发展创造了更良好的外部氛围；科教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促进西藏高

等教育进一步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提高质量与效益；对口支援工作从政策到措施不断加强，有力地支持

了西藏高等教育的发展。 

    二、西藏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特殊形势  

    特殊的政治环境。西藏地处反分裂斗争前线，形势复杂而严峻，给高校办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较落后的经济社会环境。西藏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低层次，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高知识

含量的人才的需求较弱，短期内还难以对西藏高等教育的发展形成良性刺激。  

    薄弱的办学基础。其一，基础教育长期较落后，生源质量较低；其二，高等教育自身发育不良，办

学水平较低；其三，受体制影响，西藏高等教育在整体上具有较强的依赖性，自我发展能力不强。 

    有待理顺的发展思路。例如怎样处理好西藏区内外办学双轨并行的关系，西藏高校与内地高校在人

才培养上如何合理分工，西藏高等教育到底应办成什么类型、什么模式等等。  

    三、西藏高等教育可持续跨越式发展战略  

    （一）积极转变思想，更新观念，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剖析和批判陈旧落后的教育思想观念，克服

等、靠、要思想，塑造开拓创新、进取自强的“新西部精神”，促进西藏高等教育良性发展。 

    （二）科学调整办学定位，强化高等教育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西藏高等教育必须明确为

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本土化”性质，面向社会、适应社会、服务社会、导引社会，突出特色，形

成优势，实现高等教育竞争中的持续、稳定发展。  

    （三）正确处理稳定与发展以及规模、数量、速度与质量、效益的关系，充分发展，保证质量，提

高效益。  



    （四）深化改革，着力创新，全方位推进西藏高等教育发展，改革办学体制，优化资源配置，形成

发展合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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