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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00一年北京藏学讨论会论文提要 

 

    新世纪我国西藏自治区的改革与发展面临两大问题：其一是以产业现代化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其二

是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相互协调为宗旨的可持续发展。前者系西藏的现代化问题，后者则是西

藏的后现代化问题。双重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在于它不仅要求西藏通过改革实现追赶型的经济增长率

和跨越式的发展，而且要求这种增长和发展必须兼顾该区域的资源一环境条件从而为西藏的未来发展留

下足够的空间。面对这一双重挑战，西藏应当对未来的改革方向和发展模式作审慎的思考，从而作出合

理的选择。为此，本文从以下三方面作了探讨：  

    （一）西藏经济发展滞后的主导性因素，非典型二元经济结构。迄今为止，西藏自治区仍然是我国

最不发达的省区，其经济、社会、人文指数的排序均居于全国各省区之末位。究其原因，乃在于西藏事

实存在一个非典型二元经济结构。  

    （二）西藏改革与发展模式的选择：非典型二元经济结构→（典型）二元经济结构→现代经济一元

结构。新世纪西藏改革与发展必须从西藏现实条件走渐进经济结构演变的路子。  

    （三）以人为本的发展原则在西藏经济结构渐进式演化中应具体化为，通过人力资本投资促进人的

经济理性化。为此，作者提出了以下几方面的对策建议：  

    1．西藏人力资源开发难点在藏族人口基础教育的普及，因此新世纪对西藏人力资本投资的重点应

放在普及9年制义务教育，在农牧区至少应普及6年制义务教育。未来20年内通过切实有效的措施，应当

使西藏文盲率降至5％－10％。      

    2．除教育外，政府主导的人力资本投资重点还应放在对现有在业人员的职业技术培训，在公共卫

生等人力资本投资的重点应放在农牧区，重点是降低婴儿死亡率和产妇死亡率。  

    3．通过户籍制度的改革，促进农牧人口的城镇化。在西藏推行有别于内地省区的城镇化制度改

革，即凡愿意和有条件进入西藏城镇的农牧民均给予户口准入。同时通过政府的公共建设投资在边远农

牧区开辟若干定居点，使之逐步发展为小城镇。  

    4．在推进西藏城镇化发展的同时，建立起统一、规范的劳动力市场和其它要素市场，因为只有在

这样的市场条件下才能引入人才竞争机制，从而体现人力资本投资的效益。  

    5．根据西藏特殊的自然一人文生态条件，西藏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相应的劳动力转移途径应是非梯

度的，即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第一产业劳动力向第三产业（如旅游及其相关服务行业——金融、运



输、贸易）转移，故相应的人力资本投资高回报率可望在西藏第三产业的崛起中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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