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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50多年的变化巨大，很明显地呈现出伴随着社会结构大变动的经济发展态势。尤其是对西藏自

治区成立以来的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从理论角度进行研究，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到发展经济学意义上的区域

经济社会的变化，即符合经济学特指的发展（Development），是一个多相结构变动的运动，其目标不

可能由少量纯经济指标所囊括，1989年以来的西藏发展变化，更能够说明这个问题。2006年西藏GDP达

到290亿元，与此间已经连续保持了18年的社会稳定。西藏尽管可能仍是中国发展中的区域之一，但在

中央政府、兄弟省市的关心支援下，经过西藏自身的努力奋斗，尽可能在发展的过程中奠定进一步发展

的基础。对这样的—个历史过程，需要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清醒地予以认识和阐释。 

    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过去和今后一个时段的主要矛盾，仍然是结构的改建问题，即非典型二元结构

下发展和改革。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现代工业与传统农业并存可使一个区

域社会产生如下经济运动：现代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较高导致了工业和城镇人口的高收入，足以吸引农村

剩余劳动力向城镇流动，壮大现代产业部门。当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部门吸引，并有大量工业

品输入农村以后，可促使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进而使工农业均衡发展到彼此生产率相差无几的程度。

二元经济结构无一例外地在所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出现并形成经济运行方式，客观上是为了解决一个普

遍的问题，就是要改变经济上的贫穷，必须进行包括经济结构变动在内的总体发展。这个发展过程的显

现，就是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到以工业为主的经济结构的演进，即以落后的基础为依托，改变经济上

混沌的一元结构。所以，经济发展以二元化形式推进成为所有落后地区的一个特征。西藏经济要发展，

舍此很难有其它的什么经济之路能够走通。 

    西藏的经济社会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已经在总体上构建出极有特色的二元结构，既具有社会运行机

制的二元性，又具有经济结构的二元性，这一特殊状况可谓双重二元结构。与全国及西部省区相比，西

藏的双重二元结构的二元性又显然都是非典型的。这构成了发展与改革的现实基础，西藏的一切发展都

要受其制约，受其影响。 

    西藏社会机制的二元性是非典型的，在国家政治、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我区占主导地位的是社会

主义国家的社会、文化、经济、民族、方针政策，其中相当部分又以法的形式确立、巩固下来。而原有

社会机制即不能忽略的封建农奴制残余的影响，以及区域社会中旧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即藏传佛教的广

泛性以及由此所形成的文化特征和上层建筑的残余，在西藏社会通常是以非成文的、习惯风俗的形态运

行的，带有很强的基础性与惯性。应当承认，非典型的二元社会机制经常作拉锯与冲撞，是西藏经济社



会矛盾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现代工业的出现，使西藏的经济社会中形成了两种结构不同的经济部门，一个是生产技术相对先

进，劳动生产率较高，人均产值比较可观的现代部门；一个是在这几个方面都落后于现代部门的传统农

(牧)业部门。与全国绝大多数地方的经济结构相比，西藏社会经济形态大体上是同构的，亦即都是二元

状态的。但西藏经济结构二元性却是非典型的。与我国西部各省区相比，结构上相同的一点是，经济结

构由现代部门(modern sector)和传统部门(traditional sector)组成，西藏的这两个部门之间很少沟

通，不仅二者涨落的相关性很小，而且对同一区域社会的贡献彼此分割，文化观念、生产方式等也相去

较远。西部各省区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现代生产方式与传统生产方式并行不悖。西藏在此种共性中又表

现出二元的非典型状态，在通常的二元结构下，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增长前者大于后者，且前者的产

值比重等于或大于后者，出现国民收入的一半以上来自于城市的状况。不仅在世界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是

这样的，而且在我国及我国西部、中部乃至东部地区也是这样的，一般视为二元经济的典型状态。唯独

在西藏，长期以来二元经济结构中的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相比，后者产值比重占大头，国民收入的一半

以上来自于农村，如果考虑到投入产出率的情况，经济的实质性增长也在传统部门，这些与二元经济的

典型状态差异较大，经过多方面的努力，这种非典型二元结构多年来在演进。 

    进入新世纪，西藏经济在中央大规模投资的强力拉动下，年均增长在12％以上，二三产业发展加

速。2003年第二产业生产总值首次超过了第——生产总值，第三产业又超过了二产；对西藏产业结构刚

刚形成“三、二、一”的排序状况，不能简单地类比为进入了中等发达阶区，这种排序所反映的是总体

供给模式的催化效果，是非典型二元结构演进的特例。仅看第三产业的产值，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仓储

及邮电通讯业、批发零售贸易及餐饮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

体等行业，2003年这四类行业的增加值总和为70．23亿元，约占西藏第三产业生产总值的73．24％，说

明非生产性的因素比例很高。2006年西藏一、二、三次产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17．6％、27．6％、54．

8％，二产仅从工业部门看其实现增加值21．65亿元，较之于农牧业的73．75亿元仍然有很大差距。从

1965年开始，西藏产业结构“一、二、三”排序，经过近40年到2003年起成为“三、二、一”的排序，

表明西藏非典型二元结构在另一个层级上开始演进，但其实质性的改变还有待时日。在西藏经济内生变

量未达到的临界点之前，非典型二元结构的改建仍然需要艰苦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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