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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00一年北京藏学讨论会论文提要 

 

    西藏的经济基础与生态环境都相对脆弱，实施可持续发展对西藏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而发展的不

可持续性往往同制度失灵有关，所以，相关社会经济政策的建立健全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与西藏

可持续发展有关系的社会经济政策很多，体系也比较复杂，最主要的包括有：人口政策、自然资源政

策、产业政策、科教政策、财政金融政策等。人口政策方面：西藏人口规模较小，但相对于环境承载

力，人口已相对饱和，人口压力日趋显现。西藏在大力提高人口素质的同时，应及时宣传和实施计划生

育政策。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全面提高人口素质，是西藏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现代化战

略目标的关键。资源政策方面：西藏蕴藏有较为丰富的自然资源，不仅种类多、数量大，而且目前的开

发利用程度还很低，是未来西藏经济发展的优势之所在。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为了科学地开发利用

自然资源 ，西藏应实行政府主导下的自然资源资产化管理政策，形成以资源养资源、发展资源业的良

性循环，以便为社会提供良好的经济效益和更优的生态环境。产业政策方面：西藏经济近十余年来保持

了高速增长的势头，随着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经济对资源环境产生的压力趋于增加。现在，西藏经济

社会要满足可持续发展原则的要求，就必须重视改善产出结构。即调整经济结构、改善产业结构状况和

技术结构状况，可以减少经济规模扩大对环境的压力，从而有利于西藏的可持续发展。科教政策方面：

科技与教育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西藏应坚定不移地构建和实施“科教兴藏”政策。财政金融政策方

面：财政金融政策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和作用很广泛，西藏应积极发挥财政金融对社会宏观经济的调控

作用，尽可能地“绿化”财政金融政策，使之有利于西藏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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