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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51年和平解放以来，西藏自治区在经济总量、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等方面实现了巨大的飞跃，

彻底告别了封闭的庄园制自然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迈进。2007年底，西藏全区生产总值（GDP）达到

342.19亿元，人均GDP达到12,109元，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为16.0%，第二、三产业的比重分别为

28.8%和55.2%。但是，迄今为止西藏仍然是我国最不发达的省区之一,其地处“世界屋脊”，高寒缺

氧，自然条件恶劣，灾害频繁，经济总量小，发展水平低、农牧业和生态环境脆弱，科技教育落后，缺

乏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不仅经济水平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经济结构扭曲失衡。 

    一、西藏的非典型二元经济结构 

    发现并提出西藏“非典型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孙勇对西藏经济研究的一大理论贡献,由此找到了

西藏发展问题的症结之所在。但是，距离该理论的提出已有十九年时间（当时只研究到1989年的经济数

据），目前西藏的二元经济结构又有什么新的变化呢？与我国一般水平比较，其非典型性是否仍然显著

呢？基于此，本文在孙勇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1991～2007西藏非典型二元经济结构进行测度和演化趋

势分析。 

    二、西藏二元经济结构的测度 

    一般地，考察一个国家或地区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程度的指标通常有三个，即比较劳动生产率、二元

对比系数以及二元反差指数。 

    三、西藏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化趋势分析 

    根据1991～2007西藏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并对照表1的数据，我们可以对西藏二元经济结构的演

化趋势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总的来看，在1991～2007年间，西藏的二元经济结构演化经历了一个由加强到稳定的过程，

二元经济结构强度依然显著。 

    第二、西藏独特的自然、人文和历史环境，决定了其经济结构的特殊性。 

    第三，西藏的三大产业间劳动力转移方式特殊。 

    第四、西藏二元经济结构的非典型性总体趋于减弱，但仍保持很强的“绝缘性”。 

    四、结论与建议 

    加快西藏的小城镇化建设。 

    重视西藏城乡差距对非典型二元经济结构调整的负面影响。 



    大力发展西藏教育事业。 

    在经济全球化和国内市场经济更加开放的大格局下,以封闭为主要特征的西藏非典型二元经济结构

的消解与演化乃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事实上,从1991年以来,西藏现代工业部门产值和劳动生产率的大幅

度增长说明:一个比传统部门劳动生产率更高的现代部门的出现已经在冲击旧有的非典型二元经济结构,

从而促使其消解与演化。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看,经济结构由低级到高级,由非典型性向典型性结构的

阶段式演化是不可改变的,尽管缩短各阶段演化的时间则是可行的。而从西藏历史和现实状况出发,西藏

经济结构演化的途径应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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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趋势

是不可阻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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