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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青藏旅游客人多多，持续发展尚需探索 

（一）事件回顾 

    

1．2006年7月1日，举世瞩目的青藏铁路全线开通，北京、西宁（兰州）、成都（重庆）至拉萨旅客列车正式开始运营（每天

开行一对客车）。2006年10月1日和2日，上海至拉萨、广州至拉萨旅客列车相继开通（隔天开行一对客车）。  

2．2006年“十一”黄金周期间，西藏自治区累计接待游客26万余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19.4%；其中接待过夜游客14.73万人

次，同比增长21.9%；接待一日游游客11.85万人次，同比增长16.5%；旅游总收入8689万元，同比增长18%。 

3．从2006年7月1日到12月31日，青藏铁路公司管辖内共发送进藏旅客30.08万人次，出藏旅客35.87万人次。 

4．至2006年年底，全年进藏旅游人数245万人次，总收入27亿元，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分别比2005年增长36.1%和39.5%。 

    （二）事件点评 

1．青藏铁路全球关注，西藏旅游遂成热点。2006年7月1日，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

结束了西藏不通火车的历史。青藏铁路全线建成通车引起了全世界广泛关注，大批中外记者登上了青藏线列车，进行了近距

离的详细报道。“出国容易进藏难”的历史一去不返，一时间，坐上火车去西藏成为许多人的心愿。 

2．航空、铁路共同受益，立体交通渐趋形成。青藏铁路的开通并没有出现有些人事先所担忧的“天地之争”，而是带来了航

空与铁路的共赢——不仅仅是拉萨航线，整个西北航空市场都被青藏铁路带热。过去由于客源等原因，只有国航飞行拉萨，

航班也很少；随着青藏铁路的开通，考虑到进出藏游客旅游方式从“双飞”为主到“一飞一卧”为主的变化，川航、南航、

东航和海航等航空公司也加入其中，航线增加到14条，而且这14条航线也不同程度地加密了班次。青藏铁路的开通使得公路

运输则主要转向短线运输，承担转运、分运任务。总之，青藏铁路的通车运营，促进了交通运输方式的优化，形成了铁路、

公路、航空相互补充、共同发展的立体交通体系。 

3．引发西部旅游热潮，促进区域旅游合作。从国内方面看，青藏铁路各次列车途经江苏、安徽、河南、陕西、青海等约10个

省（区、市），贯穿了京广、京沪、陇海、兰青等多条铁路大动脉，一方面使西藏迅速地融入到全国旅游板块之中；另一方

面，青海、西藏的区域旅游合作步入快车道，同时也强有力地推动大西北区域旅游合作，并促进大西北与大西南的旅游链

接，形成西部旅游客流网络。青藏铁路开通数月之后的2006年11月，重庆、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和西藏六省区市便召开

了共同打造大西南旅游经济圈的西南六省区市经济协调会第21次会议，就联合打造大西南旅游经济圈、大西南综合交通运输

体系、加强省际间能源合作、构筑统一开放市场和加强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达成共识。未来，中国西部旅游有望呈现出“西

南”、“西北”、“高原”的三足鼎立的格局，即云南、贵州、四川联袂形成的“西南游”，甘肃、新疆合璧的“西北

游”，以及青海、西藏珠连的“高原游”。从国际方面看，随着青藏铁路的开通，中断了44年之久的亚东县乃堆拉口岸重新

通关，中印边境贸易正式恢复；而中国铁道部官员向媒体公布的2020年中国铁路建设远景规划中，明确指出要修建拉萨—亚

东、拉萨—聂拉木的通往印度、尼泊尔边境的铁路。届时，西藏将成为东亚太旅游区和南亚旅游区的接合部、西亚与南亚旅

游的接合部，成为中国通向南亚次大陆的旅游大通道。 

4．布达拉宫限制客流，承载能力成为焦点。在青藏铁路开通后的几个月内，火车票和布达拉宫门票，成为进藏游客遇到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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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难题。从2006年7月1日开始，布达拉宫每天接待游客数规定为2300人次，比铁路开通之前增加了800人次，显然这是考虑了

游客不断增长的需求。据悉，这是西藏文物部门和旅游部门经过多次协商，并根据已经进入尾声的布达拉宫第二次维修的实

际承重能力而制定的。在限制参观人数的同时，西藏文物部门还缩短了游客在布达拉宫的停留时间，少数殿堂只允许在门外

参观，不允许进入；同时规定，团体游客需提前预约，可向西藏自治区旅游局预订门票或者由布达拉宫管理处安排；散客必

须提前一天在布达拉宫西大门领取次日参观的预订单，第二天进入雪城后正式购票进入。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布达拉宫是是

西藏的标志性景点，被誉为“雪域圣殿”，也是每位到拉萨旅游的游客必游之处。每天2300人的限制，显然无法满足青藏铁

路每日给拉萨带来的4000名游客的需求。从1500到2300，有人担心不断松动的限客人数会对文物保护形成威胁，也有人抱怨

限客措施让很多进藏游客无缘布达拉宫。面对游客游览与文物保护的矛盾，布达拉宫似乎也没有给出一套令各方满意的解决

方案。 

5．汹涌而来的客流考验着拉萨的城市管理能力。青藏铁路开通后，前往西藏的游客数量猛增，其中散客增加尤为明显。如何

更好地满足散客的需求，需要在游客问询中心、游客集散中心、旅游车辆和道路标识、市容管理、污水处理等方面进行配

套。为此，拉萨还有许多必须要做的工作。 

    （三）重要提示 

1．慎言铁路旅游时代的到来。青藏铁路通车后，不断有各类媒体披露，青藏铁路公司将与国外旅游机构合作，在青藏铁路开

行首列豪华旅游专列，并宣称中国“铁路旅游”时代的到来。对此，有关部门及时予以澄清。实际上，从目前的行使线路、

游览方式、设施状况来看，青藏铁路距离真正的铁路旅游还有很大距离，更为重要的是，对于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的青藏铁路

沿线来说，是否适合开展旅游、哪些地区可以开展、如何设置停靠点、如何组织旅游形式、如何控制游客行为等都需要谨慎

研究。 

2．直面可持续发展的难题。众所周知，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剧的背景下，西藏能够将本土文化和自然环境一直保持

相对“原始”状态，其主要原因在于与外界交通联系的困难。随着大运输量、快捷、全天候的铁路系统的建成，大众游客纷

至沓来，不仅给西藏地区及铁路沿线脆弱的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而且会给西藏传统文化带来影响，使其个性和特质难

以保持，从而失去其旅游魅力赖以存在的基石。在此背景下，有关部门应该慎重考虑西藏旅游的发展战略，以避免大众化旅

游给西藏可持续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从而选择到一个真正适合这片“圣地”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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