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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藏中核心经济区，推进西藏经济发展
!

杨本锋，唐文武

（西藏民族学院 政法学院，陕西 咸阳 "!#>C#）

摘( 要：自 #> 世纪 D> 年代以来，先后提出了不同的西藏区域经济开发战略。根据非均衡协调发展理

论、产业集群化理论和区域创新理论等相关理论，从西藏“三大经济区”的现实出发，当前应采取以拉萨带动

日喀则、拉日领跑藏中、藏中辐射全区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积极构建藏中核心经济区，推进西藏区域经

济跨越式发展。

关键词：西藏；藏中核心经济区；区域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 ( ( ( 文献标识码：@( ( ( 文章编号：!>>CEF?GD（#>>"）>#E>>H!E>G

!"#$%&’(%)#* ("&+ +("#",)( -"#+ )# %.+ ,)//0+ "1 2)3+% %" 4&","%+
+("#",)( /+5+0"4,+#% "1 2)3+%

I@)J 42- K L2-.，1@)J 92- K M5
（!"#$$% $& ’$%()("* +,- .+/，0(12) 3+)($,+%()(2* 4,*)()5)2，!#+,6( 7(+,8+,9 :;<=><，?#(,+）

63$%&7(%8 N0-32 :,2 !DD>6O P0LL2<2-: <2.0%-Q& 23%-%=03 P282&%A=2-: 6:<Q:2.026 L%< 10R2: Q<2 ,2&P’ @33%<P0-. :% -%- K 2/50&0R<05=
3%%<P0-Q:082 P282&%A=2-: :,2%<SO 0-P56:<0Q& 3&56:2<0-. :,2%<SO <2.0%-Q& 0--%8Q:0%- :,2%<S Q-P 6% %-O RQ62P %- :,2 <2Q&0:S %L T:,<22 R0. 2E
3%-%=03 U%-26 %L 10R2:TO 35<<2-:&SO :,2 <2.0%-Q& 23%-%=03 P282&%A=2-: 6:<Q:2.026 M,03, 10R2: 6,%5&P 562 Q<2 :% 562 VQ6Q :% &2QP :,2 2E
3%-%=03 P282&%A=2-: %L W0XQU2O :% 562 VQ6Q Q-P W0XQU2 :% &2QP :,2 23%-%=03 P282&%A=2-: %L :,2 =0PP&2 %L 10R2: Q-P :% 562 :,2 23%-%E
=S %L :,2 =0PP&2 %L 10R2: :% <QP0Q:2 :,2 M,%&2 10R2:’ W2.0%-Q& &2QAL<%..0-. K 6:S&2 23%-%=03 P282&%A=2-: %L 10R2: 3Q- R2 A<%=%:2P RS
Q3:082&S 3%-6:<53:0-. 3%<2 23%-%=03 U%-2 0- :,2 =0PP&2 %L 10R2:’

9+: ;"&/$8 10R2:Y 10R2:Q- =0PP&2 3%<2 23%-%=03 U%-2Y <2.0%-Q& 23%-%=03 P282&%A=2-:

( ( 一’ 有关西藏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文献综述

西藏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自 #> 世纪 D> 年代以

来，进行了不断调整，先后提出了不同的区域经济开

发战略。#> 世纪 C> 年代末，西藏自治区提出了优先

开发“一江两河”流域的战略，并于 D> 年代初正式实

施这一开发战略。在西藏自治区“九五”计划中，提

出了“以沿边、沿路、沿江为开发轴线，实施据点式开

发，轴线延伸，建成中、东、西、北四大各具特色的经

济区”。在西藏自治区“ 十五”计划中，按照因地制

宜、统筹兼顾、分类指导、分级决策的构想，提出了

“一点三线四区”的经济发展战略。在西藏自治区的

“十一五”规划建议中，根据西藏现实条件和发展潜

力，按照优先开发、重点开发的不同要求，提出了构

建各具特色的中部、东部、西部三大经济区，并进一

步指出要把藏中经济区建成辐射带动能力强的核心

经济区，推进三大经济区的协调发展。

十多年来，我国学者对西藏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孙勇先生在 #> 世纪 C> 年代

末 D> 年代初，提出西藏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可以实施

中心开花，一点、两面、三线，由南到北的大三角形发

展极方案［!］。洛桑·灵智多杰和张可云教授（!DD"
年）根据增长极理论和中心地理论，确定了西藏增长

极的基本等级体系：第一级为拉萨市，第二级为日喀

则市、昌都，第三级为那曲、泽当、八一、下司马E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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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樟木!充堆等共六级体系；并指出了西藏区域经

济增长轴主要以雅鲁藏布江和 "#$ 国道（林芝!聂拉

木段）为主［%］。王天津、罗绒战堆、格桑卓玛（%&&%
年）指出：应当选择关键性区域，相对集中布局生产

力诸要素，建成若干具有较高投入产出效益的规模

经济基地；并进一步指出“ 一江两河”和“ 三江流域”

是西藏社会经济发展的两个重心战略［"］。赵曦教授

（%&&’ 年）提出了支撑西藏区域经济跨越式发展的

新的生产力布局战略结构，即以纵向的青藏铁路和

横向的拉萨至日喀则、拉萨至林芝高等级公路形成

“&”形生产力布局骨架，以城市发展为依托，构建以

拉萨、山南、日喀则、林芝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极，以

“&”形轴线和交叉节点为中心构建完善的区域经济

网络和城镇发展体系，带动整个西藏区域经济发

展［(］。笔者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西藏“三大

经济区”为视角，以非均衡协调发展理论、产业集群

化理论和区域创新理论等相关理论为指导，提出以

拉萨带动日喀则、拉日领跑藏中、藏中辐射全区的总

体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并进一步对积极构建藏中核

心经济区，推进西藏区域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可行性

和对策进行探讨。

二) 构建藏中核心经济区的可行性

#) 藏中经济区的基本概况

藏中经济区是西藏开发历史最早的区域，该经

济区除那曲外，气候较温和、地势较平坦、海拔较低，

具有相对优越的地理环境。从表 # 表 % 数据可以看

出，藏中经济区是西藏经济区域的主体部分，是西藏

经济活动的主要空间载体，其在经济地理位置的临

近性，决定了构建藏中经济区极具可行性。事实上，

藏中经济区在西藏区域经济中处于支配地位，是西

藏区域经济的“心脏”。

表 #：藏中经济区的外在指标

经济区 辖地区（市）总面积（万平方公里） 人口数（万人） 包括市、县、乡、镇

藏中

经济区

拉萨 %) *’ (%) &$ # 个市辖区、+ 个县、($ 个乡、* 个镇

山南 +) *" "%) &# #% 个县、’$ 个乡、%( 个镇

日喀则 #$) %# ,() $# # 个县级市、#+ 个县、#+( 个乡、%+ 个镇

那曲 "*) #$ "$) +% #& 个县、$* 个乡、%’ 个镇

林芝 ##) (& #’) (+ + 个县、"’ 个乡、%& 个镇

数据来源：西藏统计局，《西藏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年版，第 #、"’ 页；人口数为 %&&" 年数据

表 %：%&&" 年藏中经济区的主要经济指标

地区
地区生产

总值（亿元）

财政收入

（亿元）

人均地区生

产总值（元）

人均财政

收入（元）

拉萨 ,() %+ %) (’ #’%+" ’$%
山南 #’) +, #) &" (*%" "%%

日喀则 "() "+ &) *+ ’"&" #’&
那曲 #,) #$ &) +# (#+* #$"
林芝 #*) &# &) $$ #%%$$ ’,*

藏中经济区 #(*) ’* ,) &( ++(+ "#"
西藏自治区 #$() ’& +) #’ +##$ %+,

- - 数据来源：西藏统计局，《西藏统计年鉴·%&&’》，中国统

计出版社，%&&’ 年版，第 "’、*’ 页

%) 经济基础设施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西藏的经济基础设施发生了重

大变化。青藏铁路的通车、林芝机场的正式通航以

及印度乃堆拉山口边贸通道开通，使藏中经济区基

本上形成了以拉萨为中心，以青藏铁路为主导，以川

藏、青藏、中尼公路为骨干的交通运输网。随着拉萨

至日喀则然后通直亚东、拉萨至林芝铁路支线的开

工建设以及贡嘎、邦达、日喀则和平机场的改造，这

种包括铁路、公路、机场、管道、普通运输干线在内的

立体式交通运输网络，必将促使区内、外的人流、物

流、信息流向核心经济区域集中，以便发挥出聚集效

益和规模效益。

") 资源禀赋方面

藏中经济区内，尤其是“一江两河”流域，土地资

源丰富，是西藏粮油的主要产区。区内已探明的矿

产资源种类较多，拉萨地区已发现的矿种有铁、铜、

锌、大理石和地热等 %& 多种；日喀则地区已发现铁、

铅、云母、水晶等 #( 种矿种；那曲除拥有丰富的畜牧

资源外，还拥有丰富的钾、锂、硼矿、天然碱、湖盐、石

油、天然气等资源；林芝地区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

此外，藏中经济区的旅游资源得天独厚。这些具有

独特优势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为加快藏中经济区

的发展，形成特色产业带提供了先天条件。

() 科技教育方面

藏中经济区内的拉萨市的科技教育水平在西藏

自治区中是最高的。据 %&&&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统

计资料显示：西藏自治区在 , 周岁及 , 周岁以上受

教育人口中，具有本科学历、研究生学历的人数分别

是 **,% 人、"(& 人，其中藏中经济区分别是 *#(( 人、

%*, 人，仅拉萨市分别拥有 ,(&, 人、%#+ 人，分别占

西藏自治区本科学历、研究生学历总数的 ,() ". 和

,") $%.［’］。藏中经济区几乎拥有了全西藏绝大部

分大中专院校和科研院所，这对加快藏中经济区的

社会经济建设和人才培养，形成创新能力强、辐射面

广的经济区域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

"""""""""""""""""""""""""""""""""""""""""""""""



杨本锋，唐文武：构建藏中核心经济区，推进西藏经济发展

!" 政策方面

签于西藏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全国乃至低于其他

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中央给予了西藏一系列

特殊优惠政策和财政支持。从 #$!% 年至 %&&’ 年，

国家给予西藏财政补助为 $($)!’’ 万元，占西藏财

政总收入 #&**)’$( 万元的 $*" +#,［(］。尤其是中央

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来，确定了“ 分片负

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援藏方式，对西藏经济社

会的发展起到了“加速器”作用。

三" 构建藏中核心经济区

#" 规划为先，加强协作

其一，大胆借鉴长三角、珠三角的成功经验，尽

快成立藏中经济区区域经济协调委员会或协调小

组，就该经济区内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建设、

特色产业建设、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区域市场体系

建设等重大项目进行协商规划。其二，依托中国藏

学研究中心、西藏社科院、西藏大学、西藏民族学院

等科研院所，就关于藏中经济区外内合作问题展开

讨论，集思广益，达成共识，为藏中经济区的经济合

作与协调提供长期的交流平台。

%" 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主线，加快特色产业建设

（#）藏中经济区拥有一批具有特色优势的“藏”

字号产品，把产品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的最佳途径

就是发展特色产业。根据藏中经济区的区情，以特

色农畜牧业加工业、特色旅游业、民族手工业、藏医

药业和优质矿产品加工业为依托，形成几条竞争力

较强的特色产业带，如青藏铁路牦牛产业带、“ 一江

两河”流域优质粮油产业带等。

（%）加快藏中经济区的第一产业发展。必须以

市场为导向，以“企业 - 农牧民合作经济组织或农产

品行业协会 - 基地 - 农户”为依托，将农畜产品的生

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起来，实施一体化经营，不断

提高农畜产品的科技含量，延长农牧产品的产业链

条，促进农牧业走上一条“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

全”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藏中经济区的第二产业发展要抓重点。主

要是依托经济区内的资源优势，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以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做大、做强一批竞争能力

强、市场前景广阔的高原绿色生物产业、藏医药业、

优质矿产品业等，形成一批上规模、上档次的“拳头”

产品。

（’）藏中经济区第三产业的发展重点是旅游业

的大发展。必须走内涵式的发展道路，依托西藏文

化资源的神秘性、原始性、高原性、宗教性等特征，走

出一条“以文化促旅游，以旅游带文化”、“文化搭台，

经济唱戏”的文化旅游产业发展道路。不断开放旅

游市场，拓宽旅游区域，形成高原品牌形象突出、设

施配套齐全、服务水平高的大旅游产业体系，以带动

藏中经济区的相关产业发展。

*" 加快城镇化进程，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

藏中经济区加快城镇化进程，必须从区内生产

要素分散、市场规模小、生态环境脆弱、承载力有限

的区情出发，积极构建具有地域特色、民族特色的交

通枢纽型、农牧业综合型、特色旅游型、边境口岸型

等多元化的城镇体系，特别要加快小城镇的建设步

伐。要坚持规划为先，在规划时要与新农村建设和

农牧民定居工程、生态搬迁工程有机结合起来。要

不断强化基础设施，优化招商引资环境，以特色优势

产业为支撑，树立“经营城镇”的理念。特别要不断

增强拉萨市、日喀则市两个双核城市在藏中经济区

内的辐射能力，以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文化

流为纽带，实现资源的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

’" 坚持制度创新，为藏中核心经济区创造良好

的制度环境

构建藏中核心经济区必须从非正式制度和正式

制度两个方面进行进行创新。藏中经济区非正式制

度的创新主要是思想观念的创新。虽然改革开放以

来，藏中经济区各族人民的商品经济观念、市场竞争

观念有所转变，但等、靠、要的依赖思想仍未从根本

上改变，距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还相差甚远。因此在

藏中经济区内必须进行思想大解放，以思想的大解

放，促进西藏区域经济的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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