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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扶贫开发的逻辑机理与绩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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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扶贫开发是中央政府实施的为改变西藏落后面貌的一项重要工程。西藏经济的相对落后性和
发展的战略重要性决定了西藏扶贫开发与经济发展的逻辑机理是国家主导与地方互动相结合。国家主导

主要体现在“对口援藏”上，地方互动则主要包括新农村建设和发展特色经济等路径。国家主导与地方互动

的扶贫开发模式成效是显著的，无论是“对口援藏”还是西藏的自身探索都取得了公认的成就；国家主导与

地方互动的扶贫开发模式尽管还存在援建项目效益较低、当地农牧民参与程度仍较低等缺陷，但其对西藏

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种模式还将继续下去。应建立财政预算约束，切实提高援藏项目的

效益；变“局外人”援藏为“参与式”援藏，进一步增强西藏自我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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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由于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传统等先天因素

的影响，西藏长期处于经济发展的边缘。经济落后

既不利于藏族人民迈上现代化的康庄大道，实现与

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也不利于国家长期发展的战

略取向和西藏社会的长治久安。西藏的发展和稳

定，涉及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对于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宏伟目标、维护祖国统一和国家安全、推动

我国各民族共同繁荣都具有重大意义。正如江泽

民同志在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所指出的：“西

藏的稳定，涉及国家的稳定；西藏的发展，涉及国家

的发展；西藏的安全，涉及国家的安全”（中共中央

文献研究室，２００５）。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

经济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引擎，西藏要实现各方

面的发展，必须从经济发展开始。而从历史和现实

看，西藏若要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其所需资源

的数量与有效供给之间一直存在着巨大的缺口，单

靠其自身无法完成资本、技术的原始积累，无法实

现跨越式发展，必须依靠国家的投入，在国家的主

导下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

贫困是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贫困现

象的长期存在，不仅会造成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

和开发，使人与自然的和谐遭到破坏，而且还会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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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并不严重的社会问题放大，往往是造成一个国

家或地区政治动荡和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鉴

于此，民主改革以来，中央就开始了对西藏的扶贫

工作，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史也可以说是一部扶贫开

发史。

学界对于西藏扶贫开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

途径、模式以及对策等方面。闵庆文（２００１）探讨了
西藏生态环境与贫困的关系，强调了生态建设在反

贫困中的重要性；王文长（２００３）认为西藏反贫困的
基础是乡村建设，其目的是从农牧民的生存环境、

生产生活条件和行为方式上进行改进，将扶贫与乡

村社区建设有效结合；王作安（２００４）以日喀则为
例，对西藏扶贫开发模式尤其是开发式扶贫进行了

分析，指出其经济效益不高，并提出了对策；冉光荣

（２００６）分析了西藏贫困的特殊性，并就现有扶贫经
验进行了总结；毛阳海（２００６）阐述了西藏的财政反
贫困政策；赵曦（２００６）对西藏扶贫开发战略进行了
系统的阐释；任凯（２００７）分析了西藏反贫困中的人
力资本因素，指出要通过建立贫困人口的主体意

识、促进人口流动、增加教育投资等途径来提高人

力资本的积累。我们注意到，现有文献主要是就西

藏扶贫开发的现状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进

行了经验性的总结，未能从深层次剖析其内在逻

辑。本文则着重分析西藏扶贫开发的逻辑机理与

运行特征及其绩效，以期从一个较为广阔的层面上

看待这一问题。

二、西藏扶贫开发的逻辑机理：国家主导

与地方互动

由于西藏发展的落后性和战略的重要性，决定

了其发展模式是与内地不同的。通过对西藏扶贫

开发乃至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的考察，不难发现，西

藏发展的逻辑基础是国家主导与自身互动的相互

结合。就西藏发展的实际情形来说，国家主导应占

有更重要的地位，西藏自身的发展努力也是在国家

主导的框架下进行的。

１．国家主导与西藏扶贫开发
众所周知，由于诸多原因导致西藏经济社会发

展较为迟缓，单靠其自身的力量也无法迅速完成发

展所需要的原始资本积累。所以新中国建立伊始，

中央政府就开始考虑西藏的发展问题，尝试着将西

藏纳入到全国发展的整体框架之中，这种努力表现

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多方面。中央政府的支

持和外部的援助无疑为西藏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

动力，成为相当长时期内西藏发展的主导因素，西

藏的发展深深地烙上了国家主导的特征。国家在

西藏扶贫开发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这种主导作用

逐步演化为一种对西藏发展的“总体供给模式”（孙

勇，１９９０），它不仅是一种涉及政治、经济、社会诸多
方面的供给支持，也是一种包含供给机制体制在内

的复合型、立体型的供给模式。“总体供给模式”在

现实条件下对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极大的

促进作用，是调解矛盾并促使原有社会机制转化为

较佳机制的过渡方案。国家的主导主要体现在外

部援助上，包括政策、资金、项目、人力及智力援

藏等。

西藏的扶贫开发是一项宏大的政治经济行为，

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同时其也是西

藏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涵。显然，西藏的扶贫开

发离不开国家的大力援助，“援藏”为西藏扶贫开发

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众所周知，西藏主要的贫困区

域集中在广大农牧区，而这正是援藏的重点所在。

近年来，对口援藏的资金和项目进一步向农牧区倾

斜，并以提高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为主要内容，主

要在于：第一，根据不同贫困区域的特点，发展相适

应的项目工程，不仅可以直接改善当地的生产生活

条件，而且可以吸收很大一部分劳动力，解决贫困

地区的就业问题。第二，对贫困地区进行财政转移

支付，可以缓解由于其自身发展不足而导致的财力

有限问题，为改善民生提供支持。第三，人才的援

藏可以弥补贫困地区人力资源的不足，可以提供当

地所没有的先进的技术和发展观念。

总之，对口援藏通过不同的援助内容，为西藏

提供了人才技术支持、财政援助以及项目支持，对

于西藏贫困地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国家

支持西藏发展的过程中，西藏依靠中央财政补贴实

现了实物资本投资，依靠教育和卫生事业的发展改

进了人力资本的质量，通过人力援藏和本地专门人

才的培养实现了知识的积累（杨明洪 等，２００９）。

２．地方互动与西藏扶贫开发
国家主导主要是宏观层面的政策因素，推动了

西藏扶贫开发的有力进行，但其具体实施必须通过

西藏自身的行动才能得以实现。在国家主导发展

的推动下，西藏并非仅仅作为一个被动的援助接受

者，其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并通过自身的努力，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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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走出一条与外部援助互动的道路。如果说在西

藏扶贫开发中，国家主导主要体现在对口援藏方面

上，那么地方互动则主要体现在西藏自身的扶贫行

动上，如新农村建设、特色产业开发等。

（１）西藏新农村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西藏就是要在农牧

区把改善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增加农牧民收入

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完善和落实相关

农牧区政策和改革，提高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促

进传统农牧业向现代农牧业转变，引导农牧民形

成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体现了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的本质要求。和其他地区相比，西藏

农牧区基础设施建设极为落后，农牧区教育程度

极为低下，农牧民收入水平较低，农牧业总体发展

不足。也就是说，整个西藏农牧区的生产生活条件

不容乐观，这是广大农牧区贫困的重要因素。对

此，西藏新农村建设的主要路径包括：安居工程与

小城镇建设，积极推进农牧业产业化与现代农牧

业，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提高农牧区教育与社

会管理水平，等等。

（２）西藏特色产业扶贫
西藏的贫困主要是农牧民贫困，解决农牧民贫

困的主要途径就是大力发展农牧业，使其由传统变

为现代，由普通变为特色。鉴于此，西藏自治区将

发展特色农牧产业与扶贫开发结合起来，以促进农

牧民增收，推进扶贫开发事业的进行。青藏高原有

着大量其他地区所没有的动植物资源，以此为基

础，西藏走上了一条发展农牧特色经济的道路。特

色经济是以特色产品为核心，以特色产业为依托，

以特色资源为基础，以特色技术为主导的体系工

程。近年来西藏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逐步形

成了以民族手工业、特色农产品加工业、藏医药业、

优势矿产采掘业以及建材业为主导的特色产业体

系；同时，对特色产业采取政府扶持、政策倾斜、企

业主导、市场运作等方式，把资源优势转变为产品

优势、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和特色优势，有力地推动

了西藏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

通过对和平解放以来西藏自治区半个多世纪

的发展进程进行梳理，不难发现中央政府对西藏的

全面发展进行强力干预，形成了国家主导的特征，

并取得了良好成效；而西藏并非仅仅作为一个被动

的援助接受者，在国家扶持的基础上，也充分谋求

发展的内在动力。就历史与现状看，虽然外部援助

作用要远远大于内部动力，但西藏已经开始走上了

一条充分挖掘自身优势和加强自我发展能力的发

展道路，这既是西藏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也是国

家实施扶贫开发工程的应有之义。可见，国家主导

与地方互动构成了西藏扶贫开发与经济发展的逻

辑机理和一般分析框架。

三、西藏扶贫开发的绩效分析

１．国家主导视野下的西藏扶贫开发绩效
如上所述，以“中央关心、对口支援”为主要特

征的全国援藏对于西藏的扶贫开发意义重大。改

革开放以来，中央先后召开了五次西藏工作座谈

会，对口援藏都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１）财政支持
自古以来，历届中央政府考虑到西藏的实际和

国家战略的大局，均对西藏实施了财政援助。元、

明、清三朝，中央政府按规定向西藏征收赋税，但也

考虑到西藏的特殊性，所征赋税不仅额度有别于其

他地区，而且大都用于当地开支，并且还由国库开

支，以赠送、赏赐等方式支持西藏地方财政（黄玉

生，１９９５）。新中国建立后，中央政府对西藏的财政
支持更是不遗余力，虽然不同时期的财政扶持政策

略有差异，但总体目标都是一致的，即平衡西藏地

区财政收支，加快西藏地区发展（见表１）。
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产

生了明显的效果，它不仅直接填补了西藏财政收支

缺口，平衡了西藏财政供给能力，维持了西藏自治

区政府管理和社会事业的正常运行，而且其与西藏

ＧＤＰ、人均ＧＤＰ、农牧民纯收入之间均存在长期均衡
关系。根据杨明洪等（２００９）研究，财政补贴与西藏
ＧＤＰ、人均ＧＤＰ、农牧民纯收入三者的相关系数分别
为０．９７、０．８５、０．５６，表明财政补贴每增加１％，三者
将分别增加０．９７％、０．８５％、０．５６％。

但一个显著的问题是，“供给依赖型”财政援助

模式逐步形成，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中央

财政补贴的增长速度快于西藏地方财政收入的增

长速度。据靳薇（２０１１）研究，１９５２—２００５年，西藏
地方财政收入年均增长为１２．６６％，而同一时期中
央财政补贴增速为 １８．８１％，后者明显高于前者。
第二，西藏经济社会的运转主要依赖中央政府的财

政补贴，中央补贴在西藏财政总收入中占有绝对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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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地位。第三，与中央财政补贴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西藏自身财政自给率较弱，自我发展能力不足。

第四，西藏地方财政占地区 ＧＤＰ的份额仍然很低，
大概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左右。

表１　不同时期中央政府对西藏的主要财政扶持政策（多杰才旦 等，１９９５；安玉琴，２００５）

年份 主要内容

１９５２ 进藏机关内部实行配给制，西藏建设的资金由国家供给。

１９８０
中央对西藏实行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政策，对西藏的财政补助以１９７９年决算支出为基数，确定定额
补助数额，每年递增１０％。

１９８７ 中央决定实行定额补助，确定将１９８７年对西藏１０％的递增补助分解为两个５％，分１９８７、１９８８年两年执行。

１９８８
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补助取消了每年递增１０％的补助办法，改按１９８７年核定的补助基数实行固定
补助，西藏是唯一享受中央定额补助并保持较大增长的民族地区。

１９９４ 中央决定对西藏实行“核定基数、定额递增、专项扶持”的财政补贴政策。

２００１
继续实行“核定基数、定额递增、专项扶持”的财政补贴政策，中央适当增加对西藏的定额补助，继续执行全

国统一的转移支付、少数民族地区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等办法。

２０１０
继续执行并完善“收入全留、补助递增、专项扶持”的财政政策，加大专项转移支付力度；继续实行“税制一

致、适当变通”的税收政策。

　　我们认为，“供给依赖型”财政援助模式至少造
成了两点负面效应：第一，长期的援助依赖性使西

藏缺乏一种自我发展的长效机制，自身财政收入与

地区经济之间的联系不断弱化；同时，“等靠要”思

想严重，西藏自身的发展缺乏激励机制。第二，无

约束的“软预算”很可能造成浪费和低效率，大部分

财政支出用于行政管理事业而不是生产性行为（王

洛林，２００５），财政支出结构极不合理。总之，中央
财政补贴在推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并未使

西藏形成内源式发展模式，发展的动力主要在外

部，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资本积累。

（２）项目援助
在１９８４年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之后，项目

援助成为援藏的一种新方式。自４３个“交钥匙”
工程开始一直到现在，中央各部委、各对口支援省

市、中央企业等在西藏援建了大批项目工程，带动

了西藏经济社会的显著进步。梳理相关文献，自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援助项
目，例如１９８０年代开始的４３项工程、１９９０年代初
开始的“一江两河”综合开发项目、１９９０年代中期开
始的６２项援建项目、２００１年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
会确定的１１７个援建项目、２００４年确定的２４个大
庆工程等。

项目援助在促进西藏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牧

区生产生活条件等方面有显著成效。第一，交通运

输状况得到改善。进行了青藏铁路二期工程建设，

结束了西藏没有铁路的历史；新建林芝机场、扩建

拉萨贡嘎机场，进一步加强航空运输业发展；加快

农村公路建设，基本解决全区乡村之间通路问题。

第二，援建项目带动了农牧业的发展。农产品产量

增加，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农牧民增收

明显。第三，推动了社会事业发展。改善了教育条

件，完善了卫生设施，加强了西藏通讯事业建设，实

施了覆盖全区的广播电视工程。

项目援助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西藏的社会进

步，但纵观西藏的援建项目，其经济社会效益存在

很大差别。据靳薇（２０１１）在 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４
年和２００６年三个时间段对援建项目的调查，发现这
些项目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并存；第二，社会效益较好，经济效益较差；第

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均差（见表２）。
（３）人才援助
对口援藏不仅是资金援藏、项目援藏，同时也

是人才援藏和技术援藏，援藏方式也由单纯的资金

援藏演变为资金、技术、人才相结合的复合型援藏。

针对西藏人力资本存量偏低的历史与现状，向西藏

派出大量的党政干部以及技术人员，以支持西藏社

会经济的发展，显得尤其重要。西藏和平解放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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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党政干部的援藏经历了“进藏建藏”（１９５１—
１９７８年）、“轮换进藏”（１９７９—１９９３年）以及“定期
轮换援藏”（１９９４至今）三个阶段，其中１９９４年第三
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后，干部援藏更加系统化和成

熟化。各援建单位派出了大量援藏干部进藏，援藏

干部成为连接内地与西藏的重要纽带。与此同时，

大量的专业人才和技术人员也陆续来到西藏，遍布

教育、医疗、邮电交通、气象、工业等诸多领域。人

才援藏为西藏既有的建设队伍注入了新的活力，优

化了西藏人才的结构，带来了全新的思想观念，在

更为宽泛的层面上调动了援藏资源，加深和拓宽了

西藏与内地的联系，有利于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表２　 援建项目效益分类

类别 项目名称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并存

拉萨饭店、藏西北绒山羊基地、甲岗水电站、那曲羊绒加工厂、拉萨市人民医院、西藏生育健康

培训中心、那曲饭店、“一江两河”农业综合开发、西藏自治区藏药厂

社会效益较好，经济效

益较差

西藏体育馆、山南群艺馆、拉萨少年儿童活动中心、拉萨市环形路、日喀则第二中学、布达拉宫

广场、日喀则自来水厂、那曲医院住院部、那曲群艺馆、拉萨剧院、扎仓茶卡硼镁矿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均差
昌都水泥厂搬迁、拉萨粮油加工厂、拉萨饲料加工厂、那曲羊绒分梳厂

　资料来源：靳薇．西藏：援助与发展［Ｍ］．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

２．地方互动视野下的西藏扶贫开发绩效
在“中央关心、地方支援”的全国援藏格局下，

西藏地方政府也多措并举①，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

色、西藏特点”的扶贫开发道路。在中央和各援藏

省市的大力支持下，西藏加大扶贫开发力度。自

２００１年以来，西藏自治区和７个地市均成立了扶贫
开发领导小组，自治区政府在“十五”和“十一五”都

制定了扶贫开发规划，并在全区预算中安排扶贫专

项投资，累计投入扶贫开发资金３６．７５亿元，实施完
成扶贫项目４０００多个（张雪娥，２０１２）。

在西藏新农村建设方面，从２００６年开始实施的
安居工程，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工程，标

志着以安居乐业为突破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开始在西藏自治区全面推进。“十一五”期间，西藏

按照“统筹规划、整体推进、分类指导、科学设计、综

合配套、突出特色”的总体要求，以“农房改造、游牧

民定居、富民兴边、扶贫搬迁、地方病搬迁”为重点，

采取“政府扶、援藏帮、银行贷、群众筹、社会捐”的

办法，截至２０１０年底，农牧民安居工程累计完成投
资１７０亿元，覆盖全区 ２７．４８万户、１４０余万农牧

民，全区农牧民人均住房面积较安居工程实施前增

加了４．０７平方米，达到２３．６２平方米（张帆，２０１１）。
安居工程实施以来，西藏大力推进水、电、路、

通信、气、广播电视、邮政和优美环境“八到农家”工

程，至今已实现５４５３个行政村村村都有综合活动
场所目标；新增用电人口７４万人，新增安全饮水人
口９５．２４万人；基本实现了行政村村村通电话，广
播、电视覆盖率分别达到９０．２８％、９１．４１％；１３．５万
户农牧民用上了沼气（边巴次仁，２０１１）。

在发展特色经济方面，西藏自治区集中整合涉

农资金及国家投资共计 １５．２５亿元，在全区 ７地
（市、州）、７４个县（市、区）安排实施了无公害蔬菜、
优质青稞、白绒山羊、藏猪、藏鸡等１２个产业项目及
３８３个子项目。目前，自治区已初步形成了藏东北
牦牛、藏西北绒山羊、藏中奶牛、藏中北绵羊、藏中

优质粮油、城郊无公害蔬菜、藏猪藏鸡养殖７个特色
产业带，特色农牧业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产业

化开发、规模化经营的态势开始显现。以２００９年为
例，特色农牧业项目区农牧民收入增幅达 ２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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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为了使农牧民真正得到帮扶，受益更多，西藏扶贫农发办采取了八项举措以推动扶贫：一是以贯彻全区扶贫开发工作会

议精神促增收；二是以抓好项目建设促增收；三是以加快项目审核批复进度促增收；四是以转变发展思路促增收；五是以加强

沟通衔接促增收；六是以深化合作促增收；七是以突出重点区域促增收；八是以构建“大扶贫”格局促增收（西藏扶贫农发办公

室，２０１２）。



上，人均增收６４７元。
西藏自治区实施的农牧区扶贫开发行为的成

果是显著的。２０１１年全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预计
达到４７００元，比２００１年增加了３３００元，年均增长
１２．８％；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低于１３００元的重点帮
扶贫困人口，已经由２００１年的１４８万下降到２０１０
年底的１６．８万；按照２００６年确定的１７００元的扶
贫标准，贫困人口由 ２００５年的 ９６．４万人减少到
２０１１年的４０．８万人；自治区共有６８２个乡镇、４５４７
个行政村通公路，分别占乡镇、行政村总数的１００％
和８６％；累计解决了１８８．８万农牧民用电、１８０．９万
农牧民安全饮用水问题（杨庆军，２０１２）。农牧区义
务教育免费“三包”政策全面实施，以免费医疗为基

础的农牧区医疗制度实现了全覆盖，贫困地区基础

设施建设得到加强，社会公共事业全面发展，农牧

民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

四、结语

由于历史条件、地理环境等众所周知的原因，

西藏内在的发展动力是单薄的，发展途径是有限

的，同时鉴于西藏战略上的重要性，国家必将努力

把西藏的发展纳入到全国发展的整体框架中，这种

努力自然地体现在国家对于西藏扶贫开发及整体

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与扶持上，对口援藏是这种主

导行为的主要表征。同时，在国家主导下，西藏本

身也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扶贫开发道路，以期

做到“地方回应”，以安居工程、小城镇建设等为主

要内容的新农村建设和发展带有西藏特点的特色

经济，则是这种努力的重要体现。上述内外两方面

因素构成了西藏扶贫开发的“国家主导与地方互

动”的逻辑框架，在这种扶贫开发模式下，西藏扶贫

开发的成效是显著的，无论是对口援藏还是自身探

索都取得了公认的成就。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西藏扶

贫开发中，尤其是对口援藏还存在诸多问题，值得

进一步探讨。一是不少援建工程的效益较为低下。

靳微等人（２００５）的研究表明，建成项目普遍自我积
累能力差，资金供需缺口大，甚至到了难以为继的

地步。同时，一些政府立项的工程与当地居民的实

际需求也并不完全一致，造成了供给效率低下问

题。而在项目的审查、监管和评估等方面，政府还

缺乏一整套完善的机制，不能排除一定的腐败风险

（马戎，２０１１）。二是在援助过程中，当地农牧民参

与程度仍较低，“局外人”决策现象依然明显。同时

也存在明显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政绩工

程”，不仅削弱了对口援藏的有效性，也降低了民众

对援藏的期待。三是在一定程度上使西藏逐渐形

成了一种依赖型的发展模式和“等靠要”的思想错

觉，不利于西藏自我发展能力的提高。

为此，我们认为应着重采取以下措施，以保障

对口援藏的有效性：

第一，切实提高援藏工程项目的效益。可考虑

建立财政预算约束，避免财力的浪费。财政投向应

着重于公共服务型财政，建立激励机制，减少“无

偿—无效”的财政转移支付，并加大对财政资金使

用的监督力度。

第二，变“局外人”援藏为“参与式”援藏。对口

援藏项目的有效性，从根本上来说并不应从项目援

助方或者当地政府的视野来看待，而是要站在当地

居民的角度来观察其是否有效。所以，必须深入了

解当地居民，尤其是广大农牧民的实际需求，使其

参与到项目决策以及项目实施的过程中，根据民众

的具体实际确定援助的方式和援助的内容，增强援

助项目的有效性。同时，动员公众参与到经济社会

发展进程中，也是“以人为本”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这样既能保证项目符合实际，又能让民众切实分享

到发展的成果。

第三，进一步增强西藏自我发展能力。虽然历

史上形成的西藏“供给依赖型”发展模式在短期内

是无法改变的，但在这一框架下，西藏必须选择具

有自身比较优势的发展道路，增强自身的要素禀赋

优势。基于这一理念，对西藏的援助项目在设计上

也应该符合西藏的比较优势，并进一步将这种比较

优势转换为竞争优势，使西藏发展的内在动力与外

部助力相结合，以实现其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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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庆军．２０１２．西藏扶贫从温饱转向致富［ＥＢ／ＯＬ］．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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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帆．２０１１．安居工程引领农牧民过上现代文明新生活［Ｅ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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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雪娥．２０１２．２０１１年西藏开启扶贫开发新时代［ＥＢ／Ｏ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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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文献出版社，４７８４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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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政：西藏扶贫开发的逻辑机理与绩效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