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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西藏是我国重要的边疆少数员族地盟，是握国大陆解放最

晚、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最迟的一个地区，经济社会落后，有着与

内地完全不同的宗教文化氛围，这些构成了西藏独特的发展道路

的基础。和平解放前，西藏现代工业的发展凡乎为零，从和平解

放尤其是民主改革一直到现捞段，西藏的现代工业从无到有，由

小到大，逐步在国民经济中取得重要地位，这和内地工业发展状

况是一致的;同时西藏的现代工业发展道路也必然带有特殊性，

认识到这一点对于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的西藏实现跨越式

发展和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对此，学界鲜有研究。

作为一个传统的农牧业地区，西藏现代工业从萌芽之萌到新

时期的大发展，对西藏传统经济社会带来了深远影响，改变了西

藏传统经济结构。这种重大意义构成了本研究的基础。从更大的

革围来看，西藏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没有西藏现代工业的发展成

长，中国的工业化是不完整的;同样，缺少了现代工业部门的强

力发展，西藏产业体系也是极不健票和不完善的，走"中国特

色、西藏特点"的发展道路只能是空谈。

国内外学者对西藏产生了浓翠的兴趣，但对西藏历史文化、

宗教甚至政治研究热的同时，对西藏现代工业的单独研究却不是

那么引人注目，涉及其工业的文献也多是在阐述西藏整体产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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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同时提到过，或者描述过某一时期特别是现阶段西藏工业发

展状况，而未能系统阐述一个较长时期的工业史。另外，现有文

献与现有理解对于这一课题都还存在一定误区 a 基于现有研究的

不足，本书拟沿着历史发展的线索对此做一尝试，以梳理历史线

索为主，分析阐述各个时期西藏工业发展状况，并从整体上探索

其发展思路。本书主要采用一般与特殊相结合的方法、文献复习

与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法、比较分析与系统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等

来研究该课题。本书的资料来源主要包括公开出版的书籍、文章

和网上资料以及西藏实地调研资料。

本书共分 5 个部分。正文第二章分析了西藏现代工业在发展

过程中具有的两重性，并从发展内容与发展阶段等方面具体阐述

了这些特征，同时指出了当前西藏现代工业存在的主要问题，由

此导人历史分析。第三章到第七章分别是对晚请到和平解放前、

和平解放到民主改革、民主改革到西藏改革开放、西藏改革开放

到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及由此到现阶段这五个阶段的西藏现代

工业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分析，分析归纳了其历史演化的主要线索

以及特征。第八章是对这一历史时期的民族手工业发展历程进行

了分析隅述。第九章总结了西藏现代工业发展的经跪与教训。最

后是全文的结论与展望。

本书建立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又力求有所突破，主要体现

以下创新点:

第一，本书对西藏现代工业发展的历史进行了系统性的梳

理‘将这段历史分为萌芽时期、初步发展时期、加速发展时期、

改革与转轨时期以及深化发展时期，并概括了每个时期不同的发

展特征。对其进行历史阶段的划分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本书指

出，如果从历史上来看，西藏现代工业萌芽可以追踢到清末新政

时期，但其真正的发展是在和平解放尤其是民主改革后开始的。

同时，本书认为，西藏现代工业的每一次发展都伴随着制度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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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制度变迁与工业发景的关系明显。

第二，本书提出了西藏现代工业发展的分析在架， I!P一般'注

与特殊'性相结合，并将西藏工业发展的历史纳入到了这一分析桂

架之中，捂出了与中昌内地工业化进程相比，西藏工业发展既具

有一般姓，又具有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工业演化的过程与内

容上。

第三，本书对西藏现代工业的发展进行了总体思考。研究认

为，但进西藏现代工业产生发展的因素是多样的，有内部因素和

外部菌素。但如果我们从总体上看待这一发展过程，得出的一个

结论使是，西藏现代工业的发展实质上也是中央政府将西藏纳入

到全雷整体发展轨道的尝试，是中央对西藏总体供给模式的

体现。

第四，本书对西藏既有的工业发展战路进行了反思。作为一

个后发展地区，西藏要葱、尽快摆膜落后面貌，融入到全国经济发

展格局当中，必然实行跨越式发展。结合西藏的历史与现实，笔

者认为，西藏现代工业离不开跨越式发景，捏在进行跨越的同

时，也要根据一定时期内自身的要素禀藏结构来选择具体的发展

路径，不可言吕赶超与跨越。

第五，本书将传统民族手工业纳入到现代工业的发展框架之

中。本书认为，虽然民族手工业是西藏传统产业， {亘在和平解放

后这半个多世纪的演化中，其本身己经膜离了传统社会中的低水

平循环，不断带有螺旋上升的发展趋势。这本身就是一个现代化

的过程，是一个传统产业主市现代和稳极参与竞争的过程，同时

也指出了在新时期必须处理好其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平衡问题。

第六，本书总结了西藏现代工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进一步

验近了其发展的一般性与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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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论

1 导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 1.. 1 研究背景

西藏是我国重要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是祖国大陆解放最

晚、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最迟的一个地区，经济社会落后，有着与

内地完全不同的宗教文化氛阔，这些都构成了西藏独特的发展道

路的慕础。经济上，西藏是一个欠发达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历史

和自然环境，西藏形成了特有的"非典型"二元结梅的演化路

径，即一方面，西藏社会机制的二元性是非典型的，郎自民主改

革以来，制度变迁使得新的社会机制以正式制度的形式建立起来

并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原有社会机制以非正规制度的形态继

揍运行并影响着人民的生活，二者不时地发生冲突;另一方面，

西藏经济结构的二元性也是非典型的，表现在西藏传统部门产模

大于现代部门，即农业占据较大份额，并且两个部门被此分割，

! l i 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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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性徨小e①相较于西藏经济的总体增长，其社会发育程度显

得更为滞后，尤其是公共服务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显得低下。西

藏又是一个典型的民族聚居区，律为…个以藏族为主体的少数民

族自治区，除藏族外，还有汉族、回族、门巴族、珞巴族、纳西

族等，共 40 余个民族。另外，西藏地处青藏高原，地理环境特

殊，资摞虽然丰富，但生态环境不容乐观，生态建设任重道远。

摆脱落后面貌，迅速走向现代化，是黯藏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必然

要求。保护自然资源的再生能力，改善生态环境质蠢，确保自然

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及良好的调节能力，确保生态安全和经济、社

会、生在的和谐统一、协调发展，是西藏现代化和工业化发展的

重要内容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但长期以来，人们基于经济

发展第一的观念，在资撩开发的过程中未能给予生态环境以应有

的考虑，造成西藏生态遭受巨大破坏，如草场石化、沙化、退化

严重，风灾水灾频繁，从而给经济发展的效益大打折扣。

但从纵向对比的角度来看西藏盟济社会又是一个逐步发展的

过程。从经济总量以及从农牧民收入水平来看都取得了不小的进

步。民主改革前，西藏农牧区的贫困发生率在 76%以上，民主

改革后，中央政府与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广泛开展了扶贫济贫工

作，使农牧民人均收入低于 1700 元的贫困人口由 2005 年的

96.4 万人减少至 2010 年的 50.2 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 10%以

下。另外，西藏的生态环境建设也提到了日程上，受到越来越多

的关注。西藏自治区政府制定了相关的环保计划，如《回藏自治

区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西藏自治区〈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

法〉实施细则)) (<西藏自治区征收排污费实跑办法》等，中央政

府也制定并通过了《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规划 (2008一

① 孙勇等({西藏 z 非典型工丑结掏下的发展改革)) [MJ. 北京 z 中国藏学出
版桂， 2000 年，第 33-37 页。

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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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年沛，对西藏生态建设的今后目标和具体实施工程散了详

细规定。

就西藏工业来讲，传统手工业一直占据着重要位置，其现代

工业也是在和平解放以后才逐步发震的。虽然西藏工业总产值很

纸，工业也是西藏产业结构中较为薄弱的一环，但从纵向来看，

西藏现代工业取得的成就是不容抹杀的。特别是进入薪在纪以

来，摇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加之国家政策的扶持，以及西藏

国有企业改革不断走向深化，以特色产品加工业为主要代表的乡

镇企业也取得了显著发展。加之民族手工业不断地适应市场经济

运行商转型，上市公司的纷纷出现，这些都表明了西藏现代工业

走上了一条合乎逻辑的良姓道路。

另外，着眼于全国注围来看，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尽管已

经开始了工业化的尝试，如晚清洋务运动与民族工业的兴起，民

国时期工业发展的两个黄金时代①，但由于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

建性质以及官僚资本对民间投资的挤出，中国的工业化道路远非

一帆风腰，取得的成就也丝毫不能变更当时的赢弱。新中国或立

后，内外环境均为工业大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鉴于是探索

攒段，不免困难重重。在经历了计结经济的国化、市场经济改革

以及新时期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确立，中国的工业发展取得了显著

成就。在 20 世纪 60 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工业化的路径由一元

向二元转变，推动因素由单一因素由多元菌素转变，结构由传统

结构离现代结梅转变，环境由封闭向开放转变。②中国工业大发

展也为西藏工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综上所述，中国工业化的历史与现实为研究西藏现代工业的

发展提供了一种政治经济背景，西藏经济社会的落后性为西藏现

① 指 1914←1919 年和 1927-1936 年两个时期。
② 任保平<<新中国 60 年工业化的、演进及其现代转型》二扫，载《陕西师范大

学学报)). 2010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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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性，西藏社会的良性发展为西藏现代工

业的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

1.1.2 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自西方工业革命之后，工业经济就取得了主导产业的地位，

工业发展及工业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课题，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

的表现形式，也会做出不同的解读，有关工业发展的相关理论也

会不断完善。对于这点，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经济学家都有所

阐述。

马克思的工业化理论主要是指资本主义在使工业大发展的同

时，也带来了自身难以解决的矛盾，论证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

义的必然性。列宁根据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提出了生产资料优先

增长理论。斯大林则据此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理论，对苏联

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产生了影响。

新中阁成立后，仿照苏联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工业化并未一昧地按照苏联模

式，而是注重工业与农业的协调，以求综合平衡发展。但由于经

济体制并未从根本上变更，以致成效不大。市场经济体制建立

后，中国的工业发展思想是以市场化带动工业化，撞重工业结构

的调整，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西方许多经济学家给予工业化以向样的关注， X1J易斯主要关

连工农业的二元分割，罗斯托则基于工业发展水平将经济起飞划

分为不同阶段，钱纳里则分析了产业结构转换与经济增长的关

系等。

不同的时代背景诞生不同的理论，不同的理论也都具有→定

的局限性。西藏工业发展要符合西藏的特点。西藏是藏族占主体

的民族地区，也是唯一的少数民族占大多数的地区，是最晚实现

11I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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