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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对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大意义。西藏地区由于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突出,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中具有重要地位。扎实推进西藏地区的共同富裕,既是确保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也是维护民族团结的

重要举措。为此,西藏地区在未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因地制宜谋发展,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能源

动力,激发创新活力,加强对人才资源的合理利用,才可以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奋进之际,寻找出一条

适合西藏实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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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mon prosperity i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socialism and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an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powerful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untry. Xiza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due to its outstanding resource endowments and regional 

advantages. To firmly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in Xizang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cornerstone to ensure 

national security, but also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safeguard national unity. For this reason, in the process of 

futur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Xizang, we must adjust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 to seek development, 

improv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develop energy power, stimulate innovation vitality, and strengthen the 

rational use of human resources, so that we can find a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ath that is suitable for 

Xizang's reality at the time of the second centennial g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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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及,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的过程中,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的首要任务。西藏地区

需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

谈会精神的条件下,对国家领导人有关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

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进行有效落实,始终把“四件大事”“四

个创建”作为基本统领,坚持以为人民提供服务的基本思想,

锚定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结合我国西藏地区新时期的新发

展阶段,对新发展理念进行完整、全面、准确的贯彻落实,实

现和新发展格局的主动服务和有效融入,展现出西藏独有的

地缘优势,勇毅前行、砥砺奋进,促进西藏地区实现经济的高

质量发展。 

1 推动西藏共同富裕的时代意义 

1.1确保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 

结合我国的发展历程,西藏地区的稳定发展对于促进国

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作用。我国的治国工作需

要先从治理边疆和西藏着手,在维护西藏稳定发展的过程中,

需要以促进西藏地区的共同富裕作为落脚点。西藏地区的共

同富裕工作推进得越是扎实、深入、充分,西藏地区的社会结

构就越会稳定,国家的长治久安就越可以获得有效保证。元

朝、清朝及明朝时期,乃至于新中国建立之后的数十年来,西

藏地区是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阵地[1]。为

此,西藏地区的经济繁荣,也是确保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自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始终关注西藏地区的稳定发展,实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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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国际两个大局的统筹规划,并提出了新时代治藏方略,将

西藏地区的治理工作提高到了新境界和新高度。西藏地区的

治理工作需要始终秉承着依法治藏、富民西藏、长期建藏、

凝聚人心、夯实基础的基本原则。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

谈会中,国家领导人再次强调了这一战略思想,同时表达了对

西藏工作的高度关注和重视。为此,治藏方略的提出和贯彻落

实,除了可以展现出西藏对于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价值,

也与西藏地区的共同富裕问题存在着密切联系。在国内国外

的新发展形势之下,我国对国家安全问题十分关注。在党的十

九大报告中,国家领导人也曾明确提及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

全观。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党的治国理政需要实现发展和安全

的统筹规划,增强人们的忧患意识,真正地做到居安思危,以

构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筑牢国家的安全屏障。为此,西

藏地区的共同富裕除了和西藏人民的生活福祉存在密切联系,

也会对总体国家安全观带来深远影响[2]。 

1.2维护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后,西藏的经

济发展水平持续提升,获得了非常繁荣的发展成果。但是结合实

际,西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较于内地明显滞后,若是在这一

过程中未能及时采取措施,可能会导致西藏和内地的经济发展

差距逐步拉大,西藏和内地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对西藏民族团结

带来极大影响。西藏地区和内地相比,其经济发展水平长期落后,

一方面是因为交通基础设施较为落后,高原气候较为特殊。另外

一方面,也与政策的扶持存在密切联系。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国党中央十分关注西藏地区的经济发展,想方设法,制定一系列

举措,以促进西藏经济进步。目前,西藏地区的脱贫攻坚任务已

经顺利完成,持续推进西藏地区的共同富裕,已经成为未来西藏

地区的重点工作内容。在推进西藏地区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可以

实现民族的有效团结和维护。在全新的国内外发展形势之下,

想要保障民族团结,则需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1年第

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中提及,我国需要做好新时期的党组织

民族建设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其作为党组织民族

工作的核心基础。同时,这次会议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任务

及要求作出了清晰阐释。为此,共同富裕除了是基于生产力这一

维度,强调人们在日常生活上的富足,更是基于社会生产关系这

一新角度,对社会财富的占有方式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基于客

观维度,可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保障民族团结性。共同

富裕是内地和西藏人民全都包括在内的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为此,需基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不同维度,展现出西藏和内地

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持续推进西藏地区的共同富裕,既是从根

源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要求,也是维护民族团结

的重要举措[3]。 

2 共同富裕背景下西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 

2.1因地制宜谋发展 

西藏地区面积辽阔,地广人稀,七个不同的区域环境有着不

同的资源禀赋,为此,在发展态势上也呈现出了不同现状。可以

结合我国“十四五”规划及西藏自治区的振兴发展规划,融合各

区的绿色发展、河谷经济规划等,结合实际情况,将其建设为我

国的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旅游目的地或是清洁能源重要基地。

加强对高原生态资源的合理利用,实现资源的保护性发展、发展

性保护,并形成绿色经济发展模式,将西藏地区本身具有的资源

优势转化为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促进高原经济走向

高质量发展之路。为此,需要结合西藏地区七个市地已有资源禀

赋,展现出其中的资源优势,实现对特色产业的做大做强,发挥

出西藏水风光热资源、优质矿产资源、文化旅游资源的最大价

值,让其作为西藏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助力器的同时,形成具有

西藏特色的绿色经济,为我国现代化高原经济产业体系的建设

提供有力支持。 

2.2完善基础促连通 

地方经济的发展想要走向高质量发展之路,基础设施的建

设是其中的重点内容,对于全区经济发展可以发挥出重要的现

实作用。为此,西藏地区可以结合“十四五”规划、“五城三

小时经济圈”发展规划,综合目前正在建设的川藏铁路以及喜

马拉雅经济圈建设活动等,抓住时代的发展机遇,加强机场、

公路、铁路等重要基础设施的建立健全。尤其是与“十四五”

有关的国家支持重大项目,需要加速在西藏地区的航空布局,

促进青藏铁路、川藏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工作的顺利推

进。同时,依托于电气化铁路,实现西藏东、西、南三面的有

机结合,将其建设为促进地区不同民族群众沟通交流的幸福

路。而在西藏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日益完善之际,西藏的经济将

会更加开放,拥有更多的活力,企业发展潜能将会全方位释放,

除了可以让西藏加速融入到成渝地区,构建双城经济圈,同时西

藏也可以成为我国的重要旅游胜地,优化其旅游文化价值。此外,

可通过铁路、公路、航空等基础设施,将西藏地区的生态产品运

输到全国各地。 

2.3发展能源强动力 

能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条件,更是经济发展的主

要驱动力。作为我国的主要清洁能源生产基地,西藏地区需要充

分抓住时代发展机遇、双碳目标契机,将国家清洁能源基地的建

设提高到西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地位。同时,把自治区

清洁能源建设、电网建设放置在重点位置,尤其是以电网送出通

道的建设为代表,需要先加强送出工程的建设,随后再促进电源

点的建设。在电源点的建设过程中,需要将重点聚焦于补齐短板,

充分利用好国家政策,为促进我国经济走向绿色化和低碳化的

发展之路带来更好的清洁能源。除此之外,平湖区域需要加速环

湖大道连接,并将重点聚焦于美丽乡村的建设,构建出新时代有

着更好生态效益的旅游胜地和疗养胜地,带动地区产业结构升

级[4]。 

2.4激发创新活力 

创新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首要动力。在西藏高原经济

的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需要始终秉承着立足高原、紧抓质量、突

出先行、不遗余力的基本原则,促进科学技术创新。尤其是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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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创新为代表,需要借鉴我国科技创新工作中的标准思路,利用

小试点、中试点的建设工作,扩大试点的建设范围,发挥基地

推广作用,并在财政工作上加强科技创新经费的投入,积极鼓

励和引导产学研试点项目的建设。同时引入天使基金,建立健

全退出机制,通过对科技资金的合理使用,促进西藏地区的实

体经济发展。在清洁能源的发展上,需对光伏、地热、风电、

光热等新能源进行有序开发,并加强在光伏储能工作上的试

点研究,创造出清洁能源实证基地,让新技术可以在最短的时

间内迅速落地生根,为西藏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在技

术上的有力支持。在生物产业上,需建设青稞、牦牛、藏羊等

高原特色生物产业基地,实现投资试点、科学培育、科技创新

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机结合,优化特色生物产业的创新水

平,改善全要素生产率。 

2.5不断用好人才资源 

人才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是促进高原经济走向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支持,为此,需要更多拥有着不同专业技能、不同

成长背景的人才。西藏地区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需要营造出更

好的人才干事创业环境,并建立健全人才引进培养制度、激励制

度,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在持续推进人才体系建设的

过程中,以创新为导向,优化人才工作水平,进而为西藏地区的

长治久安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在人才上的有力支持。西藏

地区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需始终以青年工作为重点,将其作为

战略性工作抓紧、抓牢、抓实,落实好新时代西藏人才工作的19

条措施,并持续推进“育引用留”四大人才工程,以尽最大可能

吸引更多的国内外优秀人才来藏工作,或是以柔性化的方式参

与到西藏的支持工作中去。另外,西藏本地还需要加强人才培养,

在干部的引用过程中,需凭能力、凭经验,以实绩论英雄,创造出

德才兼备、拥有复合专业背景的高素质人才团队。同时,鼓励更

多的青年人才下到基层、下到事业单位最底层,积极贡献个人智

慧。加强在人才服务上的综合性保障,用好人才、重视人才、爱

护人才,为人才提供更为周到的生活及工作服务,才可以创造出

选人用人的良好氛围,让更多的青年人才扎根于西藏,为西藏经

济的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5]。 

3 结论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正处于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进军之

际,实现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愿景。在这个过程中,西藏

需要寻找出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地区干部需把握西藏工作

的阶段性特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

以更坚定的决心、更团结的力量、更扎实的脚步、更稳定的

节奏,持续推进治藏方略,让西藏经济可以走在全国前列,谱

写社会主义现代化西藏经济发展新篇章,为实现共同富裕做出

更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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