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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了西藏自治区“三农”现状，并针对存在问题，提出了发展战略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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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农业大国，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

题关系我国改革开放

和现代化建设的全

局，协调、优化三者之

间的关系，是科学制

定农业发展战略，实

现农业系统可持续发

展的基础,(

，
#-。

西藏自治区是以

农业为主的边境地区，中央和西藏政府历来十分重

视西藏农村的发展问题，制定了各类旨在提高农牧

民生活水平的措施，农村建设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

就，但西藏自治区农业人口多（占总人口的
./012

，

#$$(

年，下同），农村地域面积广大，“三农”问题有

其自身的特性，分析“三农”问题现状，探索其发展

战略和对策，对进一步发展西藏经济、加快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的步伐意义重大。

(+++西藏自治区“三农”问题现状分析

自和平解放西藏，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西藏

“三农”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

有了显著的提高，农牧产品供给实现了由长期短缺

到供应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农村基

础设施明显改善，乡镇企业和多种经营发展速度较

快，农牧民收入稳定增长。但与全国发展水平相比

还有较大差距，“三农”问题较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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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问题

农村问题集中表现在经济发展、社会状况以及

经济发展中的生态环境问题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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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统计西藏历年有关资料，其农村经济问题突出

地表现在农村经济结构变化小、增长速度慢、非农

产业滞后、二元经济结构明显等方面。如全区以传

统农、林、牧业为主，经济指标及增长速度与全国农

村平均水平差距较大（表
(

）；小城镇建设滞后，乡镇

企业及非农产业落后，农村劳动力就业途径狭窄，

集中在传统农业中（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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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会发展中的问题

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农村基层组织化程度低、

小城镇建设滞后等是西藏自治区农村社会发展的

主要问题。

#$$(

年全区灌溉草场面积
(0&)(

万
34

#，仅占

全区草场面积的
$0(/5

；乡村公路路网密度

#0((647($$64

#，居西部
(#

省区最低，还有
(

县、
#..

个乡镇不通简易公路；农村用电量
%8((1

万千瓦，不

到全区用电量的
/9

，农牧民生活用能源缺乏；不少

农牧区无电视、无广播、无电话
000000

农村交通、通讯、

电力、水利等基础设施薄弱是造成农村社区贫困、

封闭、抗灾力弱的主要因素。

农村基层组织经济协调能力和市场意识弱，生

产者信息不灵，缺少农业技术服务体系，缺乏支柱

产业、专业市场，特色资源得不到有效开发和利用，

劳务输出缺乏组织和引导，大量剩余劳动力闲置等

限制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全区城市化水平低，城镇缺乏必要的专业市场

和相应的交通、通讯、供电、给排水等设施，商业、经



济、教育等职能难以发挥，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等方面的作用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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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生态环境问题

随着区域人口增长 （
%&&!

年末总人口达
%'#"(

万人，是
!)'!

年同期的
%"%%

倍）、牲畜数量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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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畜存栏数为
*$&+%

万绵羊单位，是
!)'!

年

存栏数
!$,'&

万绵羊单位的
%"*(

倍），土地沙漠化、

耕地质量下降、水土流失、植被退化等生态问题日

趋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威胁着区域牧业、粮食和生

态安全，阻碍着农村可持续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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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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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业结构矛盾突出

全区种植业作物品种结构不合理、畜牧业内部

矛盾突出、农区种植业、畜牧业比例不协调等问题

是农业产业结构矛盾的主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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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区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比重达到

+,"%'-

，油料
("%+-

，青饲料
%"%!-

，粮食、经济作物

和饲料的三元结构尚未形成；畜牧业中牦牛、绵羊、

犏牛、优质绒山羊等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能繁殖

母畜比例小（平均不到
*'-

），牲畜品种改良缓慢，

缺乏优质种畜，牲畜以自然繁殖为主，产仔率和仔

畜成活率都很低（适龄母畜产仔律平均为
&",%.

年，

仔畜成活率为
&"(#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区畜牧

业发展缓慢，农业县畜牧业产值比重平均
#!"&%-

，

家畜和其它动物饲养业的产值比重仅
&"'-

，不利于

农区富裕粮食的转移，制约农民收入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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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业化水平低

目前全区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低，特色优势资

源带动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小，不利于农村经济可

持续发展。

由于自然地理条件、传统作业方式、封闭的交

通状况等因素影响，西藏农业产业化水平低，龙头

企业少、规模小，广大农牧民分散、粗放、简单地从

事农牧业生产，高原特种生物、矿产、旅游等特色资

源优势没有转化成经济优势，如高原生态农业及相

关产品开发没有形成规模，旅游业发展不成体系，

藏药业缺乏现代化的生产管理企业，特色优势资源

带动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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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投入不足，科技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小

%&&!

年全区用于支援农村生产的财政支出为

!%$,,#

万元，占财政总支出的
!"%!-

，农业综合开发

支出
&")

亿元，占
&"+,-

，科技三项费用支出
%$,!,

万元，占
&"%'-

，在西部
!%

省区中这一比例最低，对

农业发展不利。

由于农业投入少，农业电气化、化学化状况落

后，
%&&!

年全区农业机械总动力拥有量仅为

表
!

西藏农村经济结构变化及其与全国的比较

西藏农村 全国农村

年份
!)+'$$$$$!))&$$$$$!))'$$$$$%&&!$$$$$

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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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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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劳动力从业结构变化

西藏农村劳动力从业结构 全国农村劳动力从业结构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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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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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非农业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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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牧民 文化素质水平低

西藏自治区农村劳动力整体文化素质水平低，

乡村文肓率高达
#&"'(

，在西部
!$

个省区中位居第

一，远远高出全国平均值
)"$&*

。调查的
+,,

户农牧

民家庭中文化水平素质低的特征明显，文肓和识字

很少的户主比重达
--")'*

，小学户主占
#,".!*

，初

中及初中以上户主仅占
$"$&*

，其中那曲地区文盲

和识字很少的户主比例高达
.,"##*

。农牧民文化素

质低制约着农村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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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牧民就业空间狭窄，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

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劳动生产率有了较大提高，

释放出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由于缺乏吸纳农

村剩余劳动力的企业，劳动力素质低，农牧民就业

空间狭窄，收入低，近年来人均年劳务输出现金收

入仅为
)$,

元。

$%%%“三农”发展战略

通过上述分析，西藏“三农”发展战略应在巩固

和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地位的同时，紧密围绕增

加农牧民收入问题开展农业结构调整，深化农村改

,"&+/01

人，农业科技人员
!%+$-

人，占各类专业技

术人员的
&"#'*

，农业机械动力不足和科技人员缺

乏限制农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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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问题现状

!"#"!%%%

农民生活水平低

农民生活水平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
!

）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结构简单。 根据调查资

料 2 农村居民生活性消费支出比重高，平均

+'"$)*

，恩格尔系数为
-!"+'*

，用于文化娱乐、教育

和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低，于全国相比有较大差距

（表
#

）。

（
$

）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少。农村居民耐用消费

品拥有量少，很多家庭几乎没有电器，在一些较偏

远的地区连收音机都是奢侈品，农牧民生活水平可

见一斑（表
'

）。

（
#

）农牧民人均收入低于全国和西部
!$

省区

平均值，增长速度缓慢。

$,,!

年西藏自治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为
!%','

元，比全国平均水平（
$%#--

元）低
.-$

元，位居西部

!$

省区的倒数第一位。人均纯收入年度增长速度有

较大波动，近年来波动性逐渐减弱，特别是
$,

世纪

.,

年代后期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年度增长速度减缓

（图
!

）。

图
!%%%

人均纯收入年度增长速度变化曲线图

2%%%$,,!

年
-

—
!!

月由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与西藏计委农村经济工作处协作对全区
+

地市
$&

县农牧民进

行了抽样调查，共获得有效数据
+,,

户
'%&,)

人

表
#%%%

西藏自治区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结构（
*

）（
$,,!

）

家庭设备 文教娱乐 其它商品

食品 衣着 居住 用品及服务 医疗保健 交通通讯 用品 及服务

西藏农区平均
--"+# !,"#$ .".-%%%%%%% &".- #"-&%%%%%%%%%% !"$& ,".) !"!-

%%%%%%%%

全国农村平均
'+"+!%%%%%%%%%%&"-+%%%%%%%!-",#%%%%%%%%%%%%%%'"'$%%%%%%%%%%%%%%%%%%&"&&%%%%%%%%%%%%%%%%%%-"#$%%%%%%%%%%%%!&",-%%%%%%%%%%%%%%%%#"$'

%%%%%%%%

西藏城区平均
'#")#%%%%%%%%!-"+$%%%%%%%%%-"!-%%%%%%%%%%%%%%'"#,%%%%%%%%%%%%%%%%%%#"-+%%%%%%%%%%%%%%%%!,"')%%%%%%%%%%%%%%)"$-%%%%%%%%%%%%%%%%-"&.

表
'%

西藏自治区农村每百户耐用消费品拥有量（
$,,!

）

自行车 洗衣机 摩托车 黑白电视机 彩色电视机 收录机 组合音响 影碟机 照相机 电冰箱 电话

西藏农村
&."+.%%%%%%%%%$"+%%%%%%%%%%,")#%%%%%%%%%%%%%#"+&%%%%%%%%%%%%%%%%!'"&)%%%%%%%%%%%%-."#+%%%%%%%%%%,")#%%%%%%%%%%%%%,%%%%%%%%%%%!"'&%%%%%%%%%%!"'&%%%%%%%$".!

全国农村平均
!$,")#%%%%%$.".'%%%%%%%%$'"+!%%%%%%%%%%%&,"+'%%%%%%%%%%%%%%%%&'"'!%%%%%%%%%%%%$,"+'%%%%%%%%%%)"-+%%%%%%%%%%#"##%%%%%%%%%#"$#%%%%%%%%!#"&.%%%%%#'"!!

西部
!$

省区

农村平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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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加快产业化进程，大力改善和保护农村生态环

境，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围绕这一

战略目标，提出近中期战略措施。

$%&'''

加大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力度，为“三农”发展

奠定基础

生态环境是农业、农村赖以发展和农民赖以生

存的基础，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须与农业经济结构

调整、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紧

密结合。西藏广大地区自然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生

态系统破坏容易恢复难，针对西藏不同生态环境类

型区的自然特点和区域“三农”问题现状，以提高农

牧民生活水平、保证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为目的，

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

加强退化草地治理和优质草地建设

藏北藏西高原高寒区以及藏东藏南高山区属

于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的地区（水分和热量条件较好

的河谷盆地区除外），需逐步实施退牧还草战略措

施，实行封育禁牧、生态移民等措施促进区域脆弱

生态系统的恢复。

在生态环境条件较好的退化草地区加强治理

力度，提高区域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建议对藏西

和藏中北高原宽谷盆地、雅鲁藏布江中游、藏东北、

藏南喜马拉雅山地区山原宽谷盆地等区的退化草

场开展专项治理。

在退化草地治理的基础上根据区域资源优势，

在藏东北围绕牦牛优势特色产业、藏西围绕绒山羊

资源优势、藏中宽谷围绕农区畜牧业的发展、藏中

北高原湖区围绕绵羊优势特色产业建设草地围栏、

人工草地和暖棚等设施及相关的饲草加工、秸秆氨

化、饲草青贮养畜等，促进畜牧业发展。

$%&%$'''

立足有机农业，加强高产稳产农田建设

西藏拥有独特的自然环境，孕育了多样、独特

的物种，以西藏特有农产品为原料的有机食品如青

稞麦片、藏鸡蛋、藏猪肉、优质蔬菜、水果等有较大

市场，未来应立足有机、生态农业，加大高产稳产农

田建设力度，发挥主要农业区区域优势。

根据这一指导思想，结合西藏实际，以市场为

导向，以生态农业为核心，在乃东、琼结、日喀则市、

拉孜、江孜等基础条件较好的县区加强水利设施和

农田防护林网建设，挖掘特色优势资源潜力。

$%$'''

大力发展特色产业，促进“三农”快速发展

综合考虑西藏各地区资源组合优势和当前及

今后市场需求，提出西藏农业和农村重点发展的特

色产业，包括特色畜牧业、有机食品业、藏药业、旅

游业等。

$%$%&'''

特色畜牧业

在那曲、昌都、阿里等主要牧区建设牦牛、绒山

羊、优质绵羊培育基地，发展牦牛肉、皮、奶、骨、毛

加工产业，绵羊、绒山羊加工业，进一步开发帕里牦

牛、岗巴羊等区域优质畜种，未来依托青藏铁路使

西藏优质畜产品流向国内外市场；在“一江两河”中

游地区建设粮、油、饲料生产基地，发展奶牛、禽畜

养殖等产业，扶持青稞、奶制品和畜禽产品加工业，

形成青稞麦片、保鲜藏猪肉、优质酥油、优质藏鸡蛋

等主导产品，形成“粮食基地→畜禽养殖业→初级

产品加工业→主导商品销售业”链状经济模式，形

成农业企业化经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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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有机食品业

充分利用本地区天然无污染的牦牛、藏绵羊、

林果品、青稞及特有鱼类、林下产品、有机蔬菜等资

源和青藏铁路建成通车的条件，发展有机食品加工

业，争取内地市场。

$%$%"'''

藏药业

藏药具有保健、治疗双重功效且无毒副作用，

优质藏药的市场需求量日益增大。在林芝等地建设

野生药用资源植物培育基地，合理开发利用野生药

用资源，促进藏药业发展，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

战略之一。

$%$%('''

旅游业

西藏独特的自然、人文、文化景观是世人心中

最具魅力的旅游吸引物，旅游业在带动西藏经济发

展、增加农牧民收入方面的作用日益显著，
$**&

年

旅游景点、景区的农牧民从旅游业中获得的收入占

总收入的
"+,

，可见发展乡村旅游业是促进“三农”

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措施。

"'''加快西藏农村发展的对策

"%&'''

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对策

针对西藏农村资源状况、市场需求、农民素质

和农业竞争力状况，提出如下对策和建议：

３５６ ２００３年科技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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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通过培育农村土地（草地）使用权市场，促

进农户之间的土地（草地）流转和农业规模经营发

展，实现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的企业运作，加强

对小规模家庭经营的改造。（
Z

）立足西藏独特的资

源优势，以发展有机农业为主导，以科技为根本，确

保食品安全、粮食安全，提高农业创新能力。（
[

）立

足于全国乃至国际的市场需求，发挥西藏资源优

势，建立与内地市场相关联的互补型农业。

[^ZOOO

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农村基础设施薄弱限制着西藏农村经济的发

展，根据西藏基础设施现状，建议制定如下对策：

（
I

）采取国家投资、地方政府配套、受益群众投

工投劳等方式，利用多渠道资金加大乡村公路建设

力度，保证农区公路畅通；（
Z

）加大光能利用力度，

有计划发展小型水电，鼓励发展沼气，加快新疆天

然气进藏工程建设，促进农村能源发展；（
[

）加强水

利设施的管理，提高施工技术，扩大农田、草场灌溉

面积，建设高水平的农牧业基地；（
K

）加大农村广电

事业投入，帮助农牧民了解更多的外部信息；

（
]

）发展跨区域的专业批发市场、区域内农副产品

集散地等有形市场和信息、资金等无形市场，扶持

发展中介组织，形成有效的市场体系。

[V[OOO

科技和教育投入政策

（
I

）增加科技资金的投入，提高现有农牧业科

技人员生活待遇和工作生活条件，引进人才，对农

牧民进行短期培训，特别是劳动技能培训，促进农

村持续发展。（
Z

）建立健全农牧业技术推广服务体

系，巩固和完善农牧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提高乡

村科技人员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农牧民收入增加奠

定基础。（
[

）加强农牧民的文化与科技素质教育，开

展农牧民特别是户主和主要家庭劳动力的文化与

科技素质教育，对乡村干部、技术员、乡（镇）企业领

导、农牧民家庭主要成员、青壮年劳动力等开展不

同形式的短期培训，逐步增强农牧民科技知识的创

新能力，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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