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6 日发表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成功实践》白皮书。全文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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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

政策。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指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实行区域自治，

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中国民族自治地方的设立是根据当地民族关系、经济发展等条

件，并参酌历史情况而确定的。目前，中国的民族自治地方依据少数民族聚居区人口的多少、

面积的大小分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三级，行政地位分别相当于省、设区的市和县。 

  在中国，西藏是一个藏族占多数的民族聚居区，目前总人口３１７．５５万，其中藏族

占９２％以上；除藏族外，西藏还有汉族、蒙古族、回族、纳西族、怒族、独龙族、门巴族、

珞巴族以及僜人、夏尔巴人等４０多个民族成分。根据中国宪法，国家在西藏实行民族区域

自治制度，建立西藏自治区，并设有门巴、珞巴、纳西等民族乡，依法保障西藏各族人民平

等参与管理国家和地方事务的政治权利。 



  自１９５９年实行民主改革和１９６５年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来，西藏不仅建立起

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西藏成功地走上了与全国各

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平等发展、共同繁荣进步的光明大道。藏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

庭的一员，实现了平等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成为管理西藏地方社会事务、主宰自己命

运的主人，成为西藏社会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和享有者。 

  虽然西藏自治区从成立至今只有５０年，但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今日的西藏，

是其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 

  一、旧西藏的黑暗与落后 

  直至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西藏社会依然处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之下。这种存在

了几百年的黑暗制度，扼杀人权，摧残人性，是人类社会最为落后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

人民既无民主权利，也无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各项基本人权根本得不到保障。旧西藏与

现代文明的距离，十分遥远。 

  在封建农奴制度统治之下，农奴遭受残酷的政治压迫，没有任何人身自由，丧失了基本

人权。 

  旧西藏实行以《十六法典》《十三法典》为代表的法律，对广大农奴实行野蛮压迫。这

些《法典》将人分成“三等九级”，大贵族、大活佛和高级官员被认为是天生高贵的人，处于

最上等地位，而广大农奴则被划为下等人。命价也有高低不同，上等人“命价为与尸体等重

的黄金”，屠夫、铁匠等下等下级的人，“命价仅值一根草绳”。不同等级的人触犯同一刑律，

量刑标准和处置方法也不相同。仆人使主人受伤的，要砍掉仆人的手或脚；主人打伤仆人，

则不付给任何赔偿费。农奴主和农奴在法律上的地位极其不平等，农奴主拥有对农奴和奴隶

的生杀予夺权，他们用剜目、割肉、割舌、断手、剁脚、抽筋、戴铐等野蛮刑罚，来维护对

农奴和奴隶的统治。 

  旧西藏的噶厦政府规定，农奴只能固定在所属领主的庄园土地上，不得擅自离开，绝对

禁止逃亡。“人不无主、地不无差”，三大领主强制占有农奴人身，农奴世世代代依附领主，

作为土地的附属物束缚在土地上。凡是人力和畜力能种地的，一律得种差地，并支乌拉差役。

农奴一旦丧失劳动能力，就收回牲畜、农具、差地，降为奴隶。三大领主还把农奴当作私有

财产随意支配，用于赌博、抵债、赠送、转让和买卖。农奴的婚姻必须取得领主的同意，不

同领主的农奴婚嫁要缴纳“赎身费”。农奴生小孩要到领主那里缴纳出生税，登记入册，注定

终身为奴。农奴如果被迫流落外地谋生，要向原属领主交“人役税”，持交税证明，才不至于

被当作逃亡户处理。 

  １９４０年前往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的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在《奉使

办理藏事报告书》中，对旧西藏统治者对人民的压迫以及人民的悲惨痛苦处境有这样的描述：

“西藏因地处高寒，农产稀少，人民生活本极困难，而西藏当局压迫剥削更无所不用其极，

使藏民生活堕入人间地狱，其苦乃不可言。西藏当局视人民直如奴隶牛马，照例不付代价，

即伙食马料亦须由人民自备，而差徭纷繁几无宁日，人民受扰之剧可以想见。政府复可一纸

命令无代价的征收人民之财产，或将此种财产赏给寺庙或贵族中之有功者。总之，在西藏境

内，人民已失去其生存与自由之保障，其生活之痛苦实非言语所可形容也。” 



  在封建农奴制度统治之下，农奴没有生产资料，生存权受到严重威胁。 

  旧西藏，占人口只有５％的三大领主（官家、贵族、寺庙上层僧侣）及其代理人，几乎

占有全部的耕地、牧场、森林、山川、河流、河滩以及大部分牲畜，而占人口多达９５％的

农奴，包括“差巴”（领种份地，向农奴主支差役的人）、“堆穷”（意为冒烟的小户）、“朗生”

（一无所有，世代为奴），却不掌握生产资料，遭受残酷的经济剥削。 

  农奴遭受的第一重剥削是地租。在庄园里，农奴主把土地分成两部分：大部分为农奴主

的自营地，一小部分是以奴役性的条件分给农奴耕种的“份地”。农奴为了领得“份地”，必须

自带工具和口粮，在农奴主的自营地上无偿服劳役。这些无偿的劳动，就是缴纳给农奴主的

劳役地租。而农奴在“份地”里收获的大部分粮食最终又都被领主收走了。“差巴”一年所得不

过二三百斤，连糊口都不够，主要靠吃野菜和野草，再掺上一点粮食过日子。除了通过劳役

缴纳沉重的地租外，农奴还必须缴纳名目繁多的税费。 

  农奴遭受的第二重剥削是乌拉差。乌拉差是一种包括徭役、赋税、地（畜）租在内的含

义十分广泛的差税总称。旧西藏仅地方政府征收的差税就达２００多种。农奴为地方政府和

庄园领主所支的差，一般要占农奴户劳动量的５０％以上，有的高达７０％－８０％。乌拉

差役又有内、外差之分。内差是农奴向直接依附的领主及其代理人支的差役。外差是农奴给

西藏地方政府及其下属机构支的差役。其中农奴负担最重的是运输差。西藏地广人稀，交通

不便，各种物资的运输全靠人背畜驮。农奴长年累月跋山涉水为地方政府运输物资，支差之

苦正如谚语所言：“靴子无底，牛背无毛。” 

  农奴遭受的第三重剥削是高利贷。在旧西藏，三大领主都是大大小小的高利贷剥削者。

西藏地方政府设有放债机构，放债、收息成为各级官员的行政职责。西藏很多寺庙也参与放

债，高利贷盘剥的收入占三大寺总收入的２５％－３０％。贵族绝大多数也放高利贷，债息

在其家庭收入中一般要占１５％。农奴为了活命不得不频繁举债，欠债的农奴占农奴总数的

９０％以上。农奴所负的债务，形式上分为新债、子孙债、连保债、集体摊派债等等。其中

１／３以上是子孙债，也称旧债，是祖祖辈辈欠下的。这种债由于利上加利，永远也还不完。 

  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严重阻碍着社会进步。直到１９５１年和平解放前，西藏没有

现代工商业，现代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几乎是空白，没有一条现代意义上的公路，

西藏与外界几乎隔绝；农业生产长期处于原始耕作状态，劳动工具原始简单，牧业基本是自

然游牧方式，农牧品种单一且退化，整个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发展十分低下，社会发育程度极

低。 

  法国旅行家亚历山大·大卫·妮尔在《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一书中这样描写当时

人民的情形：“这些可怜的人们只能永远待在他们贫瘠的土地上。他们完全失去了一切人的

自由，一年更比一年穷。”广大人民没有基本的生存权，更没有发展权。他们被剥夺了受教

育的权利，不能学习民族的语言文化，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时，西藏仅有２０００多贵族子

弟在旧式官办学校和私塾学习，青壮年文盲率高达９５％。广大人民没有经济发展权，三大

领主只从农奴那里榨取暴利，却不更新生产工具，农奴没日没夜地劳作，也不能创造更多的

社会产品，没有社会再生产的能力。 

  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之野蛮、残酷、落后，犹如黑暗的欧洲中世纪。１９０

４年到过拉萨的英国随军记者埃德蒙·坎德勒在《拉萨真面目》中有这样的描述：当时的西



藏“人民还停留在中世纪的年代，不仅仅是在他们的政体、宗教方面，在他们的严厉惩罚、

巫术、灵童转世以及要经受烈火与沸油的折磨方面是如此，而且在他们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

也都不例外”。 

  二、走上发展进步道路 

  西藏走上民族区域自治道路，经历了和平解放、民主改革和自治区成立三个重要历史发

展阶段。这一历史发展过程，是人民翻身解放、实现当家作主的正确选择，符合西藏各族人

民的根本利益。 

  ——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实现和平解放 

  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侵华日甚一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的西藏地区也遭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１８８８年和１９０４年，面对英国的侵略，西

藏军民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国力的衰落和封建农奴制度的没落，抵

抗以失败告终。英国通过强迫当时的清朝政府甚至绕开清朝政府直接胁迫西藏地方政府与其

签订不平等条约，在西藏攫取了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一系列特权。经济上开设商埠，强行通

商，划定江孜、亚东为商埠，常驻英国商务代表，设立固定的官方机构。军事上驻扎军队，

在江孜常驻一个连，在亚东常驻一个排。建立由英国人管理、经营并为掠夺服务的基础设施，

包括邮电设施和驿站等，长期为英、印人员和少数西藏分裂分子提供服务。 

  摆脱帝国主义侵略，是西藏各族人民和上层爱国人士的迫切愿望。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

日新中国成立，对西藏人民产生巨大鼓舞，他们热切盼望中央人民政府早日解放西藏，驱逐

帝国主义势力。十世班禅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日，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表示

热忱拥护中央人民政府，请求人民解放军早日解放西藏。１９４９年１２月，遭受亲英势力

迫害而逃往内地的原西藏摄政热振活佛的近侍堪布益西楚臣，到青海西宁向人民解放军控诉

帝国主义破坏西藏内部团结的罪行，要求迅速解放西藏。著名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在西安

发表谈话，谴责帝国主义策划拉萨当局进行所谓“独立”的阴谋。 

  在中央政府和西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３日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

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十七条协议”第一条

便是：“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祖国大家庭中来。”在“十七条协议”中，西藏地方政府也承诺，“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

藏，巩固国防。”５月２５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进军训令，

全面拉开进军西藏序幕。西藏各族人民衷心拥护、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进藏，支持帮助进藏

部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西藏人民的

不平等条约，是实现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的中华民族解放和独立的重大历史事件，自此彻底改

变了西藏的历史命运，为实现西藏各族人民翻身当家作主提供了根本保障。 

  ——废除封建农奴制，实现人民翻身作主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叶，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走到了尽头。１９５９年３月１

０日，西藏反动上层为永保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不变，公然撕毁“十七条协议”，在拉萨



地区发起全面武装叛乱。２２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西藏平息叛乱中实行民主改革的若

干政策问题的指示（草案）》，要求在平息叛乱的战斗中，必须同时坚决地放手发动群众，

实行民主改革。２８日，周恩来总理发布国务院命令，决定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

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由十世班禅额尔德尼代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

委员职务。与此同时，中央人民政府提出“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领导西藏人民掀起了波澜

壮阔的民主改革运动。通过民主改革，彻底摧毁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实现了人民翻

身解放，为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创造了重要社会历史条件。 

  废除封建农奴制度，建立起人民政权，为在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提供了制度条件。

到１９６０年底，全区成立乡级政权１００９个，区级政权２８３个；７８个县（包括县级

区）和８个专区（市）也成立了人民政权。与此同时，有４４００多名翻身农奴和奴隶出身

的基层干部成长起来。乡级干部全是藏族，区级干部９０％以上是藏族，并且有３００多名

藏族干部担任了县以上领导职务。 

  １９６１年４月，西藏各地乡一级基层普选开始，百万翻身农奴开始行使从来没有过的

民主权利。１９６５年８月，西藏乡县选举工作完成，有１３５９个乡、镇进行了基层选举，

有５６７个乡、镇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西藏大约９２％的地方建立

了以翻身农奴和奴隶为主的乡人民政权，５４个县召开了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选出了正副

县长，建立了县人民委员会，并选出了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废除农奴主的经济特权，人民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保障了西藏

人民的生存权利，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奠定了物质基础。封建农奴制度不仅侵犯人权，摧

残人性，而且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人民连基本的温饱都没有保障。民主改革中，约２

万朗生安了家，得到安家粮５０４万斤。民主改革解放和发展了西藏的社会生产力，西藏劳

动人民再不受农奴主的沉重差税和高利贷剥削，劳动果实全部留归自己，生产积极性空前高

涨。 

  废除农奴主的宗教特权，打碎了精神枷锁，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提供了思想文化条件。

在“政教合一”的制度下，宗教直接掌握在农奴主手中，被异化为实施统治压迫人民的工具。

三大领主为了使封建特权神圣化，从精神上奴役人民，凡是与其意志相违背的任何新思想、

新文化和科技知识，都被视为异端邪说，禁锢人们的思想，阻碍教育的普及和科学文化的发

展。民主改革后，西藏废除一切封建特权，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不

得干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人民群众从政教合一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 

  ——成立自治区，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西藏广大人民的共同愿望。“十七条协议”中规定：“根据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

族区域自治的权利。”１９５４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后，中央政府领导人毛泽东

接见十四世达赖和十世班禅，并告诉他们，“今后西藏不成立军政委员会，而直接成立西藏

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做准备。”两人均表示同意。之后，根据宪法中关

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规定，中央着手西藏自治区成立事宜。１９５４年１１月，中央

提出了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意见。１９５５年３月，国务院第七次全体会议专题研

究了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和西藏建设的有关问题。此后，中央对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

会的成立进行了具体指导。１９５６年４月２２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新落



成的拉萨大礼堂隆重举行，包括西藏各地区、各民族、各阶层、各教派和各群众团体在内的

３００多名代表参加或列席了大会，这是西藏历史上第一次有如此广泛代表性的人士欢聚一

堂，民主协商、共议大事。十四世达赖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十世班禅为西藏

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是一个具有政权性质的协商办事

机构，是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步骤。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使自治区成立

工作得到积极推进，但１９５９年武装叛乱的发生，严重影响了自治区成立工作的进行。平

息叛乱后，自治区成立工作得到顺利进行。 

  １９６５年９月１日，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拉萨开幕。西藏自

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西藏自治区机关及其领导人，阿沛·阿旺晋美当选为自

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一大批翻身农奴担任了自治区各级政权机关的领导职务。西藏自治区

的成立，标志着西藏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开始全面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自此，西藏人

民享有了自主管理本地区事务的权利，走上了发展进步的社会主义道路。 

  三、符合国情的政治制度 

  在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符合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基本国情。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除汉族外，还有蒙古、回、藏、维吾尔、壮、朝鲜、满

等５５个少数民族。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大家庭，各民族都对祖国的发展和中华文化

的创造作出了贡献。中国各民族的起源和发展有着本土性、多元性、多样性的特点。中国各

民族形成和发展的情况虽然各不相同，但总的方向是发展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汇聚成为

统一稳固的中华民族。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先民的“天下”观念和“大一统”理念便已形成。公

元前２２１年，秦朝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一统，在全国设郡县加以统治。汉朝（公元

前２０６年—公元２２０年）及汉以后的历代中央政权发展和巩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格

局。中国历史上虽然出现过短暂的割据局面和局部分裂，但国家统一始终是主流和方向。 

  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藏族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一员。藏族和其他民族的祖

先，从远古就生活在西藏高原上，并与中国内地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

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自１３世纪元朝将西藏纳入中央政府行政管辖起，直至１９

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历代中央政权在将西藏纳入统一国家的前提下，还采取

了“因俗而治”“因事而治”等特殊的政策，在行政建制和治理方式上，采取与全国其他地方有

所差异的措施。 

  元朝（１２７１－１３６８年）时期，中央设置总制院（后改为宣政院），在西藏地区

设立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中央直接管理西藏军政事务。元朝派军驻扎西藏，在宣慰使司下设

１３个万户府、千户所等机构。元朝在西藏还设立大小驿站，通往大都；派官员入藏进行三

次户口清查。元世祖忽必烈任命萨迦派八思巴为帝师。后来噶举派取代萨迦派的地位，元顺

帝时封其首领强曲坚赞为“大司徒”。 

  明朝（１３６８－１６４４年）时期，基本沿袭了元朝对西藏地方的管理制度。在政治

上，实施多封众建，给西藏各地宗教领袖封以“法王”“灌顶国师”等名号；在经济上，发展茶

马互市，促进西藏与其他地区的贸易和往来；在机构设置上，在今西藏中部和东部设立“乌

斯藏行都指挥使司”“朵甘行都指挥使司”，隶属于陕西行都指挥使司，在西部设立“俄力思军

民元帅府”。 



  清朝（１６４４－１９１１年）时期，由理藩院（清末改为理藩部）主管西藏事务。１

６５３年和１７１３年清朝皇帝册封兴起于明末的格鲁派达赖世系和班禅世系，后来又建立

金瓶掣签制度，完善了活佛转世制度。１７２７年，清朝中央在西藏建立驻藏大臣制度。１

７５１年，乾隆皇帝授命七世达赖执政，建立噶厦，设噶伦四人。１７９３年，颁布《钦定

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 

  中华民国（１９１２—１９４９年）时期，中央政府继续对西藏实施主权管辖。１９１

２年，中央政府设立蒙藏事务局，１９１４年改为蒙藏院，取代了清朝末年的理藩部职能，

派驻藏办事长官履行驻藏大臣职权。１９２９年，国民政府设立蒙藏委员会，行使对西藏的

行政管辖。１９４０年，国民政府在拉萨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中华民国国会组织

法》规定了西藏地方民众参加选举的办法和被选举的议员直接参政的权利。十四世达赖和十

世班禅的认定、坐床，均经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批准。 

  中国共产党从１９２１年诞生起就主张中国各民族平等团结，积极探索实现民族平等、

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政府把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

团结、互助、友爱和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作为解决民族问题、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考

虑中国的历史国情和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实际条件，新中国在选择国家结构形式时，没有选择

复合制的形式，而是选择了单一制的形式，确定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证少数民族在国家生活中享有当家作主的权利。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解决民族问题、处理民族关系的正确

选择。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的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国家不可分

离的部分，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都必须服从中央的领导。 

  同时，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又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

义制度下，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保障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各自治地方在国家生活中享

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自治权利，在自治地方有管理本地区事务的权利，这是

社会主义民主在民族地区的具体体现。 

  在经历了１９５１年和平解放和１９５９年民主改革后，西藏于１９６５年成立自治区，

正式建立起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现了统一和自治相结合、

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这一制度既继承历史传统，又具有社会主义民主意义；既符合

国家和西藏地方的历史传统，又符合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 

  目前，西藏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既是自治机关，也是国家的一级地方政

权机构，根据本地方的实际贯彻执行国家的法律政策。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实践，在民族区域

自治道路上，西藏自治区各民族人民实现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这一制度得到了全国

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 

  四、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核心和根本。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西

藏各族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西藏各族人民享有充分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中国宪法规定，凡年满十八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

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

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同时，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对各民族代表人数、自治区人大

常委会主任、人民政府主席等都做了规定。在西藏，各民族人民依法直接选举县（区）、乡

镇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这些代表又选举出席全国和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西藏人口

较少的门巴族、珞巴族在全国人大及西藏各级人大中也均有自己的代表。 

  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３年１月，在四级人大换届选举中，西藏全区有９４％以上的选民

分别参加了县、乡直接选举。西藏现有各级人大代表３４２６４名。其中，全国人大代表中

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占６６．７％，自治区人大代表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占７

０．２％。自治区十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４５名，其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２４名，常委

会主任、副主任１４名，其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８名。西藏自治区成立至今，历任自治区

人大常委会主任和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均为藏族公民。 

  西藏各族人民充分享有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地区事务的权利。按照中国宪法规定，西藏自

治区的自治机关依法行使省级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依法行使自治权。西藏自治区人民

代表大会享有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权力。自治区成立以来，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作为

自治区最高权力机构，代表西藏人民依法行使了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地区事务的权利，听取审

议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自治区人大常委会、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

对上述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监督；制定重要地方性法规，对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

事项作出决议决定；审查、批准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决算；选举产生自

治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自治区主席、副主席，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等。 

  截至２０１５年７月，西藏自治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批准地方性法规和作出具有法

规性质的决议、决定共３００件，其中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１２３件，具有法规性质的决

议、决定１４８件，废止２９件，内容涉及政权建设、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文化教育、语

言文字、文物保护、生态环保等各个方面。政协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每年对自治区人民政府

的《政府工作报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报告》《财政预算报告》和自治区“两院”的

工作报告进行协商讨论，先后组织委员参与西藏地方性法规（草案）的协商讨论，以全委会、

常委会、主席会议、民主协商会议、专题座谈会议、委员视察、调研、提案及举办“经济发

展论坛”等形式，为西藏自治区“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计划、规划的制定和实施

提出意见和建议，代表西藏各界积极履行参政议政的职能。 

  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民族

自治地方实际情况的，自治机关可以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停止执行。如在

执行全国性法定节假日的基础上，西藏自治机关还将“藏历新年”“雪顿节”等藏民族的传统节

日列入自治区的节假日。根据西藏特殊的自然地理因素，西藏自治区将职工的周工作时间规

定为３５小时，比全国法定工作时间少５小时。１９８１年，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从西藏少数民族历史婚俗等实际情况出发，通过了《西藏自治区施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婚姻法〉的变通条例》，将《婚姻法》规定的男女法定婚龄分别降低两岁，并规定对执行

变通条例之前已经形成的一妻多夫和一夫多妻婚姻关系，凡不主动提出解除婚姻关系者，准

予维持。结合西藏实际情况，自治区还先后制定实施了多项国家有关法律的变通条例和补充

规定。其中包括《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条例》《西藏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西藏自治区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厉打击“赔命金”违法犯罪行为的决定》等多部地方法规。 



  ——少数民族干部队伍不断成长壮大 

  中国宪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应当有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

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

的公民担任。为了保障西藏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依照宪法规定，充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

自治区历来非常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使用。１９６５年自治区成立初期，全区只有７

６００多名少数民族干部；到１９７６年少数民族干部已发展到１．６８万人；到１９８６

年底，全区有３．１万名少数民族干部；到１９９４年底，有４．４万名少数民族干部；到

２０１４年底，全区少数民族干部已有１１万多人，与自治区成立之初相比增长１３倍多，

占全区干部总量的７０％以上。 

  目前，西藏自治区省级领导干部中有３３名少数民族干部，地厅级干部中有４５０多名

少数民族干部，地（市）、县（区）党政正职大部分由少数民族干部担任，乡镇（街道）党

政班子中少数民族干部占７０％以上，全区各级党政机关中都依法配备了少数民族领导干部。

在自治区十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少数民族代表、委员均占到７０％以上。此外，还有

一批优秀少数民族干部直接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在西藏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

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均占８０％以上。十世班禅、阿沛·阿旺晋美、帕巴拉·格列朗杰、

热地、向巴平措等先后担任国家级领导职务。 

  ——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不断巩固和发展 

  没有各民族间的平等团结，就没有各民族人民的当家作主。实现民族平等团结，是中国

共产党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西藏自治区成立５０年来，中央政府和

自治区坚持实行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政策，通过保障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加强少

数民族干部的培养使用、各民族自发的交往交流交融和全国支援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等，形成

了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和衷共济、和睦相处、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 

  中央政府历来高度重视西藏的发展，十分关心西藏各族人民的福祉，举全国之力支援西

藏，以优惠的政策和强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推动西藏的发展进步。从１９５２年到

２０１４年，中央政府对西藏的各项财政补助达６４８０．８亿元，占西藏地方公共财政支

出的９２．８％。１９８０年以来，中央先后六次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从中国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全局出发，对西藏的发展建设作出整体规划。从１９９４年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开始，中央实施对口支援西藏的政策，安排６０个中央国家机关、１８个省市和１７家中央

企业对口支援西藏。２０年来，先后有七批４４９６名优秀干部、１４６６名专业技术人才

进藏工作，实施援藏项目７６１５个，投入援藏资金２６０亿元，主要用于改善民生和基础

设施建设，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１９９０年，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确定每年９月为“民族团结月”。２０１０年之前，

自治区党委、政府先后召开了五次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达１

７５６名，涌现出像孔繁森、李素芝等一大批民族团结先进典型。从２０１２年起，自治区

各级党委、政府坚持每年召开一次民族团结进步模范表彰大会，共表彰模范集体２０８９个、

模范个人３２２４名。２０１３年，拉萨市成为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地区、市、

盟）”试点。近年来，西藏军区军史馆、江孜宗山抗英遗址、自治区博物馆、西藏民族学院、

拉萨海关先后被国家民委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



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深入人心，“团结稳定是福、分裂动乱是

祸”成为全社会的广泛共识。 

  五、大力增进人民福祉 

  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经济

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使西藏各族人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

权得到有效保障，社会和谐安宁。 

  ——现代化发展水平日益提高 

  西藏生产总值由１９６５年的３．２７亿元增加到２０１４年的９２０．８亿元，增长

２８１倍。１９９４年以来，西藏地区生产总值连续２０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年均增速高达

１２．４％。１９６５年西藏地方财政收入仅为２２３９万元，２０１４年达到１６４．７

５亿元，年均增长高达１４．４６％，自我发展的能力不断增强。全区工业增加值由１９６

５年的０．０９亿元增加到２０１４年的６６．１６亿元，增长７３５倍，年均增长１４．４％。

第二产业增加值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占比由１９６５年的６．７％提高到２０１４年的３

６．６％。２０１４年，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３６４．５１亿元，比１９６５年的０．８

９亿元增长了４０９倍，以年均１３．１％的速度递增；进出口总额达２２．５５亿美元，

比１９６５年的０．０７亿美元增长了３２１倍，年均增长１２．５％。 

  藏医药业、民族手工业、绿色食饮品和新能源等特色产业得到优先发展。目前，７个产

业带初步形成，建设农业标准化示范区２０个，培育地市级以上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９５

家。建工、矿业、旅游、藏药、商贸等九大集团相继组建。藏药产业初具规模，全区藏药企

业１８家，藏药品种３６０多个。天然饮用水产量突破３０万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２

０１４年接待游客１５５３万人次，比旅游业起步时的１９８０年增长４４３６倍，年均增

长２８．０％；实现旅游总收入２０４亿元，增长２０４００倍，年均增长３２．８％。 

  以公路、铁路、航空为主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基本形成，交通更加便利。以拉萨为中心，

东连四川、云南，西接新疆，北连青海，南通印度、尼泊尔，地市相通，县乡连接的公路交

通网络基本建成。２０１４年底，全区公路通车里程达到７．５万公里，次高级以上路面里

程达到８８９１公里，占１２．６％。全区７４个县中６５个县通了柏油路，占８８％；６

９０个乡镇通公路，通达率９９．７％；５４０８个行政村通公路，通达率９９．２％。格

尔木至拉萨、拉萨至日喀则铁路相继通车运营，拉萨至林芝铁路开工建设。组建了西藏航空

公司，区内通航机场５个，８家航空公司在藏运营，开通国内外航线４８条，通航城市达３

３个，形成以拉萨贡嘎机场为中心，昌都邦达、林芝米林、阿里昆莎和日喀则和平机场为支

线的五大民用机场网络。 

  以水电为主，地热、风能、太阳能等多能互补的新型能源体系全面建设。拉萨环网工程

和输变电工程、青藏直流联网工程、川藏电网联网工程建成投入运行，结束了西藏电网孤网

运行的历史；直孔电站、狮泉河电站、雪卡电站、羊八井地热电站、拉萨火力发电等应急电

源项目建成发电，区内装机容量最大的水电项目藏木水电站发电，能源点建设加快推进。２

０１４年全区电力装机规模达到１６９．７万千瓦，全年发电量３２．２亿千瓦时。组织实

施了那曲尼玛县、双湖县及阿里７县１镇无电地区电力建设项目，累计示范推广光伏系统３



万套，建设光伏电站９０座，太阳能路灯１２００多盏，总装机容量８０００千瓦。２０１

２年底，实现行政村全部通电，基本解决无电人口用电问题。 

  以光缆、卫星、网络为主的现代通讯网络体系已逐步建立健全。现在的西藏已进入了卫

星、光缆、网络、信息新时代。全区光缆线路长度达到９．７万公里，其中长途光缆线路为

３万多公里，累计实现７４个县、６６８个乡镇通光缆，乡镇通光缆率为９７．８％；实现

５２６１个行政村移动信号覆盖。全区互联网用户达到２１７．７万户，普及率为７０．７％，

农牧区移动互联网覆盖率达到６５％以上。 

  ——人民幸福指数大幅提升 

  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更加充实富裕。２０１４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２２０１６元，比１９７８年的５６５元增长３８倍，年均增长１０．７％；农牧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７３５９元，年均增长１０．９％。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１９８２年第三次

人口普查时城镇人口所占总人口比重仅为９．４８％，１９９０年提高到１１．５２％，２

０００年为１９．４３％，２０１０年达到２２．６７％。随着人民生活逐步富裕，消费结

构开始多样化，冰箱、彩电、电脑、洗衣机、摩托车、手机等消费品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富

裕起来的农牧民盖起了舒适宽敞的新房，有的还购买了汽车。广播、电视、通信、互联网等

现代信息传递手段，与全国乃至世界同步发展，已经深入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在国

家统计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和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的“ＣＣＴＶ经济生活大调查”中，拉萨

市连续５年被评为中国幸福指数最高的城市。 

  城乡居民居住条件得到极大改善。为改善城乡居民居住条件，西藏从２００６年起在全

国率先提出全区实施农牧民安居工程，到２０１３年，全区累计投资２７８亿元，完成４

６．０３万户的农牧民安居工程建设，使２３０万农牧民群众住上了安全适用的房屋，农牧

民人均居住面积达到３０．４平方米，生活条件得到历史性改善。自治区不断加大对周转房

建设的投入力度，共建设周转房６６０７６套，总建筑面积４０４．４２万平方米，总投资

８８．０９亿元。积极实施拉萨供暖工程，自２０１２年开工以来，建成燃气主干管网６３

公里、燃气次干管网２５６公里、庭院管网１２００余公里，已完成居民小区及单位供暖项

目建设７６８个、１０．７万户、２１３６万平方米，拉萨城区基本实现供暖全覆盖，彻底

结束了祖祖辈辈靠烧牛粪取暖的历史。 

  农牧民人居环境整洁美丽。大力实施水、电、路、气、通讯、邮政、广播电视、优美环

境“八到农家”工程，基本解决农牧民的安全饮水问题。实现了村村通电话、村村通广播电视、

乡乡通宽带，完成４５００个行政村人居环境建设，近２４万户农牧民用上了清洁的沼气能

源，农牧区碘盐覆盖率达到９５％以上。２０１０年，自治区按照“清洁水源、清洁田园、

清洁家园”的要求，开展人居环境和综合环境整治工作。截至目前，已完成投资４４亿元，

实施４５００个行政村村容村貌及环境整治。 

  贫困人口大幅减少。２００６－２０１４年实施贫困户、大骨节病搬迁和“兴边富民行

动”，使１１．６３万户贫困群众人均住房面积增加了２０％－３０％。昔日许多低矮、阴

暗、人畜混杂居住的土坯房变成了安全适用的住房。扶贫开发项目的实施，使５７．８万户、

２６０万人受益。新修和维修乡村道路３２２３公里，水渠３３７１．６公里、水塘３４７

座２３２．９４万立方米，新增和改善灌溉面积３０万亩，新建农用桥８８３座、１２８３

４米，温室４５８３座，棚圈３．５万套。改良天然草场、草场围栏、人工种草２８．７８



万亩，贫困地区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农牧民收入明显增加，２００３年以来连续１２年保

持了两位数增长。生活在每人每年２３００元（２０１０年不变价）的国家农村扶贫标准下

的全区农村贫困人口由２０１０年的１１７万人减少到２０１４年底的６１万人，累计减少

贫困人口５６万人。贫困人口占全区农牧民人口比例，由２０１０年的４９．２％下降至２

０１４年的２３．７％。２００６年以来，直接、间接落实强农惠农补贴资金累计达到７０

６．３６亿元，落实粮食直补资金１．８９亿元，落实农资综合补贴３．５８亿元，落实家

电、家具下乡补贴资金３．４亿元。这些补贴政策提高了农牧民群众收入，提高了农牧民的

购买能力，提升了农牧民的生活品质。 

  社会保障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就业率保持较高水平。２０１４

年，西藏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２．５％以内，新增就业４．３万人，提供高校毕业生公职

岗位１．１万个，各援藏省市和中央企业共提供就业岗位５３３５个，１５００多名高校毕

业生实现了区外就业，全区公益性岗位总量达３万个，通过公益性岗位安置就业２６０１８

人，２５００多户零就业家庭实现了动态消零，就业形势稳定。近年来，覆盖城乡居民的社

会保障体系全面建立。继续加强“五大险种”保障制度，完善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扩

大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免费意外保险，建立了寺庙僧尼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全区各项

社会保险参保达２６０．６万人次。企业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月人均水平达３３３８元，居

全国前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高至每月５３４元，农村低保标准提高至每年２２

３１元，五保户供养标准提高至每年３８７３元，分散供养标准提高至每年３８７４元，集

中收养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达到月人均１２００元。及时发放城乡困难群众慰问金。２０

１３年底，全区各类社会福利机构共有２６３个，公办儿童福利院８所，民办儿童福利院２

所。７２％有意愿的五保对象实现集中供养，５９００多名孤儿得到有效救助。 

  医疗卫生事业快速发展。目前，西藏已经建成了中、西、藏医结合，以拉萨为中心、遍

布城乡的医疗卫生网。以免费医疗为基础的农牧区医疗制度覆盖全体农牧民，全区已建成７

１个县医院和６７８个乡镇卫生院，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逐步完善。２０１４年底，

全区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到１４３０所，每千人病床数和卫生技术人员数分别达到３．７９张

和４．０８人，建成了覆盖县乡村三级的医疗卫生网络。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分别提高到３０万元、２０万元。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提

高到年人均３８０元，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达到７５％左右。农牧民人口１００％

被纳入到以免费医疗为基础的医疗保障体系之中，农牧区医疗政府补助标准达到年人均４２

０元，最高报销补偿限额达６万元，政策范围内报销补偿比例达到８０％以上。寺庙僧尼等

人群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范围。取消了医疗救助起付线，率先在全国实现了医疗救助城乡

一体化和社会全覆盖。对城乡居民实施免费健康检查，城乡居民健康档案建档率达９９％。

２０１３年，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分别下降到１５４．５１／１０万人和１９．９７‰。

人均寿命由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３５．５岁增加到６８．１７岁。全区实现了基本消除碘缺

乏病目标。 

  ——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 

  教育事业日新月异，实现学有所教。全区所有县（区）全面完成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一

个涵盖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特殊教育的比较完整的现代

教育体系已经形成。实现了从学前到高中阶段１５年免费教育，农牧区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

善计划全面落实，政策和资金覆盖率均达到１００％。“三包”（包吃、包住、包学习费用）

政策覆盖学前教育到高中阶段所有农牧民子女和城镇困难家庭子女，且不断提高标准，年生



均标准已提高到３０００元。全面启动实施城镇三年、农牧区两年学前双语教育工程。２０

１４年底，幼儿园在园幼儿达８万多人，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６０％。２０１４年底，全区

拥有普通高等院校６所；中等职业学校９所，在校生１．７万人；高级中学２２所，完全中

学４所，初级中学９３所，十二年和九年一贯制学校各３所，小学８２９所。小学适龄儿童

入学率达到９９．６４％，青壮年文盲率下降至０．５７％以内，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８．６

年，新增劳动力受教育年限达到１２年以上。１９８４年，中央政府作出“在内地为西藏办

学培养人才”的重大战略决策，现有２１个省市办有西藏班（校），已累计为西藏培养了大

中专毕业生３．２万余人。目前西藏不仅有了自己培养的硕士、博士，而且有了一批享誉全

国的专家、学者，逐步建立了近３０个科研院所，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６９７０９人，学科

领域涉及历史、经济、人口、语言、宗教和农业、畜牧、林业、生态、生物、藏医药、盐湖、

地热、太阳能等数十个门类。其中，藏学、高原生态、藏医药等学科研究在全国处于领先水

平，产生了一批有世界影响的学术成果。 

  公共文化服务覆盖城乡，人们精神生活不断丰富。全区已建成群众艺术馆８座、公共图

书馆５座、博物馆３座，建成县综合文化活动中心７４座，乡镇综合文化站６９２座，建成

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自治区分中心、７个地市支中心、７４个县支中心、６９２个乡镇基

层点、５３８９个村基层点，区、地、县、乡四级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初步形成。投资近１３

亿元的“十二五”文化设施建设项目全面推进，到２０１５年底，西藏将基本实现“地市有公共

图书馆和文化馆，馆藏文物丰富地区有博物馆，县县有图书馆、文化馆或综合性文化活动中

心，乡乡有综合文化站，５３％的县国有艺术团有排练场”目标，公共文化设施总量将达到

７９０个。建成１６００余个文化广场，形成拉萨雪顿节等群众性、常态化品牌文化活动９

０个。全面启动了公共设施的免费开放工作，近５年来，全区公共文化设施共开展免费群众

文化活动４万余场，受益群众达到８００余万人次。全区专业文艺团体和县民间艺术团年均

下乡演出近１万场次，送书下乡１０万余册。 

  新闻出版事业迅速发展，文化产品日益丰富。西藏人民出版社、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累

计出版各类图书（教材）１９０５２种、２．８２６３亿册。西藏音像出版社、雪域音像电

子出版社２０１４年出版音像电子产品１１５种３７．９６万盘。报纸、期刊分别发展到２

５种、３５种。全区出版发行单位发展到５７６家，其中区、地、县新华书店８９家，边境

口岸新华书店５家，民营发行网点４８２家。２０１４年全区共发行图书约３３９５万册，

图书销售码洋３．２３亿元。全区印刷企业３８家，其中规模以上重点印刷企业１家。２０

１４年全区印刷业总产值３．６亿元。目前，全面建成５６０９个农家书屋、１７００多个

寺庙书屋，实现所有行政村有农家书屋、寺寺有寺庙书屋，有效解决了农牧民群众和寺庙僧

尼读书难、用书难问题。 

  广播影视事业得到长足发展。已累计新建、改扩建１００瓦以上调频转播台７８座，５

０瓦以上电视转播发射台７８座，中波广播发射台２７座，卫星地球站１座，村村通广播电

视站９３７１座，全区所有的１７８７座寺庙实现了广播影视全覆盖。目前，有省级广播电

台１座５个频率，听众遍及世界５０个国家和地区；有省级电视台１座４个频道，其中，藏

语卫视已在尼泊尔、印度、不丹等周边国家部分落地，全台节目实现数字化，覆盖全国人口

７亿多人；有地市级广播电台６座，电视台１座。目前，全区广播、电视综合覆盖率由１９

６５年的１２％和０％提高到现在的９４．７８％和９５．９１％，９０％以上农牧户实现

了“户户通”。通过直播卫星接收设备，农牧民每家每户能够收听收看到４０至７０多套数字

广播电视节目。目前，全区共有５６６个电影机构，其中４７８个农村电影放映队全部实现

数字化放映。 



  六、保护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藏族人民创造了辉煌的藏文化。藏文化丰富了中华文化，是

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治区成立 50 年来，在尊重、保护、传承和弘扬藏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当今西藏，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藏文化不

断焕发出新的活力。 

  藏语文的学习使用得到有效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

域自治法》均明确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西藏学校教育全面

实行藏汉双语教育，藏语文在学习中传承。目前，农牧区和部分城镇小学实行藏汉语文同步

教学，主要课程用藏语授课。中学阶段开设藏语文课(包括内地西藏中学)，其他课程用汉语

文授课。在高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招生考试中，藏语文作为考试科目，成绩计入总分。学前、

中小学现有双语教师 30642 人，中小学校有藏语专任教师约 5800 人。西藏自治区已编译完

成从小学到高中共 13 门学科的 821 种课本、410 种教学参考书、56 种教学大纲或课程标

准和 73 种教学辅助用书。藏语文在使用中得到弘扬。自治区大型会议和行文坚持使用藏汉

两种文字，司法机关在执法、法治宣传等工作中着重使用藏语文，农牧、科技等涉农部门也

加强藏语文的使用。2014 年，西藏人民出版社、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出版各类图书 547 种、

1302.5 万册，其中藏文图书种数占比超过 80%；共有 14 种藏文期刊、11 种藏文报纸出版

发行。目前，西藏人民广播电台共开办有 42 个藏语(包括康巴话)节目(栏目)，藏语新闻综合

频率每天播音达 21 小时 15 分钟，康巴话广播频率每天播音 18 小时，西藏电视台藏语卫视

实现了 24 小时滚动播出。此外，藏语文在邮政、通讯、交通、金融等领域中也得到了广泛

使用，有力地推动了全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保护传承。国家建立了西藏大学、西藏民族大学、藏医学院、中国藏

学研究中心、西藏社会科学院、天文历算研究所等一批教育培训基地和门类齐全的研究机构。

几十年来，西藏先后组织了大规模、有系统的普查、搜集、整理、研究和出版工作，收集各

种音乐(歌曲)、曲艺一万多首，文字资料 3000 多万字，录制了大量音像资料，拍摄图片近

万幅，发表有关藏民族传统文化学术论文 1000 多篇，整理出版了《中国戏曲志·西藏卷》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西藏卷》《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西藏卷》等 10 大文艺集成

志书和文艺研究专著 30 多部，抢救、整理、出版藏文古籍 261 部，诸多濒临灭绝的民族民

间文化得到全面抢救和有效保护，重新焕发出光彩。2005 年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与保

护工作正式启动以来，中央政府和西藏投资近 2 亿元，对藏戏、格萨尔、传统歌舞、手工

技艺等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全面保护，基本形成了国家、自治区、市、县四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目前，西藏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1000 余项，涵盖了非物质文化遗

产包含的 10 个资源种类。其中，藏戏和《格萨尔》史诗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89 个，国家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4 个，

自治区级项目 323 个，代表性传习场所 113 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68 名，自治区级传承

人 350 名。国家珍贵古籍 158 部，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4 个。“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4

个，“西藏自治区民间文化艺术之乡”65个。拉萨雪顿节、山南雅砻文化节等一大批群众性文

化传统节庆得到恢复和创新，成为地域性民族文化品牌。 

  文物得到有效保护。50 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西藏文物保护的投入力度，重点实施了

西藏自治区所辖的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维修工程，及时修缮和保护了大批文物。投资 10

亿余元的“十二五”46项重点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目前进展顺利。《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条例》

《西藏自治区布达拉宫保护管理办法》等一批文物保护地方性法规陆续出台。西藏重要历史



和革命文物发掘工程有效加强，第三次全区不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全面完成，共调查录入近

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物 241 处，各类文物点 4277 处。首次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全面

启动，初步统计，全区可移动文物将达数百万件。野外文物看管人员得到落实，全区文物安

全进一步加强。贝叶经普查保护和研究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西藏自治区珍藏贝叶经总目

录》《西藏自治区珍藏贝叶经影印大全》等陆续整理出版。目前，全区有世界文化遗产 1

处 3 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55 处，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391 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

位 978 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3 座。 

  七、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 

  中国宪法规定，宗教信仰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在今天的西藏，多种宗教并存，

既有藏传佛教、苯教，也有伊斯兰教、天主教等。在藏传佛教内部，还存在不同教派。经过

民主改革，西藏废除了政教合一制度，实行政教分离，恢复宗教的本来面目。多年来，中央

政府和西藏自治区政府，充分尊重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各种宗教、各个教派都平等地

得到尊重和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宗教信仰依法受到保护。 

  宗教活动得到尊重和保护。目前，西藏有各类宗教活动场所 1787 处，住寺僧尼 4.6 万

多人。西藏自治区和 7 个地市均设有佛教协会，中国佛协西藏分会办有西藏佛学院、藏经

文印经院和藏文会刊《西藏佛教》。藏族和其他各少数民族都按照自己的宗教传统过宗教生

活，进行社会宗教活动。在西藏自治区，各大宗教的各种传统节庆活动正常进行，大型宗教

活动如转神山神湖活动、萨噶达瓦节、展佛节、跳神节、朝觐等 40 多种群众性重大宗教节

庆活动得以保护和继承。信教群众家中几乎都设有小经堂或佛龛。每年到拉萨朝佛敬香的信

教群众达百万人次。在西藏到处可以看到善男信女悬挂的经幡，以及堆积的刻有佛教经文的

嘛呢堆。各大寺院内常年挤满了磕长头、转经、朝佛的信教群众。西藏信教群众享受开展正

常宗教活动的充分自由。为满足不同信教群众的宗教需求，目前西藏还有清真寺 4 座，天

主教堂 1 座。这些宗教也依法得到了尊重和保护，依法依规开展正常宗教活动，与其他宗

教平等和谐相处。 

  藏传佛教文化得到尊重和保护。中央和西藏自治区政府始终把藏传佛教文化作为中华民

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给予有效保护，不断加强对宗教典籍的收集、整理、

出版和研究工作。中央政府支持 4000 多万元，组织上百名藏文专家，历时 20 余年，完成

了对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的校勘出版。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藏文《中华大藏

经·丹珠尔》(对勘本)《藏汉对照西藏大藏经总目录》《因明七论庄严华释》《慈氏五论》《释

量论解说·雪域庄严》等陆续整理出版。已经印出《甘珠尔》大藏经达 1490 多部，还印出

大量藏传佛教的仪轨、传记、论著等经典的单行本，供给寺庙，满足僧尼和信教群众的学修

需求。宗教研究机构、高僧、学者的有关佛教专著，如《贝叶经的整理、研究》《西藏拉萨

现存梵文贝叶经的整理》《西藏宗教源流与教派研究》《活佛转世制度》《郭扎佛教史》《西

藏苯教寺庙志》《中国藏传佛教寺庙》《西藏佛教寺院壁画艺术》等，都正式出版发行。 

  寺庙得到维修和保护。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家每年都拨专项资金和黄金、白银等用

于寺庙的维修、修复和保护。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央政府累计投入 14 亿多元对西藏文

物和重点寺庙进行了大规模维修。国家资助专款 670 万元、黄金 111 公斤、白银 2000 多

公斤及大量珠宝，修复了五世至九世班禅灵塔祀殿。为修建十世班禅灵塔祀殿，国家一次就

拨专款 6620 万元、黄金 650 公斤。1994 年，国家又拨款 2000 万元，继续修复甘丹寺。



从 1995 年开始，中央财政通过国家重点文物保护专项资金，对西藏布达拉宫、罗布林卡、

萨迦寺等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的寺庙维修与保护予以积极支持。 

  活佛转世有序进行。活佛转世制度作为西藏宗教特有的信仰和传承方式，得到国家和西

藏自治区各级政府的尊重，国家制定出台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1995 年，西

藏自治区按照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经过金瓶掣签，报国务院批准，完成了第十世班禅大师

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以及第十一世班禅的册立和坐床。据最新统计，西藏现有活佛 358

名，其中 60 多位新转世活佛按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得到认定。 

  藏传佛教僧人学经制度不断完善。自治区制定出台《办好西藏佛学院分院的意见》《西

藏佛学院学衔授予办法(试行)》，在北京和拉萨分别建有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和西藏佛学

院，作为藏传佛教高级宗教人才培养基地，系统招收培养藏传佛教教职人员。西藏 60 多座

各教派寺庙开办有寺庙自办的学经班，完全按照传统习惯进行宗教学修和学位学衔的考核晋

升。2005 年开始，每年在北京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举行藏传佛教“拓然巴”高级学衔考试

和授予仪式，在大昭寺和拉萨三大寺进行格西“拉让巴”学位考试。截至目前，已有 84 名学

经僧人获得了格西“拉让巴”学位，46 名僧人获得了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拓然巴”高级学衔。 

  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西藏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多年来，西藏自治区政府遵循经济规律、社会规律和

自然规律，注重经济、社会、生态的和谐统一，坚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近年来，自治区政

府提出了建设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以及建设生态西藏、美丽西藏的战略目标，对西藏的生态环

境保护与建设进行全面规划和部署。 

 

  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规划全面实施。2009 年 2 月 18 日国务院第 50 次常务会

议审议通过了《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规划(2008—2030 年)》(以下简称《规划》)，

提出投资 155 亿元，到 2030 年基本建成西藏生态安全屏障。截至目前，共落实投资 56.46

亿元，《规划》确定的天然草地保护工程、森林防火及有害生物防治工程、野生动植物保护

及保护区建设工程、重要湿地保护工程、农牧区传统能源替代工程、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

人工种草与天然草地改良工程、防沙治沙工程、水土流失治理工程、生态安全屏障监测工程

3 大类 10 项工程得到全面实施。 

  生物多样性与重要生态功能区得到有效保护。目前，西藏已建立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

47 处，总面积 41.22 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区国土面积的 34.35%。建立生态功能保护区 22

个(国家级 2 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4 个、国家森林公园 9 个、国家湿地公园 10 个、地质

公园 4 个(国家级 3 个)，使西藏拥有的 141 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38 种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植物和 196 种西藏特有动物物种、855 种西藏特有植物物种以及重要生态系统得到了

有效保护。西藏大中型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居全国前列，藏羚羊种群数量由 1995 年的 5 万－

7 万只上升到目前的 20 万只以上，黑颈鹤由 1995 年的 1000－3000 只上升到目前的 7000

只左右，野牦牛、藏野驴等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稳中有增。 

  林业和草原生态建设成效显著。据 2014 年第八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西藏森林覆

盖率已达 11.98%，森林面积 1471.56 万公顷，森林蓄积量 22.62 亿立方米，天然林蓄积

22.61亿立方米、乔木林单位面积蓄积267立方米／公顷、重点公益林面积1011.27万公顷。

西藏已经创造了人均森林面积、森林蓄积、天然林蓄积、乔木林蓄积、重点公益林面积 5



项指标全国第一。第四次与第三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监测结果比较，西藏荒漠化土地减少了

7.89 万公顷，沙化土地减少了 6.57 万公顷，全区荒漠化和沙化土地扩展趋势得到遏制并首

次出现逆转。截至 2014 年底，西藏有天然草地面积 8433 万公顷，其中可用天然草地面积

7067 万公顷。 

  生态补偿试点工作深入推进。中央在西藏实施森林、草地等生态补偿政策，每年全区落

实各类补偿资金 40 余亿元。国家制定《西藏自治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从

2010 年起，中央财政每年安排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 7.72 亿元，对全区生态公益林实施补

偿。在 2009－2010 年 5 个县开展草原生态保护奖励机制试点工作的基础上，2011 年开始

在全区 74 个县区全面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机制政策，每年落实补助奖励资金 20.0981 亿

元，既保护了草原生态环境，又促进了农牧民增收。国家实施了重点生态功能保护区转移支

付政策，将西藏 18 个县纳入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范围，2014 年落实资金 10.83

亿元。这些措施有效保护了国家和自治区重点公益林、基本草原及重要生态区域。 

  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先行先试。2014 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六部门联合印发了《关

于开展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第一批)的通知》，西藏山南地区、林芝地区被列为首批生

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将着力在独立进行环境监督和行政执法、完善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和企业

单位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终身追究制等方面先行先试，探

索自然生态资源丰富、生态区位重要、边疆民族贫困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模式。 

  中科院和相关部门的监测评估显示，西藏高原各类生态系统结构整体稳定，生态质量稳

定向好。西藏生态系统类型拥有除海洋生态系统之外的所有陆地生态系统类型，仍然是中国

和全球重要的生物物种基因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地区。水、气、声、土壤、辐射及生态

环境质量均保持良好状态，全区的江河、湖泊、森林、草场、湿地、冰川、雪山和野生动植

物等都得到了有效保护，大部分区域仍处于原生状态。 

  结束语 

  过去的 50 年，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坚强领导下，通过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西藏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社会制度实现了历史性跨越，社

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践充分证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西藏历史发展和

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符合西藏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完全适合中国国

情和西藏地方的实际，是西藏发展进步的正确选择。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西藏各族人民实现了当家作主，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和广泛

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然而，多年来，十四世达赖集团出于“西藏独立”的政治目的，不断鼓

吹“中间道路”，大肆兜售“大藏区”“高度自治”，否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否定在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下西藏的发展进步。十四世达赖集团的分裂行径，完全违背了中国宪法和中国国家制度，

极大损害了西藏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遭到了包括西藏各族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坚决

反对，注定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 

  当前，西藏各族人民正与全国人民一道，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而奋斗。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必将进一

步发展和完善，西藏各族人民必将在更高的起点上谱写当家作主的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