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中国的长期建藏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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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藏和平解放以来，为改变西藏贫穷落后的面貌和实现西藏与内地的

共同繁荣发展，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与中国

西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放弃了进藏部队 “三年一换，以励士气”的最初设想，逐

渐确立了扎根西藏、边疆为家的长期建藏思想。改革开放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

变化，中央提出 “加快西藏发展”、推进西藏 “跨越式发展”，逐渐探索出了 “分片

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对口援藏办法，这既是对长期建藏思想的丰富与补

充，也是实现长期建藏目标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总结了

６０多年来党的治藏方略，提出西藏工作必须坚持 “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

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的重要原则，赋予长期建藏思想新的历史定位和时代含

义。通过梳理长期建藏思想的来龙去脉，总结长期建藏的历史经验，为新时期西藏

工作提供历史依据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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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长期受封建农奴制阻碍和极地高
原环境制约，以及近代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以致和平解放前当地 “生产技术仍然
处于极为落后的状态；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土地荒废，人口减少”。① 西藏和平解放
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与中国西藏的具体
实际相结合，② 形成了进藏工作人员扎根西藏、建设边疆的长期建藏思想，以推动
西藏经济发展和社会制度变革。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央提
出 “加快西藏发展”、推进西藏 “跨越式发展”，③ 于是，“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
期轮换”的对口援藏方针应运而生，成效显著，成为建设西藏的重要方式。十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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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中央重申长期建藏思想。２０１５年８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藏工作必须坚持
“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的重要原则，强调长期建
藏就是坚持慎重稳进方针，一切工作从长计议，一切措施具有可持续性，① 切忌处
理问题简单化，不能急于求成，赋予其新的历史定位与时代内涵。目前，虽有人关
注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长期建藏思想，建议开展长期建藏相关研究，② 但鲜有论及
这一思想迄今为止的发展演变和时代内涵。故而，笔者拟通过梳理中央长期建藏思
想的历史脉络，总结长期建藏的历史经验，以资镜鉴。

一、长期建藏思想的提出

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就在思考如何 “经营”西藏的问题。１９４９年８月６
日，毛泽东致电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指示他们进攻兰
州时要 “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③ １１
月２３日，他又致电彭德怀，并电告贺龙、习仲勋、刘伯承、邓小平，责成西北局担
负解放西藏和 “经营”西藏的主要责任，同时指出训练藏民干部极为重要。④ １９５０
年１月２日，鉴于当时由青海、新疆进藏困难较大，毛泽东决定改由西南局担负进
军及 “经营”西藏这一光荣而艰苦的任务，并建议入藏部队 “三年一换，以励士
气”。⑤ 毛泽东缘何如此建议？一则因为西藏相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导致进藏人员在
藏工作时间过长易患各种高原病，在藏时间过短又会因不太熟悉环境而难以开展工
作；二则源于清政府驻藏大臣和驻藏清军官兵亦是三年轮换，可谓有 “历史定制”；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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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则体现了毛泽东对进藏部队官兵的 “关怀”。① 但是，当时西藏与祖国内地之间山
高路险、交通不便，驻防１２０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长达４０００多公里边境线的进藏
部队 “三年一换”存在客观困难。

西藏和平解放初期特殊的政治军事形势，更使进藏部队官兵无暇换防，只能一
手握枪，安心边防；一手拿镐，开荒生产，自力更生，团结西藏各族群众，建设边
疆。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３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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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 《十七条协议》）虽在北京签字，但国际反华势力勾结西藏地方分裂
主义分子妄图破坏协议的阴谋活动并未停止；印度趁机派遣部队，向非法的 “麦克
马洪线”推进；西藏的阿乐群则等人组织 “人民会议”，散发传单，叫嚣西藏 “独
立”；一些反动分子阻止西藏各族群众卖粮食给解放军，狂妄宣称： “解放军不走，

饿也要把他们饿走。”② 鉴于此，毛泽东 “感到 ‘三年一换’无法实现，便很快放弃
了这一设想”，③ 并于９月１３日致电邓小平，提出入藏部队的当前任务是 “生产与
筑路并重”，“即令甘孜到拉萨沿途所驻部队……在生产季节以较多的人从事生产，

在其他季节则以全力筑路”。④

纵观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历史关系，自唐宋以来虽然历朝中央政府通过资助
“蕃学”、茶马互市、赈济 “蕃民”、减免赋税、鼓励垦荒、修筑道路、建立驿站、补
助财政、政治封赏等措施建设西藏，⑤ 但都未能实现西藏与内地的同步发展。尤其
是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扰和西藏顽固守旧分子的破坏，一些建藏的政
策、措施和计划更是付之流水。

因此，如何建设西藏、实现西藏与内地各民族间事实上平等的历史重任，便落
在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９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
议通过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明确规定：中国 “各民族一律平等，

实行团结互助”，“人民政府应帮助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

教育的建设事业”。⑥ 自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从党的民族理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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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建设和西藏客观实际出发，自上而下提出了实现西藏与内地各民族真正平等的长
期建藏思想，并在建藏实践中不断加以丰富。一是中央长期帮助西藏进行政治、经
济和社会文化建设。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８日，毛泽东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时指出：“共产

党实行民族平等，不要压迫、剥削你们，而是要帮助你们，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
展经济和文化。”① １９５５年９月４日，中共中央又专门致函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委员
会 （以下简称 “西藏工委”），指出：“我们党在西藏地区的任务也就是这样，必须

用长期的帮助来实现西藏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事实上的平等。”② 二是长
期建藏主要依靠西藏各族干部群众。１９５３年１０月１８日，毛泽东与西藏各界代表谈

话时指出：“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发展”，主要依靠西藏各族干部群众，
“中央只是帮助。这点是在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里写了的”。③ 一方面希望西藏
各族干部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另一方面按照 《十七条协议》处理中央与西藏

地方关于西藏建设事务中的权利和义务。三是遵循 “慎重稳进”的方针长期建藏。④

１９５４年１０月９日，毛泽东同十四世达赖喇嘛谈话时，指出中央帮助西藏进行建设，

“是不能性急的，性急反倒慢了，不性急反倒会快”，要培养人才，有计划地、逐步
地创造改革条件，“进行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工作”。⑤

随着西藏经济社会各方面建设的全面展开，进藏部队官兵也自下而上地萌发了

扎根西藏、建设边疆的思想，逐渐放弃了 “三年一换”的想法。⑥ “三年一换”虽在
进军西藏之初起到过 “以励士气”的作用，但容易造成个别官兵产生 “早进早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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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０年２月１５日，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第二野战军司令部联合发出 《解放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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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急躁情绪，导致他们在工作中贪多求快、忽视质量；或者敷衍了事，“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等消极思想与行为。① 负责进藏重任的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及时发现了
这一问题，并从西藏建设是国家建设的一部分，以及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都应积极
参加国家建设的角度，动员进藏部队官兵投身长期建藏，树立改变西藏贫穷落后面
貌的勇气和信心。他指出：不仅我们现在要建设西藏，今后国家还将选派更多的人
才进藏建设，“不然的话，你来我走，一百年过后，西藏还是个贫穷落后的样子，怎
么能行呢？”② １９５２年１２月１日，张国华在西藏军区第一届党代表会议上，指出树
立长期建藏思想的 “基本目的是打破 ‘换防’的情绪……以积极的态度从事解放西
藏、建设西藏、巩固国防的各项工作”，要求进藏部队官兵开展长期建藏思想教育活
动。③ 驻守亚东前哨某团团长郄晋武、政委杨军带领全团官兵联名上书毛泽东，声
明 “愿终身为西藏建设事业而奋斗”，表达了长期建藏的决心。④

正是在这种正确思想的指导下，进藏部队官兵、工作人员与西藏各族干部群众
一起，埋头苦干，艰苦创业，掀起了西藏经济建设高潮。一是开荒生产，自力更生。

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后，为缓解粮荒危机，发扬延安大生产运动精神，开展了大规
模开荒生产运动，到１９５４年开荒６．１万亩，植树１５万株，兴修水渠１１０条，不仅
实现了粮食部分自给、蔬菜基本自给的目标，⑤ 而且建立了一批颇具影响的现代农
场，如澎波农场。⑥ 二是农牧业科技改良与推广。拉萨的 “七一农场”、“八一农场”

等，既进行农作物的试种、培植和生产，也开展农业技术培训和农机设备改良。如，
“七一农场”至１９５９年引进、培育了８４种作物的８７０多个品种，同时将拖拉机、收
割机等现代生产工具引入西藏，提高西藏农业机械化程度。⑦ 三是打通入藏公路，

确保物资供应。随着川藏、青藏公路于１９５４年１２月成功通车，中央安排盛产粮油
的湖南、四川、山东、河南等省，负责供应西藏粮食和食用油；上海、天津、广州
等市，负责供应西藏日用工业品；首钢、武钢、鞍钢等，负责供应西藏金属物资和
建材，确保各类生活生产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西藏。⑧ 四是动员和组织内地工人、

技术人员进藏，创建西藏现代工业基础体系。１９５５年３月９日，国务院决定在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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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涛、李小兵：《进藏部队西藏工作政策的转变和影响》，《军事历史》２０１１年第２期。
魏克：《长期建藏思想的提出和重要意义》，《中国藏学》１９９１年第３期。
赵慎应：《张国华将军在西藏》，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０４页。
魏克：《长期建藏思想的提出和重要意义》，《中国藏学》１９９１年第３期。
多杰才旦、江村罗布主编：《西藏经济简史》，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

７７页。
阿彤：《新的里程　新的希望———澎波农场兴办家庭农场见闻》，《中国农垦》１９８５年第

９期。
乔元忠主编：《全国支援西藏》，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３５、１３６页。
《西藏自治区概况》编写组、 《西藏自治区概况》修订本编写组： 《西藏自治区概况》，
北京：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６７１页。



建立发电厂、皮革厂、铁工厂等，① 重点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当时西藏第一化工厂

的硼砂效益良好，不仅为国家偿还抗美援朝时期所欠的苏联债务，而且使人们看到

开发西藏资源的希望。② 上海市将所属毛麻纺织品公司及其他几个小厂的机器设备、

人员等整体搬迁西藏，创建林芝毛纺厂，发展西藏毛纺织工业。③

西藏经济建设的初步成就，为西藏社会制度变革奠定了基础。据统计，西藏粮

食产量从１９５２年的３１０６７万斤，到１９５６年增至３３５７３万斤；牲畜头 （只）数从

１９５２年的９７４万头 （只），到１９５８年增至１１０４万头 （只）；工业总产值从无到有，

到１９５８年达４５００万元，公路通车里程达５６４８公里。④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

西藏上层反动农奴主集团不仅不顺应历史潮流，反而于１９５９年３月发动武装叛乱，

抵制任何可能的社会变革。中央政府一边平叛，一边实行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延

续千年之久的西藏封建农奴制，扫清了西藏社会制度变革的最后一道政治屏障，使
“坏事变成了好事”。⑤ 到１９６０年底，西藏建立１个市、７个专员公署、７２个县、

２８３个区级行政机构、１００９个乡级政权，基层干部４４７０人。⑥ 西藏的 “领导者已不

再是一小撮僧人、农奴主和领主，经过民主选举的劳动者掌管着全区从乡村到城市

的各种事务”。⑦ １９６５年９月，西藏自治区成立，标志着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的真正

实现。“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 “文革”）期间，西藏在曲折中完成对农牧业、手

工业、工商业的改造，走向了社会主义道路。⑧

与此同时，中央为保证长期建藏工作持续有序开展，还不断地选派干部和技术

人员进藏工作。如，卫生部几乎每年抽调医疗人员进藏工作，并以各种形式选派进

藏医疗队，培训藏族医疗工作者，配合进藏部队就地转业的医护人员，创办西藏自

治区人民医院及各地的一些医疗机构。⑨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西藏的医疗机构已

·０９１·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７年第７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国务院关于帮助西藏地方进行建设事项的决定》（１９５５年３月９日），中共中央文献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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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到乡一级，一些村也有了医生或卫生员，初步建立了现代医疗卫生体系。再如，

教育部于１９５６年７月下发 《关于抽调初中、师范教员和教育行政干部支援西藏的通
知》，决定从内地省市选派教师和视导员支援西藏教育事业。其后，仅１９６０—１９６６
年就有４００余名内地师范毕业生进藏任教。１９７４年４月２６日，国务院批转国务院
科教组 《关于内地支援西藏大、中、专师资问题意见的报告》，强调要切实做好支援
西藏师资工作。① １９７６年教育部安排内地１０所高校，为西藏代培４３９名中学教师。

这种支援师资和代培教师相结合的方式，促进了西藏教育事业的发展。② 到１９７８
年，即 “西藏和平解放２８年来，中央从全国调派３００００多名干部到西藏工作……约
有１３０００名在藏工作１５年以上，有的已达２８年”。③

正因为各方面多措并举，进藏部队官兵及工作人员虽然在西藏的生活工作环境
异常艰苦，但他们建设西藏的革命信念却得到不断巩固，真正做到了 “长期建藏、

边疆为家”。“在拉萨，你可以遇见操着四川、青海、北京、上海等地口音的汉族工
人、技术人员和机关干部。全国各地都派遣了优秀分子来支援边疆建设。高原生活
相当艰苦，但是进藏工作人员的情绪都很饱满。他们的口号是 ‘长期建藏’。”④

１９６５年９月，张国华在西藏自治区首届人民代表大会上表示，“十五年来，进藏干
部绝大多数树立了长期建藏、以边疆为家的革命思想”。⑤ 西藏各界欢迎进藏知识青
年而赠送的针线包，就绣着 “长期建藏、边疆为家”的字样，⑥ 反映了长期建藏思
想已深入人心。西藏错那县人委农牧科科员袁书洲认为，“需要在艰苦的环境里锻炼
自己，从斗争中树立长期建藏思想”，只有 “学会藏语，才能更广泛地联系群众，团
结本地干部，共同搞好工作。我体会这也是考验自己是否树立长期建藏思想的关键
之一”，时刻以 “长期建藏、边疆为家、艰苦为荣的革命思想”严格要求自己。西藏
自治区党委也要求各级干部 “高举长期建藏的光辉旗帜，不断地巩固、树立长期建
藏、边疆为家、艰苦为荣的革命思想，在西藏扎根、开花、结果”。⑦

综上所述，西藏和平解放与民主改革时期的长期建藏思想，是国家坚持慎重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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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方针建设西藏的基本方略，是进藏部队官兵与工作人员扎根西藏、建设西藏的指

导思想。首先，长期建藏思想要求进藏部队官兵与干部、工人等各类人员在藏安心

工作，以积极姿态巩固国防和增强民族团结。因此，他们响应党的号召，自觉扎根

西藏，为建设西藏 “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① 留下了今天仍活跃于西

藏建设各条战线的所谓 “藏二代”、“藏三代”等 “后来人”。其次，长期建藏思想涵

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但在西藏和平解放初期重在发展经济和推动西藏

社会制度变革。西藏经济建设起步之后，经过民主改革、西藏自治区成立、走向社

会主义道路三部曲，基本完成政治建设的核心内容，此后的政治建设一方面是对民

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补充与完善，另一方面是开展反分裂斗争建设，维护西藏社会稳

定与民族团结。最后，新中国成立初期外有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和应对美苏争霸世界

的战争威胁，内有发展国民经济的压力、西藏上层反动农奴主的分裂破坏活动，故中

央帮助西藏建设以供给物资和人力支援为主。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

升和沿海省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口援藏兴起并逐渐成为长期建藏的重要方式。

二、长期建藏与对口援藏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全国范围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

中央和西藏地方开始反思 “文革”期间的建藏政策与措施。西藏自治区党委指出内

地进藏人员长期在藏工作，对其个人身体、家庭、婚姻、养老等造成一些实际困

难，② 向中央请求内调、轮换进藏干部。１９８０年５月，中央工作组赴藏调研后，决

定：“汉族干部留下１５％不走，其余的调回内地。”这样，从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８３年，西

藏分三批内调干部、工人及其家属子女约８万人，但内调的组织和思想工作未跟上。

如，西藏动员干部、职工内调时大谈 “走的光荣”，未强调留下来是长期建藏工作的

需要，甚至认为 “走得多，走得快”是思想解放，以致确定走的有怨言、留的有后

顾之忧，造成一定的思想混乱，影响了西藏正常的工作秩序。同时，由于热爱西藏、

熟悉西藏的领导骨干和业务技术骨干大批内调，仓促之间无人顶替，导致不少医院的

医疗器械无人会用，畜病防治工作几乎无法开展，甚至有的单位连工资都发不出。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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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原党委书记陈奎元指出：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的前几年，大批干部、职工仓
促内调……当地干部难以替补，贻误了西藏的建设事业”，使 “本来较为融洽的民族
关系，也发生逆转，助长了不安定因素的发展”，对长期建藏工作造成了严重
影响。①

鉴于此，中央决定一方面压缩内调干部、职工的比例，吸引大中专毕业生进藏
工作；另一方面从内地省市抽调干部对口援藏、定期轮换，以解决长期建藏干部职
工的轮换问题和向西藏注入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型人才。１９８３年初，中央规定大中专
毕业生自愿赴藏工作，不仅入藏后工资向上浮动一级，且在藏工作满八年后，可根
据个人自愿调回原籍。② 这一优惠的进藏工作政策吸引了不少大中专毕业生进藏工
作，为建藏事业输入了新鲜血液并增添了勃勃生机。同年８月３日，中央下发 《中
共中央组织部、劳动人事部关于为西藏选派专业技术干部的通知》，决定从各部委和
内地沿海省市为西藏选派一批专业技术干部，并规定干部三年一换。③１９８８年中央
再次发出 《关于为西藏选派干部的通知》，决定专业技术干部在藏工作时间为三年，

党政干部在藏工作时间为五年。④ １９９４年７月，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具
体对口援藏办法后，规定援藏干部三年一换。⑤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２日，中共中央组织
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 《对口支援西藏干部和人才管理办法》，规定：“担
任党政领导职务的援藏干部和人才，在西藏工作时间一般为３年；专业技术干部和

人才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掌握，一般为一年半左右。”⑥ 不管是三年五载，还是一年
半载，对口援藏干部和人才的一个显著特点是 “定期轮换”。

对口援藏是改革开放后中央探索建设西藏的新方法，目的是通过内地干部、人
才、资金、技术、项目等方面对口援助西藏，加快西藏经济社会发展。１９７９年４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在第二次全国边防工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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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的形势和请求中央解决的问题》（１９９４年２月），陈奎元：《西藏的脚步》，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３１页。
参见乔元忠主编：《全国支援西藏》，第１０３页；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
著：《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 （１９４９—２００４）》第２卷，第６２１—６２２页。
《中共中央组织部、劳动人事部关于为西藏选派专业技术干部的通知》 （１９８３年８月３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编： 《西藏工作文献选编 （一九四
九—二〇〇五年）》，第３５６—３５７页。
乔元忠主编：《全国支援西藏》，第９５页。
据笔者观察，援藏干部在藏时间原则上规定为三年，但在具体执行中有的延长三年，
转入下一批，甚至继续延长或直接调入西藏工作；有的缩减为一年半或者一年。笔者
作为中央第五批援藏干部一员，曾任职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
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对口支援西藏干部和人才管理办法》（２０１１
年１２月１２日），马新明主编：《丰碑———北京对口援藏二十年实践与探索》，北京：北
京联合出版公司，２０１４年，第２１９页。



议的报告中，建议国家组织内地省市对口支援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① ７
月，中央转批了这一报告，决定由四川、浙江、上海、天津重点支援西藏，拉开了
全国对口支援西藏的序幕。② 正如１９８７年６月邓小平与美国前总统卡特会谈时所指
出，西藏 “单靠二百万藏族同胞去建设是不够的”，中央决定 “其他省市要分工负责
帮助西藏搞一些建设项目”，目的是 “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③ 进入新世纪后，中
央对西藏的经济建设和发展更加重视。２００１年６月２５日，江泽民强调新世纪西藏
工作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 “促进西藏经济从加快发展到跨越式发展”。④ ２００６年３
月，胡锦涛提出要 “在科学发展的轨道上推进跨越式发展”，促进西藏经济又好又快
发展。⑤ 无论是 “加快西藏发展”，还是推进西藏 “跨越式发展”，都属于超常规发
展，需要中央采取特殊的扶持政策。

从１９８０年至２０１０年的３０年间，中央召开了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不仅赋予西藏
一系列特殊的优惠政策，而且对口援藏力度、规模不断加大。１９８０年３月，第一次西
藏工作座谈会主要赋予西藏一些特殊的优惠政策和灵活措施。⑥ １９８４年２月至３月，

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立了由北京、上海、福建、山东等九省市援藏４３项工
程，⑦ 以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２０周年，由此 “援藏”一词开始流行。⑧ １９９４年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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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义·艾买提：《卓越的民族工作领导人———乌兰夫》，《人民日报》１９８９年１月２６
日，第５版；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 《国家民委民族政策文件选编 （１９７９—１９８４）》，
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２４２页。
杨富强：《改革开放以来援藏政策实践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２００７年，第１９页。
邓小平：《立足民族平等，加快西藏发展》（１９８７年６月２９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 （一九四九—二〇〇五年）》，第３９７—

３９８页。
江泽民：《促进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２００１年６月２５日），中共中央文献
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 （一九四九—二〇〇五年）》，
第５５１页。
朱晓明：《西藏前沿问题研究》，第１６８—１６９页。
《中共中央关于转发 〈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１９８０年４月７日），中共中央文
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 （一九四九—二〇〇五年）》，
第３０６—３０８页。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著： 《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 （１９４９—２００４）》
第１卷，第４０７页。

１９５２年５月２３日，《人民日报》发表 《向进军在康藏高原上的英雄部队致敬》，首次出
现 “援藏”一词，但此后至 “文革”结束的２４年间， 《人民日报》仅有两篇报道中出
现过该词。“文革”结束后， “援藏”的使用频率逐渐增加，１９７８年、１９７９年和１９８１
年的 《人民日报》，出现 “援藏”的报道各有一篇，１９８２年和１９８３年出现该词的报道
各为两篇，１９８４年猛增至２１篇。参见徐志民：《当代中国学界的援藏研究述评》，《中
国边疆史地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月，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不仅确定６２项援藏工程，而且决定 “采取内地两三个省
市对口支援西藏一个地市的方法。”① 为西藏选派专业技术干部和党政领导骨干，在
当代中国的援藏事业中具有标志性意义。２００１年６月，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立

１１７项援藏工程，并将对口援藏工作扩展到原未列入受援范围的西藏２９个县，增加
援藏干部的来源部门和人数。② 尤其是部分中央企业选派援藏干部后，更是将企业
优势与当地经济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２０１０年１月，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建立了
“援藏资金稳定增长机制”，即对口援藏省市须按本省市上年度地方财政一般性预算
收入的１‰安排援藏资金。③ 援藏力度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通过持续的大规模的对口援助，西藏交通、市政、水电等基础设施落后的面貌
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如，４３项援藏工程中，能源、交通、市政类工程２０项，占投
资总额的６４．４４％；６２项援藏工程中，这三类工程项目计２４项，占投资总额的

６０．１９％；１１７项援藏工程中，此三类工程项目虽仅有２０项，但因含有青藏铁路项
目，占投资总额的比例仍在６０％以上。④ 因此，青藏铁路、拉日铁路、拉林高速公
路相继建成通车，拉林铁路、川藏铁路动工建设，滇藏铁路、新藏铁路已开启前
期筹划，西藏七个地市已有五座机场，基本建成陆路、空中的立体交通网络体系，

极大地提升了整体交通运输能力。建立了以水电为主，包含风能、地热、太阳能
等多能互补的新型能源体系，尤其是青藏、川藏电网联营工程建成投入运营，使
“西电东送”成为可能。拉萨、林芝、日喀则等市，高楼大厦林立，生活设施完
备，成为矗立在西藏高原的一颗颗明珠。拉萨市作为西藏自治区的首府，更 “是
青藏高原上的一座圣城、名城、要城、净城、新城”，是建设 “美丽西藏”的一个
缩影。⑤

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 “引擎”之一，中央各部委和内地省市通过大规模
的援藏项目与资金，大力推动了西藏经济的发展和产业升级。１９８４年至１９９１年，

仅四川、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省市与西藏签订的联合开发项目就多达９７６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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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 （一九四九—二
〇〇五年）》，第５８９页。
朱维群：《以科学发展观推动对口援藏工作———在 “科学援藏湖北经验解读理论研讨
会”上的讲话》，《人民论坛》２０１２年第Ｓ１期。
《表５　４３项工程一览表》、《表６　６２项工程一览表》、《表７　１１７项目一览表》，靳薇：
《西藏援助与发展》，第３０９—３１９页。
齐扎拉：《北京援藏助推拉萨跨越发展与长治久安》，马新明主编：《丰碑———北京对口
援藏二十年实践与探索》，第３页。



从而使西藏新增产值３８．４４亿元，新增税利８．１亿元。① 西藏 “一江两河”中部流
域综合开发建设规划于１９９１年被列入国家 “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项目，经过持
续不断的投资和建设，目前已成为西藏主要商品粮基地、副食品生产基地、畜牧
业养殖基地和农业科技推广示范基地。②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农业部在西藏措
勤、安多等１２个县，从１９９５年实施牧业开发示范工程，四年时间 “完成人工
种草２．８万亩，改良草地１８．６２５万亩……技术培训３０８６人次，草场开发打井

１０５眼，开发利用草场６３０万亩”，取得较好的经济社会效益。③１９８４年以来，

西藏经济长期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④ 到２０１２年西藏生产总值突破７００亿元，人
均ＧＤＰ突破２万元。⑤ 西藏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一、二、三产业比重，从

１９８０年的５３．５％、２５．２％、２１．３％，到２００５年变为１９．１％、２５．３％、５５．６％。⑥

此后，西藏第一、二、三产业的比重虽有变动，但三、二、一的产业结构类型基本
稳定下来。

对口援藏还极大地促进了西藏社会文化事业建设的进步与发展。首先，西藏
率先实现城乡免费义务教育。１９８５年以来，西藏对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实行
包吃、包住、包学习费用的 “三包”政策。同年，中央决定在内地１６省市开办西
藏班，在北京、兰州和成都开办西藏学校。２０１０年９月，内地４２所国家重点中
等职业学校开设西藏中职班，由财政部和西藏承担学生的学习、生活、交通等费
用，直接为西藏培养实用技术人才。⑦ 其次，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促进西藏文化
事业繁荣。西藏已基本实现地市有博物馆、群众艺术馆和图书馆，县有综合文化
活动中心，乡有文化站。“十一五”期间，国家大力推进 “以扩大西藏、新疆等边
疆民族地区广播电视覆盖为重点”的 “西新工程”，⑧ 使西藏广播电视综合人口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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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永青巴姆、王巨荣、张红编： 《藏事要闻 （１９４９—２０１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
社，２０１３年，第５３７—５３８页；索穷编著： 《绽放吧，雪莲花———西藏青少年内地求学
记》，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６８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０６年第３期。



盖率达９９％。① 最后，通过医疗援藏和西藏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西藏城镇居民已

实现医疗保险全覆盖，农牧民则享受以免费医疗为基础的医疗保障制度，生活水平

与质量大幅度提高。

综上可以看出，对口援藏作为长期建藏的重要方式和组成部分，反映了中央

与全国人民希望加快西藏发展的迫切心情，而改革开放以来西藏建设的辉煌成就，

不仅证明对口援藏行之有效，而且使之大放光彩，某种程度上成为长期建藏的代

名词。１９８０年４月７日，中共中央转发 《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强调：“所有新

老进藏同志都要明确认识，调派他们参加西藏建设，是党和人民对自己的信任和

重托。这些同志一定要牢固树立长期建藏、边疆为家的革命思想……在建设社会

主义新西藏的事业中，长期发挥积极作用。”② 可见，长期建藏思想在西藏建设和

发展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１９９０年７月２３日，江泽民在西藏接见 “老西藏”、老

基层、老英雄代表时，勉励大家保持荣誉，大力发扬 “老西藏精神，安心边防，长

期建藏”。③ 曾经在西藏长期工作的 “老西藏”阴法唐、魏克等人与部分建藏、援藏

工作者，以对西藏建设饱满的热情，也一直呼吁继承和发扬以长期建藏为核心的
“老西藏精神”。２００１年６月，江泽民根据中央其他领导的意见，对 “老西藏精神”

进行了概括总结。④

“老西藏精神”提出时间虽晚于长期建藏思想，但与长期建藏思想一脉相承，长

期建藏思想是其核心内容。“老西藏”是一个相对概念，即解放军进藏初期并没有
“老西藏”一词，１９５４年后进藏者，将之前进藏者称为 “老同志”，２０世纪６０年代

进藏者称５０年代进藏者为 “老西藏”，再往后很多人把８０年代以前进藏者也称为
“老西藏”。１９９０年７月，江泽民在西藏考察期间提出学习、弘扬 “老西藏精神”，

至此 “老西藏”和 “老西藏精神”成为专有名词。进藏时任第十八军第五十二师副

政委、后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阴法唐，作为 “老西藏”的杰出代表，认

为 “老西藏精神”的 “根本”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热爱祖国、热爱西藏、长期建藏、

边疆为家的思想；二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三是自觉执行党的方

针政策，严守组织纪律的观念；四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⑤ 他特别强调，

·７９１·

当代中国的长期建藏思想

①

②

③
④

⑤

西藏自治区党委、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 《谱写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西藏篇
章》，《求是》２０１５年第１７期。
《中共中央关于转发 〈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１９８０年４月７日），中共中央文
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 （一九四九—二〇〇五年）》，
第３１１页。
魏克：《长期建藏思想的提出和重要意义》，《中国藏学》１９９１年第３期。
江泽民把 “老西藏精神”概括为 “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团结，
特别能奉献”。参见阴法唐：《“老西藏精神”论》，《西藏发展论坛》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阴法唐：《老西藏精神的根本》，《人民日报》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２７日，第１０版。



其中 “长期建藏思想是最主要的，几乎成了一个纲。树立起巩固的建藏思想，就可能
带动其他。建设西藏也不是一代人两代人的事，但必须立足于长期建藏”。① 可见，

长期建藏思想是 “老西藏精神”的灵魂。

改革开放３０余年，长期建藏思想随着西藏经济社会的巨大变化，既吸收对
口援藏的成功经验，也是对口援藏虽 “定期轮换”却连续不断的思想保障。首
先，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人才的自由流动，进出西藏的相对便利，对
口援藏的示范与影响，长期建藏思想不再强调内地进藏人员在藏工作的时限
性，② 更多的是从西藏地方建设与国家整体建设相统一的关系出发，强调长期
建设西藏的战略性、主动性、持续性。其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长期建藏思想的内容重点转向经济建设，

目的是 “加快西藏发展”、推进西藏 “跨越式发展”，为西藏政治建设、社会文
化建设和反分裂斗争奠定经济基础。最后，长期建藏思想具有西藏建设的普适
性，而对口援藏具有针对性，是长期建藏思想的特殊体现和重要方式，两者相
互结合、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了西藏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但是，随着改革开
放进入深水区和经济社会转型加快，经济发展不平衡、环境保护压力增大等社
会问题开始凸现出来，而这些内地同样存在的问题反映在西藏，往往容易被十
四世达赖集团和国际反华势力所利用。因此，十八大以来，中央重提长期建藏
思想，就是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大局和治国理政的高度出发，以长远
发展的眼光和长期不懈的建设，解决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难点和问题，实现
西藏与内地共同繁荣发展的奋斗目标。

三、长期建藏思想的新定位

２０１３年３月９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西藏代表团审议
时，明确提出 “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战略思想，③ 突出强调 “治边稳藏”的
特殊意义和重要地位。有学者分析认为，“治边稳藏”不仅事关民族团结、科学发展
和改革开放事业，而且关乎国家的能源安全、生态安全和国防安全，体现了西藏工
作的极端重要性。④ 习近平总书记正是 “基于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准确判断和对历史
现实的正确把握”，提出 “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战略思想，这是 “对党在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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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法唐：《“老西藏精神”论》，《西藏发展论坛》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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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再凝结与再认识”。① 因此，全面加快西藏发展，实现与内地共同繁荣，不仅
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而且是加强民
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必然要求。

但是，当前仍有不少因素制约着西藏的繁荣发展与 “治边稳藏”目标。首先，

西藏社会主要矛盾和特殊矛盾的长期性。西藏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各族人民日益增长
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
矛盾在西藏地方的反映，决定了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建设西藏的根本任务是发
展社会生产力。同时，各族人民同以十四世达赖集团为代表的分裂势力之间的特殊
矛盾在西藏也将长期存在。２０１４年７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
建柱在西藏调研期间指出：“要深刻认识反分裂斗争的长期性”，“始终把反分裂斗争
作为西藏发展稳定的首要政治任务”。② 其次，“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的敏感性
与复杂性。西藏现有３１２万余居民，③ 分属４０多个民族，任何可能的人民内部纠纷
都会被国际反华势力和地方分裂主义势力诬蔑为 “民族问题”。西藏宗教氛围浓厚，

信教群众人数较多，国际反华势力支持十四世达赖集团借机向境内渗透，蓄意制造
“宗教问题”，破坏西藏安定团结与和谐发展。最后，实现发展与稳定两大任务的艰
巨性。西藏社会发展程度总体较低，加之国际反华势力和地方分裂主义势力的破坏
与捣乱，实现西藏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长期建藏。

２０１５年８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系统总结了西藏
和平解放６０多年来党的治藏方略，提出西藏工作必须坚持 “依法治藏、富民兴藏、

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的重要原则，将长期建藏提升为西藏工作的重要
原则之一，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他指出，长期建藏就是坚持慎重稳进方针，一
切工作从长计议，一切措施具有可持续性。④ 这一长期建藏思想既兼顾当前与长远、

需要与可能、国际与国内的关系，又切忌处理问题简单化，不能急于求成；既是对
历史上长期建藏思想的总结、继承和反思，也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 “依法治藏、长
期建藏、争取人心、夯实基础”方针⑤的丰富和发展。因而思想层次更高，覆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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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７月２４日，第４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西藏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２０１５年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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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广，已不仅仅要求内地进藏工作者，而且涵盖西藏各族干部群众。“依法治藏、

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五项重要原则，相辅相成，有机联
动，而长期建藏排位居中，承前启后，是实现西藏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重要
“保证”。①

长期建藏，需要奉献精神。西藏和平解放以来，进藏部队官兵和各类工作人员
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甘于奉献，主动扎根西藏、建设边疆，形成了长期建藏、边
疆为家思想。中央驻藏代表鉴于西藏环境艰苦的实际情况，“经常教育汉族干部要以
苦为荣，树立长期建藏的思想”。② 西藏自治区党委 “要求一切进藏的工作人员都应
发扬以艰苦奋斗为荣、长期建藏的光荣传统，切切实实帮助当地少数民族搞好经济、

文化建设”。③ 阴法唐则认为：“长期建藏，两不怕；艰苦创业，守政纪”的 “老西
藏精神”，已 “成为西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和重要力量源泉”。④

可以说，在自然环境艰苦、物质条件落后、人文环境陌生，且家分几处、身受器质
性影响而代偿机制不清楚的情况下坚守高原，长期建藏，拼的是奉献，靠的是精神。

所以，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 “在高原上工作，最稀缺的是氧气，最宝贵的是精
神”，希望广大党员、干部发扬优良传统，扎根西藏，艰苦奋斗。⑤ 因此，我们要认
真组织和宣传长期建藏的先进人物、典型事迹，大力弘扬 “老西藏精神”，形成长期
建藏的社会氛围，为吸引全国各地优秀人才进藏建设提供精神动力。

长期建藏，关键在人。目前，长期建藏者主要包括以下四大群体。一是进藏人
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西藏和平解放以来，他们一直是西藏革命与建设的参与
者，不少人就地转业，直接参加西藏各项建设事业。２０１４年，西藏实施 “转业军人
扎根基层”计划，８０００名驻藏部队退役士兵入列西藏乡镇公务员队伍，⑥ 尝试建立
转业军人长期建藏、扎根基层的长效机制。二是响应党的号召进藏的建藏、援藏工
作者。内地建藏工作者在西藏工作一段时间或退休后大部分返回了内地；援藏工作
者或定期轮换，或完成援藏任务后返回内地，但也有人主动申请调入西藏工作，成
为相对长期的建藏工作者。三是内地进藏创业、务工、经商等建设者。随着西藏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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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建设、民族特色产业开发、经贸物流发展和观光旅游兴起，内地各类人才或
以资金、或以技术、或以经验等赴藏工作与生活。他们人数多、分布广、流动性大，

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四是西藏当地的各族干部群众，既包括藏族
和其他少数民族，也包括长期在西藏生活、扎根的汉族。他们是长期建设西藏的主
体，是维护西藏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的社会基础。

长期建藏，既要发挥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的主人翁精神，也要发挥内地进藏、援
藏人员的积极推动作用，汇成长期建藏的巨大合力。这需要大力培育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促进各族人民相互了解、相互帮助、相互欣赏、相互学习，加强彼此之间
的交往、交流、交融。① 但是，国际反华势力和十四世达赖集团顽固地坚持民族隔
绝立场，打着保护文化和环境的旗号，以所谓 “移民”问题抹黑中国共产党的西藏
政策，在西藏历次骚乱和打砸抢事件中高呼 “驱汉”口号，② 影响内地人扎根边疆、

建设西藏的信心，干扰长期建藏工作。因此，内地人能否在西藏长期建设和生活，

不断巩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社会基础，不仅是我们与十四世达
赖集团、国际反华势力斗争的一个关键点，而且事关西藏的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

事关长期建藏的成败。

长期建藏，既要鼓励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到内地学习、工作和生活，也要建立和完
善内地人进出西藏的长效机制。为此，西藏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鼓励西藏籍高校毕
业生到对口援藏省市或中央企业就业，鼓励西藏各族群众到内地就学、经商、旅游、

定居；同时完善援藏人才引进、使用和激励机制，鼓励优秀援藏人员长期留藏工作。③

习近平总书记也特别指出，要搞好对口支援西藏工作，优化援藏干部人才结构，把
优秀人才选派到条件艰苦和情况复杂地区去磨练意志，增长才干。④ 因此，建立和
完善干部进出藏制度，首先要优化西藏的藏汉干部比例，使汉族干部与藏族及其他
少数民族干部总体保持 “三七开”的比例，保留一支稳定的长期建藏队伍；⑤ 其次，

要加强西藏与内地干部的交流任职制度，建立干部进出藏的良性循环机制；再次，

要探索长期建藏干部政治、经济待遇逐步提高的长效机制，拓宽其出藏培训、晋升
渠道，努力营造更好的用人、留人环境与机制；最后，要创立一种褒扬长期建藏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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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　加快西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伐》，《人民日报》２０１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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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　加快西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伐》，《人民日报》２０１５年

８月２６日，第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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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论坛》２００１年第４期。



作者或以其他形式为西藏发展作出突出贡献者的荣誉制度。这种荣誉制度不仅仅指
向机关企事业单位建藏援藏人员、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官兵，而且包括遵循市场机
制进藏创业、经商、务工等各类建设者。

长期建藏，应保持战略定力，持之以恒，既立足当前又放眼长远，避免临时性
政策、措施的干扰与影响，形成一系列配套的长效机制。长期建藏主要解决的是影
响和制约西藏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的深层次、根本性问题，既不能急躁冒进，也不
能坐等其成，或者因为时间久了就产生麻痹和懈怠思想，要始终保持工作激情，谋
长久之策，行固本之举。我们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既要制定长远规划和中长期目
标，又要推动相关领域的快速发展和跨越式发展；对反分裂、反渗透斗争，既要建
立快速反应机制，又要制定全面、长期的应对方案；① 对宗教工作，既要教育、引
导西藏信教群众认清十四世达赖 “和平”、“非暴力”的假象与本质，鼓励藏传佛教
界大力弘扬历代高僧大德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② 又要推进寺庙管理长效机制建设；

对民族工作，既要广泛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活动，③ 又要建立保障各族群众交往、交
流、交融的政策、法律体系和制度平台。长期建藏是全面建藏，只有各个领域的
建藏工作形成相对完备的长效机制，才能确保其在科学、高效、法制的轨道上顺
利前行。

十八大以来，中央认真分析西藏存在的突出问题，运用系统思维，继承党的西
藏工作的优良传统，重新强调长期建藏，并将之列入党的治藏方略，赋予其前所未
有的重要地位。重申长期建藏，是对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党的建藏思想的继承、反思
和发展，并升华为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和内地进藏人员建设西藏的一种自觉意识和精
神力量；同时，作为长期建设西藏实践的产物，长期建藏被提升为西藏工作的一项
重要原则。具体而言，一是长期建藏思想作为国家建设、发展西藏的指导思想和战
略规划，既高屋建瓴、时不我待，又脚踏实地、循序渐进，强调在坚持慎重稳进方
针前提下，本着一切工作从长计议、一切措施具有可持续性的精神，标本兼治，长
短结合，推动西藏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二是长期建藏思想既注重物质文明建设
也关注精神文明建设，必须物质建藏与精神建藏并重、民生建设与民心建设并举，

以改善民生和凝聚人心作为其出发点和落脚点。三是长期建藏思想要求每位西藏建
设者不论在藏时间长短，都不能有 “临时”观点和 “做客”思想，都应以主人翁精
神建设美丽家园，为实现西藏与祖国内地的共同繁荣发展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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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
理论运用到长期建设西藏的具体实践，并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充
实、丰富和完善长期建藏思想。从 “长期建藏、边疆为家”到 “加快西藏发展”、推
进西藏 “跨越式发展”，再到重申长期建藏，强调西藏一切工作从长计议，一切措施
具有可持续性，反映了中央对如何建设与发展西藏的认识不断深化。西藏和平解放
以来的建设史表明，长期建藏作为党的西藏工作的指导思想和重要原则是正确的，

成效是明显的。据统计，西藏自治区生产总值从２０１０年以来每年以百亿元的规模递
增，２０１５年突破１０００亿元；① 西藏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２２０１６元、７３８７元，

分别是１９７８年的３８倍、４２倍；所有行政村全部通电、通路率达９９．１４％。② 西藏
人均预期寿命６８．２岁，是西藏和平解放初期的两倍。据 “ＣＣＴＶ经济生活大调查”

结果显示，拉萨市曾连续五年被评为中国幸福指数最高的城市。③ 那曲镇煤矿退休
工人索朗边巴说 “好，就是好，没法用语言形容”，④ 对现在的生活非常满意。人民
群众的满意是对长期建藏思想与政策的最好肯定。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从 “治边稳藏”的大局出发，系统总结和继承党的治
藏方略与优良传统，重申长期建藏，凸显了党在西藏长期执政的坚定底气，有利于增
强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和内地进藏人员长期建设西藏的信心，有利于展现西藏建设与发
展的良好国际形象，有利于增强对海外藏胞的感召力和吸引力，有利于分化瓦解十四
世达赖集团和批驳国际反华势力对中国西藏政策的污蔑。因此，我们必须以加强民族
团结、维护祖国统一作为西藏一切工作的着力点和着眼点，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开展
长期建藏的内涵、理论、政策、法律和制度研究，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西藏工作系列讲话的重要精神，以统一思想、明确责任、抓住重点、解决难点，

在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引领下，扎扎实实做好长期建藏
工作，全面推进西藏与祖国内地之间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责任编辑：耿显家〕

·３０２·

当代中国的长期建藏思想

①

②

③
④

《西藏自治区 “十三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西藏日报》２０１６年４月

２４日，第１版。
西藏自治区党委、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 《谱写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西藏篇
章》，《求是》２０１５年第１７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西藏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２０１５年４月。
陈沸宇、孔祥武等：《援藏２０年　高原生巨变 （援藏２０年　高原展新颜）———１７省市
对口支援西藏记事》，《人民日报》２０１４年８月２１日，第４版。



ｏｆ　ｔｒｕｔｈ　ｖａｌｕｅｓ，ｅｔｃ．

（９）Ａｒｔｉｆａｃｔｓ　ａｓ　Ｒｉｔｕａｌ：Ｗｉｔｈ　ａ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Ｙａｎ　Ｙｕｅｚｈｅｎ·１６１·

Ａｒｔｉｆａｃｔｓ　ｂｅａｒ　ｔｈｅ　ｍｅｍ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ｒｉｔｕ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Ｆｉｒｓｔｌｙ，ｔｈｅ　ｍｕｓｉｃ　ａｎｄ　ｄａｎｃｅ　ｒｉｔｕａｌｓ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ｖｏｋｅ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ｕｓｉｎｇ　ａｒｔｉｆａｃｔｓ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ｈａｒｍｏｎ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ｖｉｎｅ　ａｎ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ｅｏｐｌｅ，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ｎｇ，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ｍｅｍ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ｒｉｔｕａｌ　ｍｕｓｉｃ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ｅｃｏｎｄｌｙ，ｎａｍ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ｉｎ
ｔｈｅ　Ａｘｉａｌ　Ａｇｅ　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ａｃｔｓ　ｔｈａｔ　ｗｅｒｅ　ｕｓｅｄ　ｉｎ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ｅｔｈｉｃ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ｏ　ｏｎ，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　ｔｈｉｒｄｌｙ，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Ｈ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ｏｎ，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ｓｃｒｉｂｅｄ　ａｒｔｉｆａｃｔｓ　ｗａｓ　ａ　ｂｒａｎ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ｉ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Ｈｅａｖｅｎ，Ｅａｒｔｈ，ｍａｎ，ｅｖ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ａｂ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ｆｏｒｍｓ　ｅｘｈｉｂｉｔ，ｎａｒ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ｓｕｍ　ｕｐ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ａｃｔｓ．Ｔｈｅ　ａｒｔｉｆａｃｔｓ　ｌｅｆｔ　ｂｙ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ｈａｖｅ　ａ　ｎｏｎ－
ｓｔａｔｉｃ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ｔｈｅｉｒ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ｅｓ　ｂｅａｒ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ｍ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ｌａｔｅｎｔ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

（１０）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Ｔｉｂｅｔ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Ｘｕ　Ｚｈｉｍｉｎ·１８５·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ｐｅａｃｅｆｕｌ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ｉｂｅｔ　ｉｎ　１９５１，ｔｏ　ｓｈａｋｅ　ｏｆｆ　Ｔｉｂｅｔ’ｓ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ｂａｃｋｗａｒｄ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ｍａｋｅ　ｉｔ　ｐｒｏｓｐｅｒ　ａｌｏｎｇ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Ｍａｏ　Ｚｅｄｏｎｇ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ｎ　ｅｔｈｎｉｃ　ｉｓｓｕ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ｉｂｅｔ，ｇａｖｅ　ｕｐ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ｉｅｒ　ｐｌａｎ　ｏｆ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ｏｏｐｓ
ｇａｒｒｉｓｏｎｉｎｇ　Ｔｉｂｅｔ　ｅｖｅｒｙ　ｔｈｒｅｅ　ｙｅａｒｓ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ｍｏｒａｌｅ，”ａｎｄ　ｂｅｇａｎ　ｔｏ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ａ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Ｔｉｂｅｔ　ｔｈａｔ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ｏｏｐｓ　ｔｏ　ｔａｋｅ　ｒｏｏｔ　ｉｎ
ａｎｄ　ｓｅｔｔｌｅ　ｄｏｗｎ　ｉｎ　Ｔｉｂｅ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ｏｒｄｅｒ　ａｒｅａｓ．Ａｆｔｅｒ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ｉｎ　１９７８，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ａｌｌ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ｏ“ｓｐｅ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ｉｂｅｔ”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ａ　ｇｒｅａｔ
ｌｅａｐｆｒｏｇ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ａｒｅａｓ，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ａｔ
ｈａｓ　ｅｎｒｉｃｈｅｄ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ａｎｄ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ｉｂｅｔ．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１８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Ｃ，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ｈａｓ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ｓ　Ｔｉｂｅｔ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ｓｉｘ　ｄｅｃａｄｅｓ，ｐｕｔｔｉｎｇ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ｔｈａｔ　ｗｏｒｋ　ｏｎ　Ｔｉｂｅｔ　ｍｕｓｔ　ｕｐｈｏｌ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Ｔｉｂｅｔ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ｌａｗ，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ｎ　ａ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ｂａｓｉ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ｓｏｌｉ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ｇｉｖｉｎｇ　ａ　ｎｅｗ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ｐｏｃｈ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ｔｏ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ｏ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Ｔｉｂｅｔ．
Ｃｌａｒｉ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Ｔｉｂｅｔ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ａｎ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ｏｕｒ　ｗｏｒｋ　ｏｎ　Ｔｉｂｅｔ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ｅｒｉｏｄ．


·８０２·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７年第７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