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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勇：西藏通过高质量发展融入周边省区研究

摘 要：西藏融入周边省区是西藏发展、落实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的一

项重要战略举措。基于资源能力相关理论，西藏融入周边省区发展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行性。当前西藏经

济社会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期，绿色发展是西藏区域融入的最大优势，协调发展是西藏区域融入的

最大政策利好，开放发展是西藏区域融入的难得契机，共享发展是西藏区域融入的进一步拓展，创新发展

是西藏区域融入的基本内涵。西藏融入周边省区还存在着种种障碍性因素，应贯彻新发展理念，通过绿色

发展捆绑生态带内各方的绿色效益，通过协调发展促进形成环青藏高原经济内外循环，通过开放发展使各

方互为经济前沿，通过共享发展建设西藏区域融入双边机制，通过创新发展带来周边协作新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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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通过高质量发展融入周边省区研究

周 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732）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

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

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

文明新形态[1]（P20）。西藏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在高质量发展中融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西藏自

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西藏经济社会进入

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期。西藏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

推进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实施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制定实施了一系列具有全局性意义

的区域重大战略，其中就包括西藏融入周边省区战

略。早在《西藏自治区“十三五”时期国民经济与社

会发展规划纲要》中就提出要积极融入内地市场。

鼓励西藏各族群众到内地就学、务工、经商、旅游。

强化西藏与周边省区的合作，主动融入川渝经济

圈、陕甘青宁经济圈、大香格里拉经济圈，加强西藏

与周边省区交界地区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创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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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与周边省区的经济文化合作方式，建立定期交流

磋商机制，加大西藏与周边省区在基础设施建设、

产业发展、生态环保等方面的合作力度。多年来，

西藏融入周边省区及经济圈发展取得了一定进展，

当前更需要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契机，通

过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深化周边省区融入工作。

一、高质量发展在西藏融入周边省区工

作中的地位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坚持以推动高质

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

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加快建设

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

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进城乡融

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

量的合理增长[1]。高质量发展既是西藏发展的要

求，西部大开发的要求，更是推动西南边疆地区发

展、长治久安的要求，同时也是推动西藏融入周边

省区，周边省区主动对接西藏发展的重要抓手，需

要对高质量发展在西藏融入周边省区工作中的地

位进行全局把握。

（一）绿色发展是西藏区域融入的最大优势

西藏是生态资源宝库，围绕绿色发展国家和社

会各界对其有许多重要定位，如“世界上最后一片

净土”“亚洲水塔”。区域生态位势高，积累丰厚，跨

区域影响范围大，价值辐射效应显著[2]。西藏作为

屏障，是周边地区气候条件稳定的基础；作为高地，

对低地地区生态发展能够发挥一定主导作用；作为

上游地区，是中、下游地区生态带的源起，左右着整

体生态格局；作为涵养地，对整个地带生态保持发

挥着调节器作用。周边省区发展事实上对西藏生

态资源形成很大依赖，比如下游对上游水资源的依

赖，生产生活对水电资源的依赖。一定地带的环境

承载力有限，经济规模受制于环境条件，西藏本土

较小规模的工业化不应被视作西藏欠发达的表现，

而应被看作产业空间对生态环境空间的让渡，是更

高层次的发展境界、现代化视野。整个环青藏高原

周边省区地带成渝双城经济圈工业化成效显著，陕

甘青宁等地工业化正在加速推进，为平衡区域整

体，推进“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的高质量

发展，西藏应错位建设，不必追求与其他地区同等

同类型的工业化。要让绿色成为西藏发展的重点

领域，最大优势，让绿色河流、绿色电力、绿色旅游、

绿色服务充分造福整个地带，从而西藏也由此掌握

区域融入的主动，而不是以经济发展的弱势在区域

融入中被动求助。

（二）协调发展是西藏区域融入的最大政策利

好

过去我们讲西藏的发展更多是区内发展，即使

涉及区外因素，也是其他各省区帮助西藏发展，无

论是区内力量还是区外力量，都只是在西藏的区域

内建设西藏，一定程度上而言，这是一种封闭式发

展思维。西藏其实还需要走出去建设，在和其他省

区共建中发展西藏，要贡献环青藏高原经济带和整

个西部，乃至全国的西藏能力。不仅是规划好区内

发展，还要统筹好区内外发展。通过高质量协调发

展，让西藏的发展眼光由内而外，更加开放化；也让

周边省区的发展更多加入青藏高原和西藏因素，促

进周边省区和西藏之间经济循环畅通，形成统一的

国内大市场。涉及西藏的协调发展有几个层次，一

是西藏区内各地的协调，属于区内层次。因为地域

广阔，人员分散，经济资源和产业不集中，区内协调

发展任务仍很艰巨。二是西藏与周边省区交界地

带之间的协调，主要是涉藏州县之间的协调，属于

边界层次。因为历史上交流频繁，彼此之间有一定

的融入，但仍存在省区间的隔阂，需要进一步建设

大香格里拉经济带。三是西藏与周边省区之间的

协调，属于省区层次。虽然省区之间彼此相邻，但

因为青藏高原高寒缺氧，天高地远，西藏首府拉萨

及区内其他经济中心区与其他省区相隔遥远，所以

邻近协调优势并不明显。但西藏要融入内地，加入

全国庞大的生产和消费体系，需要首先从周边省区

发力，所以接下来，省区层次将成为西藏区域协调

发展的重要领域，也是工作的主要着力点。只有做

好省区之间的协调发展，西藏与整个内地，西藏内

部的协调发展才有根本动力，才有强大的中介力

量，才有重要支撑。四是西藏与广大内地省区之间

的协调，属于跨区域层次。目前跨区域协调更多依

据西藏与援藏省市之间的援助机制进行，通过多年

着力推进，协调关系越来越紧密，取得了大量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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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内地产品进西藏，西藏产品进内地，经济文化

交流相对频繁，但因为彼此相隔遥远，缺少邻近便

利，所以协调推动慢，进一步协调发展的潜力有限。

值得说明的是，西藏的协调融入不是单向的，需要

基于相互之间的市场需求，资源互补，对等交易，区

域协作方展开广泛的经贸往来、社会协作。在协调

发展政策框架下，周边省区有责任与西藏对接，各

方之间有责任回应对方需求。封闭发展，关起门发

展，拒绝市场主体和要素交流往来都有违高质量协

调发展政策的初衷，这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区域协

作方中的相对弱势方西藏有效开展跨区域工作。

（三）开放发展是西藏区域融入的难得契机

20世纪 70、80年代以来，内地和西藏都着手搞

改革开放，西藏区内外改革基本上同步，但开放的

程度却有较大差异，内地不仅实现了内陆开放，更

实现了对国际开放，因为种种原因，西藏开放的步

子迈得慢，不仅内陆开放水平低，国际开放水平更

低。“南亚大通道”对接“一带一路”，是促进西藏对

外开放的重要依托，但当前因为受到周边和世界局

势的影响，西藏国际开放受到严重制约，面向祖国

内地，推进内陆开放成为西藏对外开放最有可为的

领域。在对内陆开放方面西藏历史欠账多，经济和

企业实体与内地各省区发展差距大，尤其走出去的

差距大。一个典型的表现是，各省区的劳动力、资

本、产品和服务更多进入西藏，但西藏相应的资源

要素和成品很少进入其他省区。通过强调内陆开

放式发展，能够给西藏区域融入带来两重机遇，一

是推动内地资源要素更多进入西藏，帮助西藏发

展，从而弥补中央援藏，输血式发展的某些不足。

比如在一些市场领域，国家公共项目效率低，尤其

是一些产业项目，需要主要依靠市场力量来推进，

内地资源要素更多进入西藏也相当于内地和西藏

更紧密地融合发展。二是推动西藏人力资源、劳动

力、企业家、资本、特色产业更多地进入内地，尤其

周边省区。这是西藏开放发展的重点，有利的开放

政策出台必将给西藏更广泛融入周边省区提供难

得机遇。当前西藏走出去，推进内陆开放最大的障

碍是封闭发展观念，千百年来，西藏更多只是守着

青藏高原发展，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有限的经济条

件下发展缓慢，经济难以形成积累，高原经济一直

挣扎在生存温饱线上。打破封闭走向开放才是西

藏经济发展唯一的出路，但受宗教、历史文化、思想

意识等制约，不少西藏居民宁愿固守在家，过着封

闭的穷日子，也不愿意走出去，追求开放、更加现代

化的好日子。开放发展必定能够给西藏发展带来

新风尚，要在政策宣传、资金项目支持、创业和产业

扶持上为西藏人走出高原发展创造更多机会。

（四）共享发展是西藏区域融入的进一步拓展

西藏和内地共享发展不应该仅仅限于收入分

配，转移支付，还应该向更加广大的范围内拓展，包

括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社会发展成果、生态发展成

果、制度建设成果等。在经济发展成果方面，不仅

仅是财政收入的共享，更在资源、要素，产业的共

享，特别是人才、技术、前沿先进产业的共享，比如

更多向西藏输送急需人才，帮助西藏发展适应高原

特点的技术，把新兴的互联网、生物等产业引入西

藏。社会发展成果方面，内地工业化、城市化进程

要远远快于西藏，在许多领域积累了先进经验，比

如乡村振兴、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等。此外西藏社

会还面临宗教和分裂势力干扰，如何通过现代社

区、公民社会建设破除旧观念，排除干扰，区内外可

以多交流。在生态发展方面，西藏和内地可以共享

的成果很多，比如西藏文化中的环境保护观念有利

于内地生态建设，内地环境技术和项目运作机制有

利于西藏生态建设。在制度建设方面，西藏与内地

可以共享的成果也很多，事实上西藏当前大量的制

度文本都借鉴了内地经验，内地市场制度体系、产

业发展配套制度、人才激励政策体系等，西藏都可

以立足区情，大胆借鉴。共享也不应该仅仅限于西

藏对内地成果的共享，西藏也有内地可学习之处，

尤其西藏强基惠民、抓社会稳定经验成果可以和内

地共享。共享发展强调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

力，增加高品质公共服务供给，加强和创新社会治

理，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这有利于在基本面，从普惠角度，实现西藏同包

括周边地区在内广大内地的共同发展。在共享发

展的背景下，西藏共享伟大祖国发展的荣光，中央

和相关省市援助西藏，四省援助涉藏州县的机制将

不断健全，力度将进一步加大，不断提高西藏的公

共服务保障能力，改善基本民生，推动西藏乡村振

兴，富民兴边，同时在西藏需求外溢，投资扩散下惠

及周边省区发展，带来更大的经济拉动和投资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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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3]。

（五）创新发展是西藏区域融入的基本内涵

创新既有资源要素、生产过程和产品的创新，

也有空间的创新。一方面，区域融入有创新资源培

育和技术创新内涵。区域之间交流、协作，是为了

满足各自的新需求或者说更好地满足各自的需求。

仅凭雷同的资源，或者层次低的要素，很难构建区

域之间长期协作关系。因而要有切合需要的异质

性资源或者高层次资源，异质性资源有互补机会；

高层次资源往往是稀缺的，因而较难剩余，各方往

往长期保持需求。但异质性资源和高层次资源总

量有限，尤其区域交流协作范围要不断扩大，所需

要的资源要素基础也需不断扩大，因而不能仅仅围

绕存量资源搞建设，而更要通过创新发展新的资源

基础和利用能力。可以说从长期来看，要持续推进

区域融合，创新性资源或者资源的创新利用技术才

是根本。另一方面，区域融入有空间创新内涵。空

间既是经济平台，也是一种经济要素。区域融入本

身就是一种空间的创新，必须有创新资源或者能力

作支撑。[4]（P3-12）亨利·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经济社

会的产物，空间生产包容一切的世界观和实践活

动，其产物不同于自然空间与实际空间，有三重独

特含义：一是空间包含了多重关系，任何一个社会，

从事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会生产出它自身的空

间。二是空间具有表征性，透过意象与象征而被生

产出来。三是空间通过知识与理论的诠释而被建

构出来[5]（P3-9）。西藏融入周边省区本质上是一种空

间创新，要规划好融入的空间，做好相关的区域规

划，通过空间创新，通过向空间要效益而不断拓展

区域融入的空间[6]（P249-300）。

二、西藏融入周边省区发展的现状及困境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充分肯定党和国家事

业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必须清醒看到，我们

的工作还存在一些不足，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主

要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推进高质

量发展还有许多卡点瓶颈，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强；

确保粮食、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可靠安全和防范金

融风险还须解决许多重大问题；重点领域改革还有

不少硬骨头要啃；意识形态领域存在不少挑战；城

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群众在就

业、教育、医疗、托育、养老、住房等方面面临不少难

题；生态环境保护任务依然艰巨；一些党员、干部缺

乏担当精神，斗争本领不强，实干精神不足，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现象仍较突出；铲除腐败滋生土壤任

务依然艰巨，等等[1]（P12）。这些问题在西藏也不同程

度地存在着，并制约西藏外向化发展。

（一）西藏融入周边省区发展现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五年来，我们坚持加强

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全力推进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主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蹄疾步稳推进改革，扎实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突

出保障和改善民生，集中力量实施脱贫攻坚战，大

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决维护国家安全，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保持社会大局稳定，大力度推进国防

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全方位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

交，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1]（P2-3）。雪域

高原的西藏也取得了工作的重大成就，多年来，西

藏融入周边省区发展早已经从政策主张落实到具

体实践，取得了一定进展。

一是往内地就医、求学、旅游者逐年增长。高

原基础设施条件差，尤其公共服务与内地存在较大

差距，为了利用优质的医疗资源、保健资源、教育资

源、旅游资源，西藏群众前往内地的人越来越多。

在调查中发现，无论是城市还是农牧区，群众都青

睐保健旅游探亲团，比如村民参加旅行团出西藏，

先到成都华西医院做体检，如果发现有问题，就留

下来治疗。如果没有问题，就继续旅游，到内地其

他城市。而且选择有子女求学的城市，一方面旅

游，一方面探亲。

二是往内地购房、定居生活者在增加。西藏群

众尤其拉萨等大城市群众，及公职人员群体，很多

人在成都、重庆、昆明买房置业，房源或者是西藏单

位在这些地方建造的保障房、安置房，或者通过市

场购买，后者选择余地更大，目前越来越多的西藏

居民通过市场交易在内地购房。很多人假期，或者

冬季前往内地居住，夏天高原气候较好时返回西

藏。退休后在内地长居的西藏干部群众越来越多，

甚至在内地城市形成了有浓厚西藏文化氛围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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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如成都武侯祠，还有双流的一些社区，那儿临近

机场，出行方便，人居人文环境友好。

三是往内地销售产品或者采购原材料者有所

增加。随着西藏文化和西藏产品近年在内地市场

持续升温，西藏品牌影响力越来越大，内地对西藏

产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多，很多西藏公司走出西藏，

推广产品，最典型的是藏香等西藏非遗产品，内地

众多大城市都有相关品牌商店在销售。与此同时，

西藏产品的原材料采购半径早已经超出区内，走向

周边，甚至全国，比如江浙一带都不乏西藏采购人

员身影。

四是民族团结的气氛空前浓厚。西藏人民心

向祖国，《歌唱祖国》在西藏很多地区成为了流行歌

曲，很多群众跳锅庄或者社区表演时都喜欢采用这

首歌曲。大量前往西藏旅游的内地游客越来越理

解西藏文化、尊重西藏文化，内地藏文化爱好者越

来越多。来内地的西藏群众也越来越适应内地文

化、气候，两地群众越来越内心相通。

（二）西藏融入周边省区发展困境

西藏积极融入周边省区，但同时也遭遇多方面

困境，离理想目标还有很大距离，问题突出表现在

以下方面。

一是毕业生在内地就业者较少，相关就业扶持

项目成功率低。近年，西藏体制内就业岗位越来越

饱和，公职就业机会呈下降趋势，而新毕业大学生

人数却在不断增加，需要进行就业市场分流，倡导

社会就业和市场创业，尤其是向区外转移就业。在

国家政策倡导和要求下，很多省区拿出机关单位公

务员、事业单位职工、国有企业工作岗位给西藏大

学毕业生，还有些优质民营企业拿出优质岗位给西

藏刚毕业大学生，但即使有如此利好的政策，很多

西藏年轻人仍旧不愿意出西藏就业，进入内地发展

的意愿低。

二是往内地投资创业者在增多，但增长缓慢。

近年来，“飞地经济”作为一种跨行政区域的经济发

展模式，通过规划、建设、管理和税收分配等机制，

扩大相关区域方合作广度，密切彼此经济联系，提

高协作深度，从而实现互利共赢，在许多省区发挥

了良好的跨区域协作效果。西藏自治区也希望加

强与其他省（区、市）合作，探索建设“飞地”产业园

区、跨省合作园区，相关部门也较早筹划了跨省产

业和项目合作，并在四川实施，但效果并不明显，没

有能够形成典型示范。

三是更多是内地群众融入西藏发展，较少西藏

群众融入内地发展。多年来，西藏发展吸引了众多

的内地群体，尤其以四川群众为多，川菜已经成为

西藏广受欢迎的菜肴，四川话在西藏有普通话的

“实力”；在西藏的大小城市，甚至农牧区，内地群体

的身影随处可见，但在周边省区，西藏群众融入少，

较少西藏打工者。藏餐尽管也独具特色，尤其像甜

茶等饮品受区内外消费者欢迎，但在内地城市鲜有

所见，说明西藏群众很少像四川人开川菜馆那样以

自己的特色优势项目在异地创业，寻找更广泛的发

展机会。

四是商贸合作多，产业合作少。区内外产业链

联系性不强，更多通过贸易的形式进行合作，较少

通过产业链分工，以产业、项目的形式合作。这说

明区域协作还没有由产品进入生产环节，区域融合

只是实现了部分产品交流，西藏劳动力没有出现大

规模跨地往区外的流动，共同劳动的场面还较少出

现。区域融合更多是跨区域的人员同生产同消费，

日常同吃同住同劳动。西藏与同边省区的相互融

入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任重而道远。

三、通过高质量发展推进西藏融入周边省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主要目标

任务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科技自立自

强能力显著提升，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系取得重大进展;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基本形成；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水平进一步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加

完善；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民族凝聚

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居民收入增长和经

济增长基本同步，劳动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率提高

基本同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多

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

善，美丽中国建设成效显著；国家安全更为巩固，建

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如期实现，平安中国建设扎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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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进一步提高，在全球治理

中发挥更大作用[1]（P21）。西藏也要通过积极融入周

边省区，给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断

贡献西藏力量。对于西藏发展中的一些问题，中央

和自治区政府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加以解决，今后

必须加大工作力度。要将新发展理念由思想贯彻

到具体的政策层面，形成西藏融入周边省区的高质

量发展机制，将高质量发展的每一个内涵都落实到

西藏区域融入工作之中。

（一）通过绿色发展捆绑生态带内各方的绿色

效益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关键环节。绿色发展往往以流域、生态带

为发展单位，打破了城乡和区域分割，比如长江经

济带发展就是以绿色发展为引领，这利于在更大范

围内实现城乡、区域共同发展。由于生态的系统性

和相互关联性，生态收益往往不是私人、个体、部

门、局部地区的收益，而是大家的收益。生态发展

是推进区域一体化的重要机制，换言之，为取得生

态效益，必须搞绿色发展，而且通过区域一体化搞

绿色发展。西藏要立足自己优势的生态资源，推进

跨区域绿色合作，在绿色合作中赢得自己跨区域融

入的主动。具体可参照长江经济带发展经验，2018
年 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要求充分发挥长江

经济带横跨东中西三大板块的区位优势，以共抓大

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

引领，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推动长江上中下游地区

协调发展和沿江地区高质量发展。[9]

（二）通过协调发展促进形成环青藏高原经济

内外循环

协调发展强调增强城乡区域发展协同性，如主

动融入区域重大战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进城

市品质提升，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省际协作

和交界地区协同发展，为更大范围的城乡区域共同

发展直接助力。协调发展背景下，西藏在青藏高原

内循环方面要做好与涉藏省区的对接，深度融入四

川、云南、甘肃、青海的发展，着力加强交界地区州

县协作发展，打造大香格里拉经济圈，依托青藏高

原风光带搞好旅游协作。在青藏高原外循环方面

要主动融入周边省区发展，当前重点融入成渝双城

经济圈、陕甘青宁经济圈。未来还要对接好长江经

济带，青藏高原是长江的源头，长江经济带发展不

能离开西藏。在更长远的将来还可以对接黄河经

济带，青藏高原同样是黄河的源头，将西藏列入黄

河经济带发展在条件成熟时很有必要。西藏自古

以来向西北融入更多，向西南融入相对较少，这与

当前西藏区外交流的状况形成反差，近年西藏更多

与西南的四川、云南交流。表征融入最典型的事物

是商贸驿道，发自西北的唐蕃古道相比发自西南的

茶马古道，年代更久，延伸更长、范围更大。可以说

西藏在历史上对黄河经济带的融入比对长江经济

带的融入更深远。这也说明，西藏在推进与长江经

济带对接的同时，也应重视对黄河经济带的对接，

因为西藏自古以来就有向西北对接交流的传统，而

且实际可行。

（三）通过开放发展使各方互为经济前沿

开放发展强调开放通道建设，开放平台打造，

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要求打开发展

的地域视野，从本地化不断向区域化、全国化、全球

化拓展，从而不断扩展城乡区域共同发展的空间。

在开放过程中，青藏高原周边省区向南亚、中亚辐

射需要以西藏为前沿，而西藏向内地、向海洋开放

需要以周边省区为前沿。当前，随着南亚大通道建

设，西藏逐渐成为周边省区向南亚开放的前沿；未

来，依托早期的新藏公路，新建的西藏改则到新疆

民丰的 216国道，及待建的新藏铁路，途经西藏将

缩短中国西南各省区通向中亚、欧洲的陆路距离，

西藏将可能成为这些省区（市）面向中亚、欧洲开放

的前沿。具体政策有，加快开放通道建设，对于铁

路、公路、民航、电网等跨区域基础设施，除了国家

层面规划建设，更要有省区之间更进一步的深化建

设，如建设连接边境县、乡镇、村组的公路。打造内

陆高水平开放平台，建设产业协作区，提高通关效

率。西藏安全形势复杂，维稳任务重，要大力加强

信息化通关设施改造，进一步畅通人流、物流。持

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西藏因为特

殊区情，在特定时期搞了一些特殊的地方发展政

策，比如出于扶贫、促进发展需要，项目优先本地群

众开发，需要在坚持已有扶助政策的基础上，提高

效率，更多引入竞争，逐步实现区内外投资和经营

公平对待。

（四）通过共享发展建设西藏区域融入双边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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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发展共享，才能多边互惠互利，推进长期

合作。当前对于西藏和内地之间的共享发展还需

要强化认识。一方面通过援助机制，西藏确实共享

了内地大量发展成果，中央和兄弟省市的援助是西

藏实现跨越式发展不可缺少、重要，甚至主要的手

段，或者说源泉，但另一方面，西藏追赶式发展也惠

及了内地，内地省区特别是周边四川、甘肃、陕西、

云南等的投资者和群众在西藏找到了很好的发展

机会，创业就业踊跃，同时通过产业链连接，西藏产

业发展带动了周边产业发展，西藏投资带动了周边

省区投资，产生了需求、投资乘数外溢效应。具体

政策有，提高西藏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缩减其

与周边省区的公共保障差距，促进保障政策对接，

尤其要完善跨区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警处

置机制，防范化解跨区域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

风险。建立统一的公共就业信息服务平台，加强对

重点行业、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引导重点就业群体

跨省区就业。区域之间融合发展要能够有利于社

会服务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要增加高品质公共

服务供给。共享离不开稳定的社会环境，当前西藏

面临多重不稳定因素，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西

藏稳定是周边区域稳定的基础，所以要强化跨区域

社会治理。

（五）通过创新发展带来周边协作新可能

创新发展强调做大做强先进产业，积极承接或

者转移有地方发展优势的产业，提高本地生产技术

和特色领域自主创新能力，推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

服务业深度融合、城乡产业融合、梯度化经济体系

构建。创新发展通过夯实创新资源基础，提高创新

能力，以新技术为城乡区域共同发展不断提供新可

能。西藏本地经济发展存在的大量资源及其利用

短板，需要创新性克服。在融入周边省区过程中，

如何把西藏的资源应用于跨区域共同发展，也需要

技术和政策机制上创新。比如西藏风光景观资源

的跨区域旅游利用，就需要创新协作机制，推出旅

游新线路，培育旅游新产品，引进新的客源市场。

具体政策有，积极规划跨省区产业园、科技园、众创

空间，创新跨省合作机制；大力推动产业转移和承

接，构建跨省区产业链，完善大产业区、城市群、经

济圈、经济带产业链体系；协调跨区域创新资源，引

进人才，强化高原特色技术创新，为克服高原不利

条件，推进高原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服务；加快

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前沿先进技术与高原传统产

业的融合，创新产业发展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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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ngXizang’s Integration intoNeighboring Provinces through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Zhou Yong
（Institute of Quantitative Economy and Technological Econom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Abstract: Integrating into the planning of neighboring provinces and regions in Xizang has been an impor⁃

tant strategic measure for Xizang’s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spirit of the 7th Central Xizang Work
Symposium and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ased on the theory of
resource capacity, it is both necessary and feasible for Xizang to integrate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neighboring
provinces and regions. We should implement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bundle the green benefits of all par⁃
ties within the ecological belt through green development,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an internal and external circu⁃
lation of the economy around the Qinghai Xizang Plateau through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make all parties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economy through open development, build a bilateral mechanism for Xizang’s regional integration
through shared development, and bring new possibilities for peripheral cooperation through innovative develop⁃
ment,to further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Xizang into neighboring provinces and regions.

Key word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of Xizang; integrating into the neighboring regions;
ethnic economy; the 7th central symposium on Xizang work
The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Li Linhai
（School of Marxism, Hexi University, Zhangye, Gansu, 734000）

Abstract: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ve fully explained the theoreti⁃
cal system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t has forme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about modernization.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such as inheritance, nationality,
systematization, specialization, temporality and originality, have provided rich experience and useful inspir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and the formation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
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Strategies 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
Party Organizations in Universities

Zhang Dawei
（School of Maxism, Xizang Minzu University, Xianyang, Shaanxi, 712082）

Abstract: The role of CPC grass-root party organization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task of“moral cultivation”. However, the construction of CPC grass-root
party organization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faced with numerous problems. Based on an attribution analy⁃
sis of the problems in this area,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party orga⁃
nization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e should highlight the political leadership, enhance organization ability
and development impetus, and standardize the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 party organizations.

Key words: grass-root party organizations; moral cultivation; political leadership; organization ability;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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