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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藏农牧业增长方式研究》以课题研究成果为基础，综观西藏发展历程，放眼全国和世界，全
面深入地分析西藏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并研究提出了对策措施，为西藏农牧业今后的
发展明确了方向。
书中部分调查和研究在西藏尚属首次。
相信这些成果对于关心和研究西藏发展的单位和个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相信《西藏农牧业增长方式研究》的出版将对西藏
农牧业实现科学和跨越式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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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前言西藏农牧业增长方式研究（摘要）专题报告（一） 西藏经济结构与农牧业发展的历史变化1.西
藏社会经济发展取得翻天覆地的变化1.1 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1.2 西藏社会经济发展成就1.3 西藏经济发
展历程及产业结构历史变化2.西藏农牧业和农牧区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1 农牧业基础条件2.2 
农牧业经济发展及结构变化2.3 农牧业经济和农牧区工作的历史性成就2.4 农牧业生产发展存在的主要
问题3.农牧业和农牧区40年来工作历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3.1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西藏
农牧业和农牧区工作取得巨大成就的关键3.2 中央关心和全国支援，是西藏农牧业和农牧区工作发展的
坚实后盾3.3 优惠政策、宽松环境，是西藏农牧业和农牧区工作发展的重要基础3.4 深化改革是西藏农
牧业和农牧区工作发展的重要动力3.5 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是农牧区改革、发展、稳定的重
要保障4.西藏经济发展和农牧业经济增长中几个重要问题思考4.1 关于经济增长的目标4.2 西藏经济运
行的特点4.3 影响西藏城市化的主要因素4.4 关于农牧民增收与城乡差距4.5 关于农牧业增长模式4.6 关
于农牧业发展的资源环境问题5.西藏农牧业经济实现跨越式增长面临历史机遇5.1 党的“十六”大精神
是西藏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原动力5.2 “入世”有利于西藏畜牧业的发展5.3 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为西
藏经济跨越式发展创造了条件5.4 西藏的经济发展目标已经明确5.5 青藏铁路的通车将拉动西藏经济迅
速迈上新台阶6.对策措施与建议6.1 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财政支农力度6.2 调整农牧产品结构，扶
持发展规模经营6.3 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发展优势农牧产品6.4 切实加强质量监管，确保农畜产品质量
安全6.5 加强科技推广体系建设，提升农牧业科技含量6.6 加大农牧民职业培训，提高农牧民就业技
能6.7 合理发展加工企业，保障生态环境安全6.8 采取换购补贴政策，切实减轻冷季草场压力6.9 走西藏
特色的城市化发展道路，促进城乡统筹发展专题报告（二） 西藏农牧业发展的基本政策演变1.不同时
期农牧业发展的基本政策及其影响⋯⋯专题报告(三) 西藏农牧业基本经营制度研究专题报告(四) 西藏
城乡统筹发展研究专题报告(五) 西藏农牧业特色产业及农业产业化发展专题报告(六) 西藏农牧产品的
比较优势分析专题报告(七) 西藏农牧业生产与产品质量安全专题报告(八) 西藏农牧业发展资源环境评
价附：问卷调查表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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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3.5 完善体系建设，提升农牧产品科技含量建立健全各级农牧业技术推广服务机构，加
大引进农作物、养殖业优良品种与适合西藏实际情况的农牧业生产技术，加强对农牧民和基层干部的
培训，通过培育示范户，辐射带动千家万户，实现科技与农牧民零距离接触，建立人、财、物直接进
村人户的科技推广新机制，促进农牧业科技的推广应用，带动当地农产整体科技能力的提高。
3.6 加大农牧民职业培训，提高农牧民就业技能重点搞好对农牧民中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劳动力的科技和
就业培训，提高其对城市服务的水平与能力，增强广大农牧民的就业能力。
加强技工培训，建议在财政预算中单列劳动力转移资金，专门用于培训技工，或者在教育经费中考虑
技工培训的问题。
承担对口援藏的单位，可以有计划地开展对口劳务培训，培养专门的技术干部和技工，再回藏从事相
关工作。
3.7 合理发展加工企业，保障生态环境安全对以特色资源开发为主的西藏加工龙头企业的发展，一定要
统筹规划，以确保生态环境安全为前提，严禁在生态脆弱地区发展加工企业；鼓励运出原料，由区外
规模型龙头企业带动，实现异地加工。
区内加工企业的发展要走引进和自主培育相结合道路，制定优惠政策，同时应规范引导、加强管理，
建立企业的准人机制，保护生态环境。
对建在区外、能够带动区内资源产业化开发的龙头企业，应予以享受西藏的各项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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