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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西藏是我国重要的边疆民族地区，与印度、尼泊尔、不丹、缅甸等国接壤，国境线长度达3959公
里，是我国对南亚地区开放的前沿和通道。
西藏地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高寒缺氧，自然生态环境独特。
西藏面积122多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1／8。
2008年，西藏人口273.59万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2.33人，是典型的地广人稀地区。
西藏也是我国唯一的少数民族占绝大部分的民族自治地方，是祖国大陆解放最晚、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最迟的一个省区。
由于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历史等原因，西藏经济基础和发展规模与内地省区相比有很多不同之处，
存在很大差距，是我国发展比较落后的一个区域。
无论在政治、经济上，还是在军事、生态上，西藏都处于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西藏的发展和稳定系国家的核心利益，事关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和国家形象。
西藏的发展和稳定，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维护祖国统一和国家安全、推动我国各族人
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具有重要的意义。
正如江泽民在第三次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所强调的那样：“西藏的工作在国家的全部工作中居于重
要的战略地位，西藏的稳定，涉及国家的稳定；西藏的发展，涉及国家的发展；西藏的安全，涉及国
家的安全。
”　　清醒地认识西藏特点，把握西藏区情，对于推动西藏的发展、维护西藏的稳定有着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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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按照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关于“稳
定和完善草原承包经营制度”的要求，根据西藏牧区的特殊自然经济、文化环境，运用新制度经济学
的方法论，对牧区草场产权的制度变迁轨迹及绩效进行研究。
本书重点分析了西藏目前草场家庭承包制落实现状，提出加快推进和完善草场家庭承包制，明前草场
所以权和使用权，加强草场家庭承包监督管理,加快草场使用权的流转、适度提高草场规模经营是推进
草场产权制度变革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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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2 研究意义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是党中央统筹城乡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加快牧区经济社会发展，推进西藏牧区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进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西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将建设社会主义新牧区，着力构建青藏高原国家生态
安全屏障，把改善牧民生产生活条件、增加牧民收人作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
按照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关于“稳定和
完善草原承包经营制度”的要求，坚持草场家庭承包经营制度长期稳定，依法明确草原权属，严格规
范草场承包经营权流转，健全草场家庭承包经营管理制度，加快推进草场家庭承包制的落实和完善工
作；加大落实和实施草场保护建设的力度，推进基本草场划定，继续推行和实施草畜平衡，禁牧、休
牧和划区轮牧，认真落实各项草场保护制度；发展牧区经济，缩小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距、城乡差距
、农牧民收入水平的差距，是“十一五，，期间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
因此，认真研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牧区、草场畜牧业和牧民（简称“三牧”）问题，促进
牧区的进步和繁荣，推动草场畜牧业产业化、社会化和现代化，使各族牧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具有
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但离开了牧区草场这一要素，“三牧”问题的根本解决只能是一句空话。
鉴于此，正确认识与把握牧区草场的自身特征，充分认识草场资源的战略地位和重要功能，增强草场
资源保护，对于牧区草场制度的创新与选择有着十分明显的积极作用，正如美国学者伊利所说：“成
功的土地利用是以对土地特性的认识为基础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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