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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藏经济结构转型研究》在分析产业、区域、城乡结构变迁时，自然而然使用了考证方法和时间序
列分析方法；在分析经济结构现状时，自然要运用结构分析和比较分析方法；在进行因素分析时也使
用了简明的回归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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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4）在一定历史阶段，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要采取国家主导发展战略。
各民族团结平等、共同发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是党和
国家的责任。
因此，在一定历史阶段采取国家主导发展战略是必要的。
当然，少数民族地区要处理好国家主导发展战略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系。
既要在宏观上坚持国家主导发展战略，又要在微观上面对市场，以市场为导向，不断提高参与市场竞
争的能力，要坚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使自身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
 （二）西藏资源禀赋结构的特征及其评价 就西藏来讲，资源禀赋结构可以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
制度环境等方面来进行分析。
 （1）自然环境及其评价。
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空间形式。
自然环境对人类发展的作用和影响是随着生产力水平变化而改变的，一般来说，生产力水平高低同自
然环境的作用和影响呈反向关系。
 西藏的自然环境和资源既有有利于产业发展的一面，也有不利于产业发展的一面。
有利的一面主要是：这里壮美神奇的高原风光和独特、瑰丽的民族文化，吸引着众多旅行者和商家光
顾雪域圣地；一些有特色、富裕的资源和出产为特色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纯净的雪域圣地使来自西
藏的产品和服务大都因为绿色环保而大大增加其附加值；沿边的区位有利于西藏发展边境贸易和边境
旅游。
不利的一面主要是：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开发难度造就了西藏发展的社会成本约束；西藏地
广人稀，市场狭小，发展的代价较之其他地区要大得多；投资巨大，而收益回报低，这对投资和资本
形成的抑制作用十分明显。
 （2）人文环境及其评价。
人文要素是中国区域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
影响区域的人文要素主要有：人口与民族、区位及交通条件、地缘经济、区位文化、区域经济技术基
础与区域创新系统等。
对西藏的发展而言，人文环境所起的作用更加明显。
 首先，西藏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条件虽有很大改善，但仍不能满足现实需要。
交通、通信、网络等基础设施是发展的先导，这些条件的改善才能使西藏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能够
通畅，促进更大范围的物质、文化交流和融合，也才有利于企业的建立和成长，以及市场的发育和壮
大。
 其次，地广人稀和聚落分散。
“地广人稀”是人地互为因果的现象，对发展的作用有两方面：一是聚落分散且规模小，经济社会事
业发展的成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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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藏经济结构转型研究》既不同于学院派理论研究，也不属于战略或规划研究，大致属于“中观”
层次的应用研究，重视实地调查和对统计资料、他人研究成果和调查资料的综合运用，重视数量描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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