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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青藏高原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最独特、最引人瞩目的地区之一。
研究青藏高原的发展模式应有新的视解。
青藏高原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是生态环境退化和农牧民贫困，它放大了生态不安全、社会不稳定的积
累效应，这些皆与区域发展方式不合理有关。
青藏高原的发展有其特殊性，它的战略地位、资源禀赋、社会发育程度以及环境特征决定了必须走新
型的现代化道路。
作者认为，生态经济、特色经济、人本开发模式是青藏高原地区开发战略的现实选择。
    青藏高原的发展应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发展特色经济，根据青藏高原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和
战略目标的要求，在末来发展中逐步形成以支柱产业系列支撑的特色经济系统，如绿色生态和特色农
牧业系列，以旅游为主体的文化产业系列，以民族工业、藏药生物制品和地方土特产品加工业为主的
轻工业系列，生态保护与建设产业系列以及优势工矿业等。
    青藏高原的生态经济模式也不同于内地其他地区，在青藏高原，生态经济的本质是一种生存替代模
式。
综合开发、自然保护及生态移民就是重要的实理形式。
    青藏高原地区落后，从大的方面来讲，最根本的就是社会落后。
要振兴青藏高原地区，关键在于提高人的能力，激发人的潜力，实施“人本”开发模式。
    经济发展模式最终要落实到产业上来，特别是支柱产业的发展。
通过与全国的比较，作者认为，特色农牧业、采矿与原材料工业是青藏地区现实的支主产业，旅游业
、藏药加工等轻工业属于潜在的支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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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青藏高原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是生态环境退化和农牧民贫困，它放大了生态不安全、社会不稳定
的积累效应，这些皆与区域发展方式不合理有关。
青藏高原的发展有其特殊性，它的战略地位、资源禀赋、社会发育程度以及环境特征决定了必须走新
型的现代化道路。
作者认为，生态经济、特色经济、人本开发模式是青藏高原地区开发战略的现实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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