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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西藏边境政策与成效初探

孙宏年

本文章论述 了 当 代 中 国 的西藏边境政策 ， 从学 术的角 度分析其成 效及 影 响 。 认为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成立 以来 ， 中央政府在 西藏边境地 区实施
一

系 列特殊优 惠政策 ，
西藏地 方各级党 委 、 政府 因

地制 宜地制 定 了相关 措施 ，
有力 捍卫 了 国家统一 与领土 完整 ，

促进 了 边境地 区发展 ，
改 善 了 人 民

生活 。 ６０ 多 年来 ， 西藏边境地 区各族人民努力 发展经济 、 维 护边疆 稳定 ， 为 建设 家园 、 守 卫西南

边疆做 出 了 自 己 的贡献 。

关键词 当代 中 国 西藏边境地 区 稳定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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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 自治 区地处我国西南边陲 ， 与緬甸 、 印度 、 不丹 、 尼泊尔 、 巴基斯坦 、 克什米尔等

国家和地区接壤 ， 边境线长达 ４５００ 多公里。 本文拟论述当代 中 国 ６０ 多年来的西藏边境政

策
，
从学术的视角分析其成效 、 影响 ， 并就今后西藏边境稳定与发展的相关问题进行初步探

讨 ，
以补 以往研究之不足 。 不当之处 ， 恳请方家指正 。

新中 国成立之初 ， 我国西南边疆的周边形势非常复杂 ， 中央对西藏边境地区的战略地位

有充分认识 ， 制定了一些特殊政策 ， 西藏地方也因地制宜地采取相应措施 。 在改革开放之前

的 ３０ 年间 ， 这些政策 、 措施主要体现在 ：

（

一

） 在和平解放过程中 ， 注重西藏边境地区在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主权完整中 的重要

地位
， 在军事 、 政治 、 文教 、 经济等方面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 ， 实现

“

控边稳藏
”

。

新中国成立后 ， 中央决定从新疆 、 青海 、 西康 、 云南四个方向 ， 同时进军西藏 ， 西藏的边

境地区则是必须控制的战略要地之
一

。 在西部边境地区 ， 昌都战役之前 ， 新疆独立骑兵师先遣

连就在 １９５０ 年 ９ 月进驻了阿里地区 。 这年 ４ 月 ， 中央批准新疆部队由第二军组建独立骑兵师 ，

从于 阗出发 ，
占领阿里噶大克。 ５ 月 ， 独立骑兵师在于阗组建成立 ，

７ 月 ２７ 日 决定派出一团一

连为先遣连向西藏进军 ， 包括汉、 回 、 藏 、 蒙古 、 锡伯 、 维吾尔 、 哈萨克七个民族成分 ， 共

１３０ 余人。 ８ 月 ２９ 日
，
先遣连进抵改则的扎西芒保 ，

１０ 月 阿里噶本 （总管 ） 派代表与先遣连

商谈 ’１ １ 月 噶本写信给毛泽东主席 ， 表示保证服从中央人民政府命令 。
１９５１ 年 ５ 月

， 新疆独

立骑兵师后续部队人藏 ，
６ 月 ２９ 日进至普兰 。① 至此 ， 西藏西部边境地区牢牢地掌握在了中

① 参见 《解放西藏史》 编委会 ： 《解放西藏史》 ， 中共党史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 ， 第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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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民解放军手中 。 在东部边境地区 ，
１９５ ０ 年 １０ 月 昌都战役结束 ；

１ １ 月 中共昌都工作委员

会成立 ；
１９５ １ 年 １ 月 昌都地区成立 了具有人民 民主政权性质的 昌都地区人 民解放委员会 ，

在所属的 ２８ 个宗 、 谿都设立了解放委员会 ， 其中就包括今天西藏 自治 区林芝市的察隅县。①

和平解放以后 ， 面对印度对我国领土的蚕食和西藏上层分裂势力 的活动 ，
进藏的党政机

关和部队加强 了在西藏东部边境地区的工作 ：

一是在昌都人民解放委员会、 西藏地方政府

（ 噶厦 ） 和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三个地方政权机构并存的情况下 ，
中国共产党在西藏逐步

建立起党的各级组织 ， 成为边境地区工作的领导机构 。 １９５ １ 年 ７ 月 ， 中共昌都工作委员会

结束使命 ， 同时分别成立 昌都 、
三十九族 、 波密三个分工委 。 这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 中共中央批

复西南局 同意组成统
一领导的 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委员会 ，

１９５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 中国共产党西

藏工作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西藏工委
”

） 在拉萨召开干部大会 ， 宣布 中共西藏工委的组成 。

此后 ， 西藏工委陆续建立 日 喀则分工委 、 江孜分工委 、 阿里分工委等 ， 成为直接领导西藏边

境事务的地方机构 。 二是进藏党政机关和驻藏部队在边境地区开展多项工作 。 １ ９５２ 年 ６ 、
７

月 间 ， 波密分工委派出工作组向德木 （ 现属林芝县 ） 、 觉木 （ 现属林芝县 ） 、 则拉宗 （现属

米林县 ） 等地派出工作组 ， 了解当地情况 ， 与上层联络 ， 做好生产准备 。 １ ９５４ 年 ２ 月
，
波

密分工委又派工作队正式进人上珞瑜 （ 现属 墨脱县 ） ， 这是解放军第一次进人这个被称为
“

孤岛
”

的地方 。 在错那县 ，
１９５２ 年 ７ 月 中共西藏工委就派人到错那开展工作 ， 向 中上层人

士和人民群众宣传解放军进军西藏的 目 的和意义 ，
同时 了解错那的边防及社会情况 。

１ ９５３

年春天 ， 西藏工委派人到错那宗与上层人士联系 ， 扩大了党和军队在门隅地区的影响 。
１ ９５６

年
， 山南边防站派出工作组到错那开展工作 ， 主要是做好统战工作 ， 进行社会调查 ， 此后每

年夏秋季节都要派工作组到错那工作 。 ８ 月 ， 西藏外事办又派人到错那宗勒 、 肖 一带调查了

解
“

麦克马洪线
”

和印军侵占克节郎的情况。 １ ９５６ 年 ９ 月 ， 山南分工委派出工作组到错那 ，

建立学校和青联 、 妇联等群众组织 ，
为建立宗办事处做准备 。

和平解放以后 ， 中国共产党在西藏边境地区既注重建立党的组织机构 ， 又注意发展生

产 、 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 适时地发展边境贸易 。 比如在阿里地区 ，
１ ９５２ 年 ９ 月 １５ 日

， 西藏

工委批准设立阿里分工委 ，

１０ 月 １ 日 阿里分工委在噶尔昆沙正式成立 ， 分工委书记由安志

明兼任 ， 下设秘书科、 宣传科 、 统战部 、 民联科和管理科 ５ 个工作部门 ， 此后各工作部门根

据需要进行多次调整和充实 ， 陆续建立贸易 、 金融 、 外事等机构 。 阿里分工委成立后做了
一

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 ，
主要包括 ：

一是扶持农牧业生产 。 为解决农牧民生产 、 生活困难 ，
中

国人民银行阿里支行仅在 １９５４ 年就 向 日 土 、 噶尔 、 普兰县的农牧民群众发放短期无息实物

贷款 （青稞 ） ８０００ 千克。
二是修筑公路。 １９５０ 年后 中央 、 西北军区勘查从新疆到阿里的公

路 ，
１ ９５１ 年先修了从新疆于阒沿着新藏古道进人阿里的公路 １７０ 公里 ，

１９５４
—

１ ９５８ 年又勘

测 、 修筑了
１２ １０ 公里的新藏公路 （今 ２ １９ 国道 ） 、

２５０ 多公里的噶大克
一普兰公路。 三是发

展边境贸易 。 根据中央精神和
“

十七条协议＇ 解放军进驻阿里后就通过国家供应外汇 ，
组织

① 西康省在 １ ９３９ 年正式设立 。 清末至 １ ９３ ８ 年该地为川滇边务大臣辖区 、 川边特别行政区 、
西康特

别行政区 ，
法定辖区包括今四川省西部和西藏 自 治区昌都市 、 林芝市的部分地区 ，

但 １ ９３３ 年后金沙江以西

地区事实上由西藏地方政府管辖 。 西康省在 １ ９５ ５ 年撤销 ，
金沙江以东地区并人四川省 。 因此

，
１ ９３ ３
—

１９ ５ １

年间今天西藏 自治区林芝市所属边境地区实际上由西藏地方政府管辖 ，
１９５ １
—

１ ９５５ 年间则由 昌都地区人民

解放委员会管辖 。

—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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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私商在边贸市场大量采购粮 、 油 、 日用商品等
，
解决部队及党政机关的物资供应问题。

１９５３ 年
，
西藏 自治区贸易总公司在阿里成立物资采购办事处 ， 用外币和银元在普兰宗等市场

购买大批粮食 、 油 、 燃料 、 日用品等 ， 购买物资货款达 ５５４６０ 元 。 １９５４ 年 ， 中国和印度签订了

通商和交通协定 ， 此后阿里有了比较规范的边境小额贸易 ， 原来向印度 、 尼泊尔 、 拉达克出 口

羊毛是 １ 年 １ 次 ，
１９５４ 年增加到了 

２ 次甚至 ４ 次 ，
１９５５ 年购买物资价值 ２６４３ ５０ 元。①

（二 ） 在平定叛乱、 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 ， 西藏边境地区的大部分县 、 乡 与

腹心地区基本同步 ， 在特定地区 、 特定时期则采取了与其他地区不同的特殊政策 。

（
１

） 在平定叛乱 、 民主改革的过程中 ， 边防部队进驻边界地区 ，
西藏工委成立边防委

员会 ， 并制订 《关于 目前边境工作的指示》 ，
初步形成边境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政策 ， 加

强了对边境地区的控制和管理 。

随着西藏地区叛乱的平息
，

１９５９ 年 １２ 月边防部队陆续全面进驻 中 国与印度 、 尼泊尔 、

不丹 、 锡金 、 缅甸的边境要地 ， 从而
“

改变了西藏地区近 ４０００ 公里边界线上长期有边无防

的状况
”

。② １９６０ 年 ８ 月 １ ７ 日 ， 为了加强对边防工作的领导 ， 打击外逃叛乱武装的回窜 ，

西藏工委成立边防委员会 。 该委员会主任为张国华 ， 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 、 西藏工委副

书记周仁山 、 西藏军区副政委詹化雨为副主任 。③ 同年 １ １ 月 ，
西藏工委在定 日 召开边境工

作会议 ， 制订了 《关于 目前边境工作的指示》 。 这份指示也被称为
“

边境十条
”

， 包括十个

问题 ， 即民主改革和牧区的
“

三反两利
”

问题 ， 打击回窜叛乱武装问题 ， 镇反问题
，
群众

外逃 、 回归和边民习惯性出入边境问题 ， 统一战线工作问题 ， 边境涉外问题 ， 安排边民的生

产和生活问题 ， 加强领导边境居民间 的小额贸易问题 ， 对边境地区 尚未确定民族成分的珞

巴 、 门巴 、 俅 巴等具有民族特点人民 的工作问题
， 加强党的

一

元化领导问题 。
④ 这些问题和

相关指示涉及西藏边境地区党的建设、 统战工作 、 民族工作 、 发展生产 、 边民生活 、 边境贸

易和其他涉外问题等方面 ， 初步形成了西藏边境工作的指导思想和相关政策 ， 有利于在边境

地区平定叛乱 、 民主改革过程 中统一思想 ，
加强了对边境地区的控制和管理 。

在
“

边境十条
”

的指导下 ， 西藏边境地区的工作顺利展开 。 李国柱参加 了亚东县的边

境工作 。 据她介绍 ， 中共江孜分工委根据
“

边境十条
”

的精神 ，
１９６ １ 年 ５ 月 向亚东县派出

工作组 ， 在嘎林岗乡蹲点 ， 宣传贯彻党在边境地区的各项政策 ， 纠正工作中 出现的偏差 。 这

个工作组最初有 ７ 人 ， 由江孜分工委宣传部长王永仁带队 。 王永仁在半个月后返回机关 ， 李

国柱接任工作组组长 。 １９６２ 年 ５ 月 又 由分工委公安处的王久华接替李国柱 。 该工作组从

１９６ １ 年 ５ 月进点 ，
１％２ 年 ７ 月撤回 ， 历时 １４ 个月 。 当时 ， 嘎林岗乡 与锡金接壤 ， 是中 国西

藏与印度通商的要道 ， 居民生活受国外影响大 ， 与腹心地区有许多差别 。 该乡地处边境 ， 遭

到境内外敌对势力破坏
，
群众生活有

一

定的 困难 。 面对这种情况 ，
工作组在蹲点期间以稳定

发展的方针为指导 ， 先是组织 乡村干部学习
“

边境十条
”

的精神 ， 又与群众 同吃、 同住 、

① 编写组编 ： 《阿里六十年》
，
西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 １ 年版 ， 第 ３４— １４ 页 。

② 中共西藏 自 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著 ： 《 中 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 （ １９４９
一

２００４ ） 》 第 １ 卷 ，

中共党史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 ， 第 １６２ 页 。

③ 参见中共西藏自 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著 ： 《 中 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 （ １９４９
一

２００４
） 》 第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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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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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劳动 、 同商量 ， 开展调查研究 ， 宣传和发动群众 。 在此基础上 ，
工作组召开大会 ， 纠正了

民主改革中的一些偏差 ， 全面宣传党的阶级政策 、 阶级路线 ， 强调 中等农奴 （ 含富裕农奴 ）

是劳动人民 ，
与贫苦农奴

一

样有参加各种政治活动的权利 ； 贫苦农奴要团结中等农奴 。 这些

工作使该乡的中等农奴吃了定心丸 ， 也打击 了阶级敌人的气焰 ， 吸引 了
一

些外逃之人的关

注 。 工作组还整顿了互助组 ，
进一步明确互助组是在农民 自 愿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农业劳动互

助组织 ，
组内实行民主管理

， 重大问题需要民主讨论 ；
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前途教育 ，

健全基层党组织 ；
组织该乡干部群众以农业为主 ， 利用山上树叶为肥料 ， 开荒种地 ， 并利用

当地的林业优势 ，
促进农 、 林 、 牧 、 副全面发展 。 经过工作组

一年多的工作 ， 该乡发生了很

大变化 ， 生产发展了 ，
群众情绪稳定下来不再外逃 ， 开始添置农具 、 装修房子 。

①

（ ２ ） 西藏大部分地区平定叛乱后迅速开展民主改革 ，
但在边境地区采取因地制宜 、 稳

妥推进的政策 。

在平定叛乱过程中 ， 西藏大部分农牧区的民主改革迅速展开 。 根据西藏工委和西藏 自治

区筹备委员会当时的统计 ，
在 ８７ 万人 口的农业区 ，

到 １ ９６０ 年底 已经在 ８５ 万人 口 的地区完

成了 民主改革 ， 并开展改革复查 ； 在全区 ２８ 万人 口 的牧区 ， 到 １９６ １ 年 ６ 月 已经在 ２５ 万人

口的地区开展了
“

三反两利
”

运动 ， 其中已有 ２ １ 万人 口 的地区胜利完成了
“

三反两利
”

运

动 。② 在边境地区 ， 西藏工委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 ， 民主改革采取了不同的政策 ， 大致可以

分为两种情况 ：

一是个别小的地方因情况特殊 ， 未进行民主改革 。 定结县的陈塘 ， 隆子县的

玉门
， 吉隆县的汝村 、 樟村和札达县的 ３ 个边境村都没有进行民主改革 。 其中 ， 玉 门乡的位

置非常偏僻 ， 全乡 只有 １ 户人家 ，
就安排父亲和女儿轮流当 乡长 ，

２ １ 世纪之初这个乡发展

到了 ２０ 多人 。 二是在大部分地区采取了推迟进行、 稳妥推进的政策 。 在西藏中部 ，
亚东 、

康马 、 岗 巴 ３ 个县和打隆县江塘区 （今属浪卡子县 ） 分别 同锡金 、 不丹接壤 ， 共有 ５２００ 多

户
，

３ ． ４ 万人 。 这些地方的边民与邻国的经济 、 文化联系和相互往来较为紧密 ， 但 １９５９ 年

叛乱发生后叛乱分子从境外进行骚扰 ， 印度政府封锁边境 、 制造冲突 ， 边民与境外的往来受

阻 。 在
“

稳妥 、 缓改
”

的思想方针指导下 ， 这些地区的民主改革一般是在腹心地 区完成后

才全面进行 ， 有的推迟到 １９６３ 年才改革 。 在改革 中 ， 首先开展反叛乱 ，
废除封建特权和剥

削 ， 接着发动群众 ，
建立农民协会

，
建立乡 政权 ， 然后才分配土地 ；

边境地区的小额贸易 、

盐粮交换 、 边民与境外往来 ， 都依照过去的 习惯不予改变 ；

一般不开展面对面的斗争 ，
安排

好群众的生产 、 生活 ，
又采取有力措施应对境外叛乱武装的骚扰和农奴主的破坏 ，

从而使边

境地区相对安定 ，
群众的生产 、 生活不断改善 ， 边防也得到了巩固 。

西藏东南部 ，
错那县 、 察隅县 、 墨脱县的民主改革或者政策和缓 ， 或者推迟进行 。 １９５９

年 ３ 月
， 错那宗一度为叛乱武装控制 ，

４ 月下旬解放军消灭了叛乱分子 ， 解放错那 ， 成立了

军事管制委员会 ， 接管了宗政府 。 ５ 月 ， 错那县人民政府成立 ， 随后开始民主改革 ，
组建县

国营牧场 。
Ｉ９６０ 年 ， 错那县在农村进行建党 、 建团 、 建政等各项工作 ， 农民建立农业生产

互助组 ，
开始修筑错那至麻玛的公路 ， 进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展生产 、 巩固边疆的新阶

段 。 察隅县地处我 国 同印度 、 緬甸交界的边境地区 ，

１ ９５９ 年该县大部分乡没有发生叛乱 ，

① 参见李国柱 ： 《
一

个女兵的西藏人生》 ， 中 国藏学出版社 ２０ １ ０ 年版 ， 第 １ １０
—

１ １ ４ 页 。

② 参见中共西藏 自 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著 ： 《 中 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 （ １ ９４９
一

２００４ ） 》 第 １

卷 ， 第 １ ８６— １８ ９ 页 。

—

２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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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还有一位叫俄亥 ？ 朗加 （后来当过西藏人大代表 、 昌都政协副主席 ） 的头人 ，

１ ９５６ 年

就主动响应改革的号召 ， 主动把土地分配给农牧 ，
把家里的奴隶遣散回家 ， 自 己则带上妻

子、 儿女到咸阳 ， 经 昌都分工委推荐 ， 他们夫妇和儿女都上 了咸 阳公学 （后改为西藏民族学

院 ） 。 因此 ，
Ｉ９６０ 年察隅县民主改革时

，
政策执行得更为和缓 ， 没搞激烈的阶级斗争 ，

还强调

干部深入基层 ， 注重解决边境地区珞巴族居民的生产 、 生活困难 ， 保证了边境地区的稳定 。
①

（
３ ）

“

文革
”

时期 ， 西藏边境地区采取特殊政策 。

１９６５ 年 ９ 月 ， 西藏 自治区正式成立 ， 在西藏地方实施了 民族区域 自治 ， 各族人民在社

会主义制度下真正享有了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和 自 由 ， 为包括边境地区在内的整个西藏发

展提供了政治保障 。 然而 ，
１ ９６６ 年 ６ 月起 《西藏 日报》 社职工

“

炮轰
”

领导 ， 各地群众组

织陆续成立
，

一些机关单位出现混乱现象 。 这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 西藏 自治 区党委做出 《关于 目

前边境工作中 的几个问题的决定》 ，
提出在边境地区

一般不进行
“

文革
”

运动 。② 正是如

此
，

在
“

文革
”

期间
，
墨脱县完成 了土地改革 。 １９ ６７ 年 ９ 月

，
墨脱县全面进行土改 ，

１９６８

年 ８ 月基本完成 。 全县 （ 我方控制区 ）
１ １８００ 平方公里内建立了

１ ２０ 个互助组 ， 共有 １ ２０ １

户 、 ５６８０ 人 ，
其中包括门 巴族 ６９０ 户 、

３４８８ 人 ， 珞巴族 １７４ 户 、 ９０２ 人 ，
汉族 １ 人 ， 其余为

藏族 。 墨脱县成为西藏最后完成土改的
一

个县 。
③

（
４

） 西藏边境地区的发展受边界问题的影响显著 ： 中缅 、 中尼边界先后划定
，
边境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相对宽松 ， 而中 印边界冲突频发 ， 中印边境长期处于临战状态 ， 军民

团结巩固国 防 、 反对蚕食和侵略是首要任务 ，
经济建设长期处于从属位置 。

１９６２ 年
，
鉴于印度方面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侵犯 ， 中 国军队被迫进行 自卫反击 。 中

印边界战争从 １ ９６２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开始
，
至 １ １ 月 ２ １ 日结束 ， 在中 印边界的东段 、 中段 、 西

段同时发生 ， 而东段的 自卫反击包括克节朗战役 、 瓦弄和西山 口一邦迪拉战役是我国军队的

作战重点 。 西藏边境地区成为战争的前沿和基地 ，
各族人民踊跃支前 ， 如米林县南伊乡 进行

动员后 ， 报名支前人数超额 ４４ 人 ；
隆子县

一位贫苦农 民南杰有 ２ 个儿子 、 ３ 个女儿 ， 他听

了动员后把儿女全部送去支前 ， 并再三嘱咐儿女要带头立功 。 当时
，
西藏形成了力争支前立

功的热潮 ， 涌现出 了许多支前模范 ， 仅山南地区就涌现支前模范 民工 １９２ 名 ， 模范小队

（乡 ） 和模范大队 （县 ）
７２ 个 。④

１９６２ 年以后 ， 中 印关系持续恶化 ， 西藏边境地区受到显著影响 ：

一

是中 印边境贸易 中

断 。 中印边境贸易历史上就是两国边民往来的重要组成部分 ，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英国迫使

清政府开放亚东 、 江孜 、 噶大克等 口岸
，
帝国 主义入侵背景下的边境贸易额持续增长 ， 其中

亚东的贸易额最大 。 新中国成立后 ，
１ ９５４ 年 ４ 月 中印签订 《关于中 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

的通商和交通协定》 ， 中 国向 印度开放亚东 、 江孜 、 帕里 、 噶大克 、 普兰等 １０ 多个贸易市

场 ， 还有 ８ 个传统的边民互市点 ， 印方同意在噶伦堡 、 西里古里、 加尔各答等贸易 。 １９６２

① 参见 《解放西藏史 》 编委会 ： 《解放西藏史》 ， 第 ４４６４７ 页 。

② 参见中共西藏自 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著 ： 《 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 （
１ ９４９
一

２００４
） 》 第 １

卷 ， 第 ２４３ 页 。

③ 参见中共西藏 自 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著 ： 《 中 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 （
１ ９４９
一

２００４ ） 》 第 １

卷
， 第 ２５２ 页 。

④ 参见 《解放西藏史 》 编委会 ： 《解放西藏史》 ， 第 ４７２＾９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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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 ， 这些 口岸和市场关闭 ， 中 印边境贸易暂时 中断 。 二是中印边境冲突以后 ， 印度把中

国 、 巴基斯坦视为天然的敌人 ， 不断在印 中 、 印 巴边境增兵 。
１９７ １ 年扶持东 巴基斯坦的人

民联盟建立
“

孟加拉国
”

， 又加紧控制尼泊尔 、 不丹 ， 在 １９７４ 年入侵锡金 ，
１９７５ 年吞并锡

金 ， 致使中印关系极度紧张 。 不仅如此 ， 印军频频越过中 印边界实际控制线 ， 蚕食中 国领

土
，
还一再派飞机侵犯中 国领空 。 １ ９６５ 年 ９ 月 ， 印军深人中 国西藏亚东县乃堆拉 、 则里拉

等山 口我方一侧修建工事 ， 并在岗 巴县越界劫走我边民及牛羊 ；
１２ 月 印军越过岗 巴县达吉

山 口我侧 ５００ 米挑衅 ， 打死我军连长
一

名 。 １９６７ 年 ９ 、 １０ 月
，
印军越过中锡边界

，

两次袭

击我驻守亚东县乃堆拉 、 卓拉和则里拉山 口 的边防部队 。
１ ９７５ 年 １０ 月 ，

印军在门 隅土伦山

口越过实际控制线
，
侵入我国错那县勒乡

，

并向我 民政检查站人员射击 。
① 印军的这些挑

衅 、 人侵活动均遭到我国军民的反击 ， 中印关系持续紧张 ， 西藏边境地区的经济建设受到干

扰 ， 社会发展受到影响 。

改革开放以来 ３ ０ 多年间
，
西藏社会总体稳定 ，

经济快速发展
，
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 ，

而且中印关系不断改善 ，
两国就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达成协议 ， 就解

决边界问题签订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 ， 为西藏边境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较为 良好的环

境 。 与此 同时 ， 西藏边境地区的稳定 、 发展也面临着现实的挑战 ，
主要是境外

“

藏独
”

分

裂势力进行渗透、 破坏 ，
拉萨等地多次出现骚乱 。

２００ ８ 年发生
“

３
？

１４
”

事件后 ，
西藏边境

地区反分裂 、 反渗透的任务尤其艰巨 。 在这种背景下 ，
中央和西藏 自治区各级党委 、 政府采

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 、 措施 ， 西藏边境地区获得了
一

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

（

一

）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 ， 中央先后召开了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 出台 了相关的政策 、

措施 ， 极大地推动了西藏边境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

（
１

） 基础设施建设为西藏边境地区的发展提供了 日益完善的
“

硬件＇ 无论青藏铁路的

开通
， 林芝机场 、 阿里机场 、 日 喀则机场的通航 ， 拉萨

一

日 喀则铁路的通车 ， 拉萨
一

林芝铁

路的修建 ，
还是公路、 电力 、 通讯的

“

村村通
”

工程 ， 都为西藏边境地区当前和今后的经

济发展 、 社会进步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 以交通为例 ， 到 ２０ １ ３ 年底 ， 西藏已经初步形成铁

路 、 公路 、 民航 、 邮政协调发展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 西藏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 ７ 万多公

里 ， 基本建成以拉萨为中心 ，
２０ 条国省道干线公路 、 ７４ 条专用公路和众多农村公路为基础 ，

辐射西藏中部 、 东部 、 西部三个经济区的公路网络 ；
拥有贡嘎 、 邦达 、 米林 、 昆莎 、 日喀则

５ 个民用机场 ， 开辟了拉萨至北京 、 成都 、 香港 、 加德满都等 ２９ 个通航城市 、
４８ 条国 内 国

际航线 ； 青藏铁路的首条延伸线拉萨至 日喀则铁路在 ２０ １４ 年 ８ 月 建成通车 。②

西藏不断完善的交通运输体系不仅让西藏腹心地区的广大人民享受到现代化的便利交

通
， 而且向边境地区的乡镇 、 村庄 、 放牧点不断延伸 ， 成为边境地区加快经济发展 、 民生改

① 中共西藏 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著 ： 《 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 （
１ ９４９
一

２００４
） 》 第 １ 卷

，

第 
２２９
—

２８ ３页。

② 参见王川等 ： 《在
“

两路
”

精神指弓
丨
下一６０ 年来西藏交通事业发展纪实》

，
《西藏 日报》 ２０ 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第 ５ 版 。

—

２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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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
“

惠民之路
”

， 为边境县发展旅游业创造了条件 。 近年来 ， 旅游业成为林芝 、 山南 、 日

嘻则 、 阿里四个地市的重要产业 。 旅游业也促进了边境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 、 思想观念转

变 ， 恰恰是青藏铁路 、 林芝机场和新兴修的高等级的公路以及通讯 、 电力等的发展 ， 使雅鲁

藏布大峡谷游 、 珠峰游 、 古格游等旅游项 目迅速升温 ， 边境地区不少农牧民 开始 了产业转

型 、 思想转变 ， 办起了
“

农 （牧 ） 家乐
”

， 吃起了
“

旅游饭
”

。 笔者在错那县调研时就注意

到 ， 该县勒布地区风景优美 ， 但在 ２０ １０ 年 ８ 月从丁拉山 口到勒布办事处 、 勒乡 乡 政府的道

路都是沙石路 ， 雨天泥泞难行 ，
如果不开越野车难以进入 ， 阻碍了旅游资源的开发 。

２０ １ ４

年 ８ 月
， 笔者再度到该县调研时 ，

丁拉山 口到勒乡 乡政府的公路已修成柏油路 ， 通行便利 。

由于道路交通条件的改善 ， 勒布地区旅游业有了一定的发展。

（ ２ ） 文化教育方面给予特殊优惠政策 ， 为西藏边境地区人才培养提供了政策保障 。 在

中央财政的特殊支持下 ， 从 １９８５ 年起西藏就对农牧民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实行被称为
“

三

包
”

的优惠政策 ， 即包吃 、 包住 、 包学 习费用 。 ２０ １２ 年 ， 西藏又在全国率先实现 １５ 年免费

教育 ， 即学前教育 ３ 年 、 小学 ６ 年 、 初 中 ３ 年 、 高中 ３ 年均为免费教育 。 ３０ 多年间 ， 中央和

西藏先后 １ ４ 次提高
“

三包
”

标准 ， 边境地区的标准又高于腹心地区 。 从 ２０ １４ 年秋季新学

期开始 ， 西藏的
“

三包
”

经费在原有标准基础上每生每学年提高 ２００ 元
，
二类区为 ２ ８００

元
，
三类区为 ２９００ 元 ， 而四类区或边境县为 ３０００ 元。①

（
３

） 对 口援藏使西藏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

加速
”

， 边境一线各族人民更多地分享了

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

西藏和平解放以后 ， 中央关心西藏
，
全国支援西藏

，
从财政 、 物资 、 项 目 、 人才等方面

持续不断地支持西藏建设与发展 。 改革开放以来 ， 全国的援藏工作大致经历了重点援藏和对

口援藏两个阶段 。 兄弟省市在内地办
“

西藏班
”

始于 １９ ８５ 年 ， 是当时重点援藏的 内容之
一

。 １９９４ 年 ， 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立 了
“

分片负责 、 对 口支援、 定期轮换
”

的援

藏办法 ，

“

标志着当代 中国 的援藏事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

。② 对 口援藏加速了西藏边境地

区发展 ：

一

是带来人员 、 资金 、 技术的援助
，
促进边境地区与内地的交流 ， 把先进的发展理

念 、 管理模式等引人西南边陲 。 比如 ， 林芝地区的易贡农场 、 米林农场 、 察隅农场都是
Ｉ９６０ 年设立的军垦农场 ， 改革开放后移交地方管理 ， 管理体制虽然几度变动 ， 但经营 困难 、

发展缓慢 。 为帮助这些农场走出困境 ， 西藏 自治区和林芝地委都积极努力 ， 但直到 １ ９９５ 年

后这些农场在对 口援助 中才获得新发展 。 其中
，
易贡农场在 １９９５ 年被列人西藏 自治区 ６２ 项

大型建设项 目 中 ， 进行了茶场改扩建项 目 ， 修建了易贡电站 ， 扩建茶园 ８００ 多亩
，

１ ９９７ 年

后组建西藏太阳实业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 成功开发出
“

珠峰圣茶
”

系列产品 ， 农场实现扭

亏 。
③ 二是对 口援藏加快了西藏边境地区的民生改善速度 ， 使各族人民更多地分享到了现代化

建设的成果 。 在对 口援藏的 ２０ 年间 ， 中央
一

直要求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援藏工作的首

要位置 ，

２００３ 年胡锦涛同志就批示 ：

“

援藏项 目要突出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 ， 提高农牧民

生活水平 。

”

在这一精神指导下 ， 承担援藏任务的有关省市对于边境地区的发展也非常重视 ，

① 参见王雨霏 、 蒋翠莲 ： 《让每个孩子快乐成长——我 区落实
“

三包
”

教育政策综述》 ， 《西藏 日

报》 ２０ １４ 年 １ １ 月 ２６ 日第 ７ 版 。

② 徐志民 ： 《援藏 ： 党的民族政策实践的成功典范》 ， 《 中国社会科学报》 ２０ １５ 年 ５ 月 １５ 日第 Ａ０６ 版 。

③ 《林芝地区志 》 编纂委员会编 ： 《林芝地区志 》 ， 中国藏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 ， 第 ３４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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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边境地区着力建设现代化的边境新村 ， 让边境
一

线各族人民尽可能早、 尽可能多地享受现代

化的生活 。 错那县勒布小康示范村建设则是安徽省第二批援藏项 目 ， 噶尔县扎西岗 乡的典角村

边境示范村建设则是在陕西省 的援藏项 目 。① 其中 ，
典角村海拔 ４３００ 多米 ， 由于 自然条件恶

劣 ， 过去长期交通不便 、 缺电 、 缺饮用水 、 通信不畅 。 在援藏干部推动下 ，

２０ １ １ 年 ７ 月启动边

境示范村建设项 目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竣工 ， 投资 ２ １００ 万元 （含援藏资金 ７００ 万元 ） ，

建成藏族建

筑与现代建筑风格融合统
一

的边境新村 ， 村容村貌发生巨大变化 ， 村民生活明显改善 。②

（二 ）

“

兴边富民
”

、 扶持人 口较少少数民族发展的政策为 ２ １ 世纪初西藏边境地区发展

提供了政策上的倾斜 。

“

兴边富民
”

行动是根据 １９９９ 年中央 民族工作会议部署 ，
２０００ 年起在我国 １３６ 个陆地

边境县 （旗 、 市 、 市辖区 ）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５８ 个边境 团场实施的 。 就西藏地方而言 ，

这一行动持续开展了１〇 多年
，
从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 １２ 年 ， 国家民委和西藏 自 治区本级财政共调

度安排 自治区少数民族发展资金
一

包括兴边富民行动和人 口较少民族发展资金
——

１ １ － ３７

亿元 ：

一

是安排资金 ６ ．７２ 亿元 ， 用于开展边境地区和区内人 口较少民族地区基础设施 、 教

科文卫 、 生产发展 、 实用技术培训等项 目 １６６５ 个
；
二是投人资金 ３ ．６７ 亿元 ， 用于建设兴边

富民行动安居工程 ２．９ 万多户 ， 解决了边境地区和人 口较少 民族群众的住房问题 ；
三是安排

边境地区村容村貌和人居环境整治资金 ３９０９ 万元
； 四是安排特色村寨建设试点项 目 １ ３ 个 ，

投资 １３００ 万元 ； 五是兴边富民扶持特色产业发展项 目 ６ 个 ， 投资 ４５４０ 万元 。 这些项 目极大

地改善了边境地区 、 人 口较少民族地区农牧民行路难 、 饮水难 、 上学难 、 照明难 、 就医难等

现实问题 ， 边境地区各族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 。 比如岗 巴县岗 巴羊养殖试点项

目 ，
以加工企业为龙头 ，

把岗 巴羊打入市场 ，
２０ １２ 年全县共选育架子羊 １４４００ 只 ， 出 售

４２００ 只 ， 纯收入达到 １２４ 万元 ；
普兰县组建了 岗莎牦牛运输队 ， 在 ２０ １ ２ 年转神山旅游服务

中接待游客 ２．１ 万人次 ， 群众净收人达到 ８５０ 多万元 。③

（ 三 ） 西藏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 特别是合作医疗 、 安居工程 、 扶贫搬

迁的推进
，
边境地区农牧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 ，

边境地区社会更加和谐 、 安定 。

西藏的安居工程 自从 ２００６ 年初开始实施 ， 到 ２０ １０ 年底全区住房条件比较差的 ７０％农牧

民
， 即 ２７＿ ４８ 万户 、 １４０ 余万农牧民群众住上了安全适用的住房 。 安居工程使边境地区居民

从中受益 ，
２００９ 年底前已向边境地区和人 口较少民族安排资金 ２．０４ 亿元 ， 解决了１ ． ７ 万户

的住房问题 。 此外 ， 农牧区合作医疗制度已经覆盖西藏广大的农牧区 ， 农牧民只需要交少量

的资金 ， 政府补贴大部分 ，
当农牧民有病就医时会根据比例报销相应的部分 。 这些措施使边

境地区各族人民的医疗 、 居住条件得到显著改善 ， 对增强民族团结 、 巩 固边防 、 维护边境地

区社会局势稳定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 米林县南伊珞巴 民族乡就是
一个例证 。 该乡在 １ ９９０

年时还有
一些居 民住房 比较差 ，

２００９ 年已 经全部完成安居工程 ，
２０ １０ 年 ３ 月全乡 珞巴族

① 参见郭盼 ： 《对 口援藏让西藏各族人民共享现代化生活——专访中 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

心研究员孙宏年》 ，
中 国西藏网 （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ｔ

ｉｂｅｔ ＞ ｃｎ／ｎｅｗｓ／ ｉ
ｎｄｅｘ／ｘｚｙｗ／２０ １４０７／ ｔ２０ １４０７０８＿２００６２２４ ． ｈ ｔｍ ） ，

访问时间 ２０ １４ 年 ７ 月 ８ 日 。

② 参见孙宏年 ： 《典角村的变迁 》 、 《西藏发展道路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 ， 《 中 国社会科学报》 ２０ １ ５ 年

５ 月 １５ 日第 Ａ０４ 版 。

③ 参见张琪 ： 《民富边稳国安泰——我区少数民族发展资金
“

兴边富民行动
”

工作综述》 ， 《西藏 曰

报》 ２０ １ ３ 年 ８ 月 １ ４ 日 第 １
、

３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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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０ 多人 ， 家家户户都住上 了新房 ， 而且 ９０％ 的家庭通了电话 ，
６５％ 的家庭有了手机 ， 所有

居民都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①

（ 四 ） 西藏 自治区召开边境工作会议 ， 制定了边境地区发展的
一

系列政策 ，

２０ １ １ 年以来

收到一定的成效 。

２０ １ １ 年 １２ 月
，
西藏 自治区党委 、 政府召开全区边境工作会议 ，

提出 以维稳固边为首要

任务 ，
以提高边境地区各族群众生活水平为出 发点和落脚点 ， 着力维护边境地区社会稳定 ，

着力推动边境地区跨越式发展 ， 着力强化边境地区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 ，
确保边境地区与全

区一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 此次会议提出
，

“

经过 ５
—

１０ 年努力
， 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明

显加强 ， 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壮大 ，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显著提高 ， 沿边开放水平大幅提升 ， 生

态环境保护建设不断强化 ，
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达到全区平均水平

”

。 为促进边境地区发

展稳定 ， 此次会议强调要采取更加特殊优惠的扶持政策和配套有力的具体措施 ， 要重点抓好

扶边 、 强边 、 兴边 、 活边 、 惠边、 绿边 、 稳边 、 固边等八个方面的工作 。 其中 ， 扶边就是要

加大政策扶持
，
制定专项规划

，
实施财力倾斜 ， 加强项 目支持 ， 加大金融扶持 ， 强化对 口帮

扶 ， 切实推动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 强边就是要夯实基础设施 ， 优先加强交通建

设 ， 重点加强能源建设 ， 全面加强通信建设 ， 切实加强水利建设 ， 突出加强 口岸建设 ， 切实

消除边境地区发展瓶颈制约 。 兴边就是要做强特色产业 。 活边就是要深化改革开放 ，

一

方面

激活民营经济 ， 形成竞相发展 、 全民创业的热潮
；

一方面搞好边境开放 ， 吸引 区内外资金 、

人才 、 技术等市场要素向边境地区聚集 ， 促进边境地区贸易 、 投资 、 经济合作共同发展 。 惠

边就是保障改善民生 。 绿边就是要保护生态环境 。 稳边就是维护和谐稳定 。 牢 固树立稳定压

倒
一

切的思想 ， 立足抓早 、 抓小 、 抓快 、 抓好 ， 落实好 自治区党委 、 政府近期出 台的一系列

维稳措施 ， 构建维护稳定的长效机制 。 固边就是切实筑牢边防 ， 健全防控体系 ，
完善防控手

段 ， 强化防控保障 ，
确保边境地区绝对安全 。

②

２０ １ １ 年的西藏全区边境工作会议提出 了促进边境地区稳定与发展的思路 、 目标 、 政策 、

措施 ，
特别是扶边 、 强边 、 兴边 、 活边 、 惠边 、 绿边 、 稳边 、 固边相互关联

，
把稳定与发展

紧密结合起来
， 维护稳定是为了保障发展 ， 加快发展是为了保障稳定 ， 目标明确 ， 务实有

力 。 近年来 ， 这些措施在边境地区正在逐步落实 。 比如错那县 、 米林县等边境县大力发展旅

游业
，
以旅游业带动就业 ， 实现富民兴边 ；

亚东县、 聂拉木县、 吉隆县 、 普兰县等边境县积

极发展边境贸易 ， 同时努力把边境贸易与林下资源产业 、 旅游业等本地特色产业结合起来 ，

加快边境地区发展 。 以亚东县为例 ， 笔者调研时注意到 ， 该县在工作中抓住边贸 、 旅游 、 生

态 、 城镇 、 军民融合
“

五大优势
”

， 采取了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 加强边境管控 、 加强驻寺工

作等措施保障 、 维护社会稳定 ，
通过边境贸易和发展亚东鲑鱼 、 帕里牦牛 、 优质蔬菜 、 林下

资源等特色产业加快经济发展 。 在这些政策 、 措施的推动下 ，
近年来该县一直保持社会稳

定 、 经济快速发展 、 民生持续改善的 良好势头 。

（五 ） 驻守西藏边境地区的军队指战员和武警 、 公安边防的干警以边疆为家 ， 在守好祖

① 参见孙承斌 、 尕玛多吉 ： 《深情系雪域 同心谋跨越——胡锦涛总书记参加西藏代表团 审议侧

记 》
， 《西藏 日报 》 ２０ １ ０ 年 ３ 月 ７ 日第 １ 版 。

② 参见李成业 ： 《全区边境工作会议强调开创边境地区发展稳定新局面 ，
全力构筑安全稳定 的钢铁

长城 》 ， 《西藏 日报 》 ２０ １ １ 年 １ ２ 月 ２８ 日第 １ 、 ３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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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西南大门的 同时 ， 采取多项措施 ，
努力建设边疆 、 促进边境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

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进驻西藏至今 ， 驻藏军队 、 武警 、 公安边防部队忠诚于国家和人民 ，

为西藏边境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做出 了重大贡献 。 为巩固 国防 、 促进边境发展 、 改善群众生

活 ， 他们做了大量工作 ， 包括参加雪灾 、 地震等方面救灾 ，
支援驻地的学校教育 ，

在高寒缺

氧环境中建起温室蔬菜大棚又把技术传授给当地群众 ， 而公安边防部队采取了
“

爱民 固边

行动
”

等措施 ，
从而实现军民 团结 、 共同守卫和建设边境地区 。 公安边防部 门在浪卡子县

普玛江塘乡 的
“

爱民固边行动
”

就是其中的例证 。 普玛江塘乡 位于中 国 与不丹接壤的边境

地区 ， 平均海拔 ５ ３７３ 米 ， 因此成为 中 国海拔最高的行政乡 。 该乡边防派 出所在 ２０ １２ 年建

立
，
几年来干警们按照西藏公安边防总队的部署 ， 积极推进

“

爱民固边行动
”

。 他们积极主

动地帮助乡里的困难户 ， 帮牧民防火救灾 、 保护草场 ， 并 以该乡完全小学为依托 ， 创建爱民

固边模范小学 。 边防派出所的干警当上孩子们的
“

义务家庭教师
”

，
对困难儿童进行

“
一对

一

”

帮扶 ； 看到该小学的困难儿童缺少棉衣 ，
就通过网络把信息上传给广东青少年发展基

金
，
从腾讯公益平台筹措到

“

爱心冬装
”

， 让 １０５ 个孩子穿上了温暖漂亮的羽绒服 。 他们建

成温室蔬菜大棚 ， 让孩子们吃上新鲜的蔬菜 。 他们为学生们开展法制讲座和爱国主义教育 ，

还为该小学带来了
“

高科技
”
——在爱民固边专项资金基础上 ， 投人 １〇 万元 ， 购置电脑及

配套电教设备 ， 搭建教学局域网 ， 建成了
“

爱民固边电教室
”

。① 普玛江塘边防派出所干警

积极帮助群众发展生产 、 解决困难
，
而且把部队与地方 、 内地与西藏 、 官方与民间的力量结

合起来 ， 协调多种资源 ， 积极促进该乡教育事业发展 ，
为边境地区的青少年培养做 出了贡

献
， 反映了

２ １ 世纪之初军民团结 、 共同巩固 国防 、 共同建设边疆的新气象 、 新特点 。

（六 ） 中 国与缅甸 、 不丹、 尼泊尔 、 印度 、 巴基斯坦等邻 国的睦邻友好关系不断深化 ，

西藏边境地区的发展有了较好的外部环境 。

改革开放以来 ， 中国与緬甸 、 尼泊尔 、 巴基斯坦始终保持着友好关系 ，
中印关系不断改

善 ， 中国与不丹往来 日益频繁 。
２１ 世纪之初 ，

中国与这些邻国的关系进一步发展 ， 使西藏边

境地区的周边环境进
一步改善 。 其中 ，

三个方面的新进展值得关注 ：

一

是中国倡议的丝绸之路

经济带 、 ２ 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得到南亚 、 东南亚国家的积极响应 ， 孟中印緬经济走廊建

设、 中巴经济走廊已经成为中缅、 中巴 、 中印关系中的新亮点 。 这些为中国西藏参与开辟南亚

陆路域道 、 建设环喜马拉雅经济带 、 加强与尼泊尔等国家边境贸易和旅游文化合作创造了 良

好的外部条件 ， 有利于西藏地方加快边境地区开放开发步伐 。 二是中尼友好关系进
一步深化

，

中尼边境贸易持续增长 。 据西藏有关部门统计
，

２０１１ 年西藏 自治区对外贸易额达 １３ ．
５９ 亿美

元 ， 同比增长 ６２ ． ５３％
， 创 １０ 年来最高纪录 。 其中 ，

樟木 口岸对外贸易总值为 １０． ００９４ 亿美元

（含暂进出境贸易值 ） ， 突破 １〇 亿美元 ， 达到该 口岸开放以来历史最高水平 。 樟木 口岸是中尼

两国贸易的主要 口岸
，

２０１ １ 年对外贸易总值占西藏地区对外贸易额的 ７ ３． ６５％ 以上 。
② 三是中

① 参见万李 ： 《

“

雪域之巅
”

的守护——普玛江塘爱民固边模范小学创建纪实》 ，
《 山南报》 ２０ １５ 年 ４

月 ２８ 日第 １ 、 ２ 版 ；
廖云路 、 应俊 ： 《

一

个边防新兵眼 中的
“

５３７３ 米常驻
”

》 ， 《西藏 日报 》 ２〇１ ５ 年 ６ 月 ２

日 第 ７ 版 。

② 参见王军 、 拉巴次仁 ： 《去年我区对外贸易额达 １３ ． ５９ 亿美元 ， 同比增长 ６２ ． ５３％
， 创 １０ 年来最髙

纪录》 ，
《西藏日 报》 ２〇 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第 １ 版 ； 陈绍伟 、 次旦卓嘎 ： 《 ２０ １ １ 年樟木口岸对外贸易总值突破 １０

亿美元 ， 创历史新髙 》 ， 《西藏 日报 》 ２０ １ 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第 １ 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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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友好关系快速发展 ， 并在边界问题 、 边境合作方面达成
一系列共识 。 ２０ １ ３ 年 以来 ， 中 印

关系发展势头 良好 ， 两 国高层互访频繁 ，
２０１ ４ 年 ９ 月 习 近平主席对印度进行国事访 问 ，

、

２０ １ ５ 年 ５ 月 印度总理莫迪访华 ， 把中 印面 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升到新的高

度 ， 开启了 印 中关系新 的历史阶段 。 中 印两国在边界问题 、 孟中 印缅经济走廊建设、 边境地

区合作 、 跨境河流合作等都与西藏 的稳定与发展密切相关 ， 两国在这些重大问题上达成共

识 ， 这些新进展在 ２０ １５ 年 ５ 月 １５ 日 发表的中 印两国 《联合声明》 中有充分的反映 。 其中 ，

在边界问题方面 ， 《联合声明 》 确认 ：

“

早 日解决边界问题符合两国 的根本利益 ， 是两国政

府努力实现的战略 目标 。 双方决心着眼两国关系大局和两国人民长远利益 ， 积极寻求边界问

题的政治解决
”

；
双方

“

愿以积极态度解决突出分歧 ， 包括在边界问题上的分歧
”

；

“

边境地

区的和平与安宁是双边关系发展和持续增长的重要保障 。 在边界问题最终解决前 ， 双方致力

于落实现有协议 ， 并继续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

。 对于边境地区合作与交流 ，

《联合声明 》 强调 ：

“

通过边境贸易 、 香客朝圣 以及其他交流加强两 国在边境地区的合作是

增进互信的有效办法 ， 同意进一步扩大上述合作 ， 使边境地区变 为双方交流 与合作的桥

梁
”

；
双方

“

同意就扩大边境贸易商品清单问题进行磋商 ， 采取措施扩大两国在乃堆拉 、 强

拉／里普列克山 口和什布奇山 口 的边境贸易
”

。
① 这些共识和新进展都有利于西藏边境地区的

稳定 ， 有利于西藏边境地区加快对外开放和边境贸易发展 。

新中国成立以来 ，
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在西藏边境地区实施了特殊的政策 、 措施 ， 西藏

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 ： 在改革开放前的 ３０ 年 间
， 西藏的边境地区在政治

上发生千年未有的巨变 ， 即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
，
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

政权 ， 但是 由于 自然环境 、 周边形势的影响
， 西藏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上看相对缓

慢 ， 特别是中印边境地区受边界问题影响 ，
经济建设处于从属地位 ， 经济社会发展相对缓

慢 。 改革开放以来 ， 兴边富民 、 援藏等西藏边境地区的 电力 、 交通 、 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明

显加快 ， 经济社会发展进
一步加速 ， 人民生活显著改善 。

西藏边境地区发展的成就来之不易 ， 既与 中央的特殊关怀 、 特殊政策和专项扶持密切相

关
，
与内地各族人民和兄弟省市的大力支援密不可分 ，

又是西藏各族人民同心同德 、 艰苦创

业 ，
与驻守边境地区的军队 、 武警 、 边防等方面 的

“

边疆人
”

共同努力 的成果 。 这些努力

与中央的政策 、 西藏地方的措施相结合 ， 有力地保障了西藏边境地区的社会安定 ， 促进了西

藏边境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 如果就政策 、 措施的制定 、 实施看来 ， 西藏边境政策涉及到多

方面的因素 ，
可以列为

“

四大关系
”

：

一是人与 自然的关系 。 青藏高原生态环境较为脆弱 ，

西藏边境地区又多为髙寒 、 高海拔地区 ， 各种 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 生存环境相对恶劣 。 就最

近五年而言 ， 雪灾 、 地震等重大灾害多次发生 。 比如 ２０ １５ 年 ４ 月 ２５ 日 尼泊尔发生 ８ ． １ 级地

震
，
震中距西藏吉隆县边境 ４３ 公里 ，

距聂拉木县边境 ４２ 公里 。 受此次地震影响 ，
西藏的聂

拉木 、 吉隆 、 定 日 、 萨嘎 、 仲巴 、 定结 、 岗 巴 、 亚东 、 拉孜 、 萨迦 、 普兰等 １ ０ 多个县受灾 ，

① 《 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印度共和 国联合声 明》 ， 中国外交部网站 （ ｈ
ｔｔｐ ：／／ｗｗｗ．ｆｍｐｒｃ

．

ｇ
ｏｖ．ｃｎ／ｍｆａ

＿

ｃｈｎ／ｚｙｘｗ＿６０２２５ １ ／ｔ ｌ２６４ １７４ ．ｓｈｔｍｌ
） ，
访问时间２０ １５年 

５月 １５日 。

—

３０
—





当代中国 的西藏边境政策与成效初探

其中聂拉木 、 吉隆 、 定 日 三个边境县受灾严重 。 截至 ５ 月 ６ 日 １７ 时 ， 地震已造成 ２６ 人死

亡 、 ３ 人失踪 、 ８５６ 人受伤 、 近 ３０ 万人受灾 ，
２６９９ 间房屋和 １ 座寺庙倒塌 ，

３９９４３ 户 民房 、

２４２ 座寺庙和文物单位用房受损 。① 面对 自然环境 ， 无论是中央 ， 还是西藏地方各级党委 、

政府
，
在制定相关政策 、 措施时都要实事求是 ，

既有加快边境地区发展的愿望和规划 ，
又要

注重生态保护 ， 因地制宜地分类制定政策 、 分期安排工作 。 比如
，
西藏各边境县都希望加快

发展边境贸易 ， 但是有的边境 口岸地质结构复杂 ，
特别是 ４ 月 ２５ 日地震后更需要科学评估 ，

分类 、 分期安排 口岸建设 。 二是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 。 新中国成立以来 ， 党中央 、 国务院

高度重视西藏工作 ，
为促进西藏稳定 、 加快西藏发展给予西藏特殊关心 、 制定了特殊优惠政

策 。 西藏历届党委 、 政府贯彻中央精神 ， 在边境工作方面制定相应措施 ，
从 Ｉ９ ６０ 年的

“

边

境十条
”

到 ２０ １ １ 年 的西藏全区边境工作会议决议对各个时期的边境工作产生重要影响 。

２０ １ ３ 年 ３ 月 ９ 日 ， 习 近平总书记参加全国人大西藏代表团审议时提出
“

治 国必治边 、 治边

先稳藏
”

重要战略思想 ， 在新时期高度概括了边疆治理特别是西藏治理在党和国家全局工

作中 的重要地位 ， 对促进西藏乃至我国边疆地区的安全 、 发展 、 稳定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 也

需要西藏地方各级党委 、 政府结合本地实际 ， 制定出相应的措施 。 三是
“

造血
”

与
“

输血
”

的关系 。 多年来
，
西藏的发展得到了内地各族人民的无私支援 ， 今后五年内西藏要与内地同

步建成小康社会 ，
更离不开全国人民的支援 。 就西藏边境地区而言 ， 由于特殊 自然环境 ， 今

后内地的支援仍是促进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 但西藏边境地区各族人民勤劳 、 智慧 ， 资源丰

富 、 独特 ， 既有优美的 自然风光 ， 又有独特的人文 、 文化资源 。 因此 ， 西藏边境地区发展固

然需要援藏资金 、 项 目 、 人员的
“

输血
”

，
更需要通过

“

输血
”

加快人才培养 ， 加快基础设

施建设 ， 着力解决水 、 电 、 路 、 通讯等等阻碍发展的瓶颈问题 ，
加快本地独特的资源的保护

与开发 ，
从而增强

“

造血
”

能力 。 四是安全 、 稳定与发展的关系 。 西藏边境政策的制定涉及

边界问题、 边防巩固 、 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等多项内容 ，
涉及国内与境外多种因

素 ， 这些与保障国家安全 、 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紧密联系 ， 与维护包括西藏边境地区在内

的整个西南边疆的稳定相互关联 。 但是 ， 新中国成立 以来的历史事实已经表明 ， 由于边境地区

地理位置、 战略地位的特殊性 ， 安全、 稳定与发展的关系较为复杂 ，
特别是当边界问题尚未完

全划定时边境贸易很难全面展开 ， 境外分裂势力的分裂活动仍影响着境内的社会稳定 ， 因此西

藏边境地区的安全 、 稳定是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 而加快对外开放 、 经济发展只能在
一

定程度上促进边境地区的稳定 ， 在制定相应政策 、 措施时必须对此有清醒的认ｉ只。

近年来 ， 中 国西藏的周边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
丝绸之路经济带 、

２ 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建设 、 孟中 印緬经济走廊建设等倡议得到南亚、 东南亚各国响应 。 在这一背景下 ， 西藏地方

如何统筹国 内与国际两个大局 ， 充分利用中央给予西藏的特殊优惠政策 ， 抓住南亚陆路大通

道 、 环喜马拉雅经济带建设的机遇 ， 加强与尼泊尔 、 印度等国的边境合作 ， 加 ＇决边境地区开

放开发和经济社会发展 ，
已经成为当前值得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本文责任编辑 刘 清涛 〕

① 参见 《习近平对西藏 日喀则 、 阿里等地区抗震救灾工作再次作出重要指示 ， 肯定抗震救灾工作取

得阶段性胜利 ，
要求继续抓紧捜救被困人员 、 全力救治受伤人员 、 妥善安置受灾群众 、 做好灾后恢复重建

工作 、
维护西藏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 《西藏 日报》 ２０ １５ 年 ５ 月 ７ 日第 １ 、 ３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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