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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西藏和平解放 60 周年之际，我们再研读当年由毛泽东主席亲

自审定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深感这一协议对于西藏的解放、民主改革、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

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十七条协议”中闪烁着毛泽东对中国

革命的指导思想，展现了毛泽东对新中国建国的政治主张，体现了毛泽东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法，是一个

“愈向前走愈可以看得出来”效果的十分重要的历史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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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 年 5 月 23 日，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李

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

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
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在《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

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

条协议”）上签字盖章。从那时起，伴随着“十七条协

议”的生效，西藏历史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这个协议的签订，是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

家、理论家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历经艰难曲折才达成的。仔细阅读这个由毛泽东主

席亲自审定的协议，不难看出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

命实践中的很多宏大视角以及对世界、中国诸多问

题的思考和陈述。[1]这个协议与和平解放中国其它

地方的协议文本最大不同在于，把毛泽东关于中国

革命的一些基本论断写入了前言，把新中国关于民

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法理写入了前言，把西藏今后的

发展方向写入了前言。研阅前言再深入理解十七条

条款，可以看到西藏与祖国千年不可分割的渊源，

看到近代西藏作为中国一部分与祖国各地相同的

苦难历程，看到西藏和全国一样必须完成的反对帝

国主义侵略的任务，看到西藏和全国在同一历史使

命中的特殊复杂性，看到一个有着法理基础的基本

政治制度在西藏的确立与推广，看到中央既解决当

前问题又规划未来发展的战略思维，看到西藏经济

社会必将变迁的方向。

一、“十七条协议”闪烁着毛泽东对

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

“十七条协议”开宗明义地告知世人：“西藏民

族是中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与其他许

多民族一样，在伟大祖国的创造与发展过程中，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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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自己的光荣的责任。但在近百余年来，帝国主义

势力侵入了中国，因此也就侵入了西藏地区，并进

行了各种的欺骗和挑拨。国民党反动政府对于西藏

民族，则和以前的反动政府一样，继续行使其民族

压迫和民族离间的政策，致使西藏民族内部发生了

分裂和不团结。而西藏地方政府对于帝国主义的欺

骗和挑拨没有加以反对，对伟大的祖国采取了非爱

国主义的态度。这些情况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陷

于奴役和痛苦的深渊。”
“十七条协议”前言第一段，既有对长远历史厚

重凝练的体察，又有对现实问题洞若观火的研判。
可以说，开宗明义的这段话，体现出“凝重亲切与挥

斥方遒同出，深刻点拨和犀利解剖相宜。”查已有的

资料，谈判的双方代表所有商谈的内容都是围绕着

哪些具体的事要不要做而进行的，即最终形成的十

七条条款内容。诚然，这是很有必要也是十分重要

的，与前言成为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但透过现象看

本质，在历史的表象后面，毛泽东对中国革命进行

分析和驾驭的思想渊源，应该是指导“十七条协议”
成为经典历史文本的重要依据。

早在 1939 年 12 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

国共产党》[2] 一文中就专门谈到了中国少数民族对

祖国历史的贡献：“我们中国现在拥有四亿五千万

人口，差不多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这四

亿五千万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

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壮人、仲家

人[3]、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

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

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
毛泽东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很早就十分清楚

地指出了各个兄弟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伟大的祖

国，这是“祖国观”中“共创论”的源头，是我们应当

深刻理解和坚持的正确观点。[4]于后，“共创论”的
观点，在“十七条协议”开篇之前言再一次明确体现

出来，“西藏民族是中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

之一，与其他许多民族一样，在伟大祖国的创造与

发展过程中，尽了自己的光荣的责任。”这是毛泽东

思想在祖国观内容上，通过“十七条协议”对藏民族

为祖国历史贡献的又一次明确阐述。

对中国革命的方向和任务，毛泽东强调指出：

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

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毛泽东认为，资本帝国

主义侵入中国，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

成了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

成了半封建的社会；另一方面，资本帝国主义又勾

结封建势力，压迫和阻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把

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

中国。资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目的，不是要把中

国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而是要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

或殖民地。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

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1950 年前后，西藏地区整体上受帝国主义、政

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双重控制以及国内民族矛

盾的影响。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利用宗教、地方法律

和军队统治人民，同时实行残酷的经济压榨，民众

贫困，社会生产停滞不前。西藏社会阶级矛盾与民

族、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同国内各民族之间的隔

阂又和统一与分裂的斗争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西藏

问题极具特殊性的复杂背景。
然则，作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一部分的西藏，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特殊问题，但其最主要的矛盾都

处在与中国各个地方社会矛盾相同的境遇下，即在

帝国主义侵略渗透和统治集团的压榨下，阶级矛盾

愈演愈烈；在帝国主义的挑拨和统治集团的争夺

下，国内各民族矛盾此起彼伏。在中国近代苦难深

重的历史中，以买办势力和封建地主阶级包括奴隶

主为基础的军阀、官僚、政党还有地方分裂主义势

力，是帝国主义横行中国的代理人。帝国主义从军

事、财政等各方面支持这些代理人，并通过这些代

理人来榨取更多的中国财富。在这百多年中，中国

的生产力绝对水平比西方低很多，可是生产关系与

生产力的矛盾却比西方国家尖锐。帝国主义和官僚

买办的占有制度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极其严重地束

缚了中国近代的生产力。体现着生产关系的旧政权

实行严酷的剥削政策，导致民不聊生，民怨沸腾。近

代的中国内忧外患，陷于亡国灭种的边缘。正如孙

中山先生指出面临着“强邻环列，虎视鹰瞵”、“蚕食

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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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急状况[5]。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6]和《论联合政府》[7]

以及诸多著作中，有一个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前后相

通的脉络，即认真分析了历史在通向未来岔路口的

时候，中国的前途有几种道路可供选择：一是帝国

主义千方百计要变中国为它们的殖民地，并且将中

国分裂成为几大板块由它们宰割。由于中国人民奋

起抗争，避免了中国完全沦为殖民地的命运，但是

被分裂的危险始终存在。二是学习西方，走资本主

义的道路。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强大，加之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即使是西方资本主义国

家也在打压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中国不可能走上

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而且部分中间阶层幻想

使中国走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在国民党的独

裁专政下根本就无法实现。三是由俄国十月革命成

功的经验提供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

国人民走经过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
历史证明，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激进的民主

派曾经发起的 200 多个政党的各种救国方案都失

败了，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最终取得了胜

利，使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相互勾

结，千方百计阻挠破坏中国人民通过新民主主义革

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企图最终失败，这是中国人

民通过 100 多年抗争、探索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

民对本国历史发展方向的必然选择。
“十七条协议”前言明确宣示：“一九四九年中

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基本的胜利，

打倒了各民族的共同的内部敌人———国民党反动

政府，驱逐了各民族的共同的外部敌人———帝国主

义侵略势力。在此基础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

央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依据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

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在这样的形势背

景下，认清西藏的命运和前途，是解决西藏问题的

重要前提。西藏的问题再有其多少特殊性，但在中

国历史前进的大趋势之中，其最根本的性质和所要

做的事情与全国是相同的。那就是“十七条协议”前

言所言：“为了顺利地清除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西

藏的影响，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和主权的统

一，保卫国防，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获得解放，回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家庭中来，与国内其他各民

族享受同样的民族平等的权利，发展其政治、经济、
文化、教育事业，中央人民政府于命令人民解放军

进军西藏之际，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遣代表来中央

举行谈判，以便订立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通过再次学习领会毛泽东大气磅礴的一系列

著作，对比“十七条协议”的前言内容，我们更加感

受到了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着这个为解决局部

问题却事关全局方向的协议。正因为有了这个具有

历史高度的协议，西藏社会 60 年来才有了天翻地

覆的变化。

二、“十七条协议”展现了毛泽东

对新中国建国的政治主张

1949 年，历史和人民终于把中国共产党推上

执政党的地位，各民主党派向中国共产党发出的一

份电文，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声：“四万万人挣脱数

千年封建专制的枷锁，洗刷一百年帝国主义欺凌的

耻辱，这是一件无比痛快的大事。假如中国人民没

有中国共产党，就不知道黑暗的日子何时才能终

了。”[8] 经过各族各界代表共商国是，紧张筹备，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于

1949 年 8 月在青海塔尔寺坐床的第十世班禅额尔

德尼确吉坚赞，[9]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率

先向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

朱德总司令致电，代表全体西藏人民表示崇高的敬

意，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确信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

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之解放指日可待。不久，毛泽

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电复班禅，予以嘉勉，并表示

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

民成为统一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

庭中的一员的愿望。[10]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

义革命已经取得胜利。这一胜利，在辽阔的中国大

地上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

孙勇：简论毛泽东思想对“十七条协议”的指导意义

18- -



史，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势力奴役中国各族

人民的历史。这一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

的发展方向，从而为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

的转变，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摆脱贫穷落后

的面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扫清

了障碍，创造了必要的前提，为促进国家统一奠定

了基础。
毛泽东主席在 1949 年 9 月 30 日郑重宣告：

“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

遵照共同纲领在全中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它

将指挥人民解放军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消灭残余

敌军，解放全国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11]

在历史的逻辑中，西藏的解放必然成为中国人民解

放战争的一部分。怎样解放西藏，是新中国建国前

后中国共产党运用“和平解决局部地区问题”范式

的题中之义。因为在此之前，中共已经成功地在北

平、湖南、绥远、新疆、四川、云南等地运用“和平解

放”这个具有普适性的范式，很好地解决了地方解

放的问题。[12]在西藏采取和平解放的范式，是中共

“和平民主团结建国”政治主张在已有成功实践基

础上逻辑的顺延。
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必须在人民解

放战争的进程中得到解放，而西藏地方势力与国内

其他地方势力一样有着政治短视的局限性，在军事

上更不可能与中央政权抗衡，在排除了外部势力的

干扰之后，依靠进步力量的推动，完全可以在国家

内部通过政治方式予以和平的解决。[13]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饱受战争苦难的中

国走向何处，是人民最为担忧的大事，也成为各党

派所关注的怎样建设新国家问题的焦点。中国共产

党在 8 月 25 日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

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建国”的主张，指出：“我全民

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

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

础上，实现全国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

国。”[14]在此之前，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就提出了建

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意义：“中国在这一次有成为独

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之可能性，为近百

年来、五四以来、有党以来所仅有。”为此，中共设想

了与国民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不仅将“和平

民主团结建国”的政治口号发展成为党的政治主

张，而且成为后来解决局部地方统一于新政权的一

种顺应民心的实践。
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北平的“和平解放”是

震动中外的大事件。中共在平津战役中所创造的

“北平方式”，影响到了全国，成为后来新生政权解

决一些地方问题的范式。在北平之后，相继有湖南、
绥远、新疆、四川和云南等地的和平起义或解放，成

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建国进程中以“和平

解放”范式的一系列大事件，“和平解放”事实上缩

短了战争进程，避免了人民更多的牺牲和痛苦，为

国家保留了更多的物质基础，便于新中国能在短时

期内尽快地恢复元气。
1950 年 1 月，中央政府通知西藏地方势力“派

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和平解放”。[15]经中共中央

批准的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十条公约”，[16]

作为谈判的基础，并从中央到西南局、西北局和进

藏的前线部队，利用各种渠道，采用各种形式进行

宣传。控制西藏地方政府的达札等人，在外国势力

的支持下，调集藏军主力在西藏东部昌都一线布兵

设防，企图以武力对抗中央。毛泽东对此形势有着

十分清醒的预判，对进藏的解放军部队明确指出：

“如我军能于十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

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当然也有别种可能）。”
[17] 中央于 1950 年 10 月命令人民解放军发起昌都

战役，以实现以打促谈，以打促和的战略意图。经过

艰苦奋战，解放军取得胜利，打开了和平解放西藏

的大门。
昌都战役之前，西藏地方政府就决意拒绝和平

解放，昌都的解放证明了西藏地方势力原先所有抵

抗的设想不切实际，地方武装的精锐不堪一击，顷

刻崩溃。昌都败仗的消息极大地震动了地方政府，

噶厦多次召集高级会议商讨对策，最终选择了和平

谈判的办法。谈判的结果即“十七条协议”的前言结

束语：“一九五一年四月下旬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

代表到达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当即指派全权代表和

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于友好的基础上举行了

谈判。谈判结果，双方同意成立本协议，并保证其付

孙勇：简论毛泽东思想对“十七条协议”的指导意义

19- -



诸实行。”
这次谈判所涉及的诸多问题得以圆满解决，奠

定了新中国这一阶段对在西藏特殊情况下解决西

南边疆国防问题的基础，从政治上解决了涉及国家

长远战略利益和国家安全的问题。这次谈判本身体

现了中央对西藏上层的宽广博大胸怀。一个有强大

军事力量的中央政府对一个战败之后仍有离心倾

向的地方政府，采取谈判的办法，耐心教育并最后

说服达成协议，在世界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事例。
在新中国建国之后的西藏“和平解放”，从历史逻辑

上看是中共“和平民主团结建国”政治主张的延续，

是“北平和平解放”范式的延续，是新的执政党以最

大诚意继续施行和平解决中央与地方问题的一项

重大决策。[18] 这个决策顺应了民心民意，展现出中

华民族在完成国家统一进程中的大智慧，体现了以

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高瞻远瞩的战略思想。

三、“十七条协议”体现了毛泽东

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法

“十七条协议”的签订，为人民解放军和平进军

西藏，实现西藏的完全解放、巩固国防奠定了现实

的基础，也为西藏后来进行民主改革、成立自治区、
社会主义改造、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历史的基础。

协议签订的第二天下午，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

怀仁堂接见参加和平谈判的西藏代表团，进行了亲

切的谈话。晚上，举行盛大宴会，庆祝协议的签订，

毛主席在讲话中说：“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

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

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了帝国主义

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才达到的。这团结是兄弟般的

团结，不是一方面压迫另一方面。这种团结是各方

面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后，在这一团结之上，我们各

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

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19]

在 1951 年 5 月 21 日的最后一次谈判时，李维

汉高兴地说，“在座的各位为西藏人民、为全国人民

作了一件有益的事情。这些文件的效果，愈向前走

愈可以看得出来。西藏民族从此以后就要发生不同

的变化，你们对西藏历史写了一个划时代的东西。”[20]

历史证明，“十七条协议”确实是一个“愈向前走愈

可以看得出来”效果的十分重要的历史文献。
“十七条协议”十分凝练，其前言和条款的内容

归结起来，体现了既有纵深广阔历史理念又有具体

细致现实规定的有机结合，体现了毛泽东身体力行

“统筹兼顾”的方法。较之于中共“和平解放”政治主

张实践发轫的《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

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将藏族与各兄弟民族共同

缔造祖国的史实予以阐述，申明了西藏是中国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团结凝聚人心，在中央的领导下，西

藏人民将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共创新的历史业绩；

协议指出了当前西藏最为紧要的任务，即粉碎

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阴谋，永远结束帝国主义势力

统治西藏的历史，实现祖国的统一；

指明了以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为前提和基础的

民族区域自治，由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主管理本地

区内部事务，以满足各少数民族人民积极参加政治

生活的愿望，逐步实现和保障少数民族人民当家做

主的权利；

规定了西藏社会改革的方向和途径，西藏既有

的社会制度需要改革，改变西藏人民受剥削、受压

迫的现状是西藏社会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基础，但是

改革的方式和时间需要审时度势，在适宜改革的条

件下才能进行；

保证了和平解放之后逐步发展西藏民族文化、
文字语言，特别是规定开展学校教育，注入新思想

新观念，扫除人民群众不能接受教育的旧规，使西

藏教育走上新的道路；

提出了西藏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任务，逐步

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最终

使西藏人民走上幸福的康庄大道；

奠定了由中央供给进藏部队、提供西藏财政补

贴的政策基础，形成总体供给模式，以保证西藏今

后的经济能够得到较快的发展；

明确了人民解放军进藏驱逐帝国主义势力的

性质和任务，阐释和规定解放军进藏的前提和重要

守则，为和平进军西藏、巩固国防铺平了道路；

点明了西藏地方部队改编的性质，即成为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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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国防力量的一部分，促使藏军内部部分

军官觉醒，走进人民军队的行列；[21]

蕴含了以爱国与否为标志划清西藏留任和任

职军政人员以及宗教人士参政的底线，把维护祖国

统一与坚持分裂立场作为西藏地方的大是大非标

准；宣示了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涉藏外交事务，

击破了帝国主义势力勾结西藏亲帝势力继续出卖

中国利益的图谋，维护了国家的主权；

署明了协议签订的效力和时间，[22]成为中央与

西藏地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为这段时间实现

和平解放西藏，人民解放军和平进军西藏提供了保

证。
“十七条协议”统筹了要解决西藏问题的根本，

即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完成祖国大陆的

统一，实现在新的中央领导下中国各民族的大团

结，使西藏民族同祖国各兄弟民族一道，在平等、团
结、友爱、合作的祖国大家庭中，共同走团结进步、
发展繁荣的道路。这是对西藏问题进行统筹兼顾的

要点。1950 年前后，西藏的局势错综复杂，美英印

插手西藏是世人皆知的事实，西藏地方的反帝力量

又十分微弱，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延绵已久。毛

泽东把西藏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分为两步走，即先解

决反对帝国主义问题，然后解决反封建社会制度问

题。“十七条协议”体现了毛泽东解决西藏问题的方

法，既抓住解决反帝统一这个全国现实矛盾的普遍

性，又抓住解决改变社会这个西藏深层次矛盾的特

殊性。策略地将解决两大矛盾，蕴涵于一个协议之

中，统筹兼顾，高瞻远瞩，睿智英明。
“十七条协议”首先集中在解放西藏的任务上，

地方政府必须协助解放军进军西藏，巩固国防，驱

逐帝国主义势力。这样做，既有利于揭露帝国主义

挑拨离间的阴谋，孤立亲帝分裂分子，又有利于消

除长期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符合西藏人民和爱

国上层人士的愿望。
为了实现和平解放西藏的战略目标，协议明确

规定：“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

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

来”，“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

藏，巩固国防”。“十七条协议”对解决西藏问题第二

步的步骤即西藏社会改革的方向和途径作了明示：

就是西藏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实行民族区

域自治；通过和平协商，改革封建农奴制度，使西藏

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
中国革命的目标任务，就是结束各族人民受剥

削受压迫的历史，这也是西藏走向新时代、社会要

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基础。对在西藏进行社会制度改

革，“十七条协议”中做了明文规定：“根据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

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

权力。”“有关西藏的各项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

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

得争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
旧西藏是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地区之一，封建

领主土地所有制与农奴对封建领主的人身依附关

系，是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下的社会基本形态。三

大领主及其代理人占有西藏的全部土地、草场和绝

大部分牲畜和全部生产资料，同时还占有农奴人

身，对农奴具有生杀予夺、随意买卖或当作工具相

互赠送的特权。三大领主通过繁重的乌拉差役、苛
捐杂税和高利贷对农奴进行残酷的剥削压榨，同时

利用宗教来欺骗和麻醉人民群众，占西藏人口 95%

的农奴终年挣扎在饥饿、贫困、死亡线上，没有丝毫

的人权。封建农奴制度严重地束缚了西藏社会生产

力的发展，阻碍了西藏社会的文明进步。毛泽东考

虑到西藏特殊的实际情况，实行“慎重稳进”[23]的方

针，并在“十七条协议”之中予以体现。[24]

“十七条协议”还明文规定：“依据西藏的实际

情况，逐步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

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众所

周知，旧西藏封闭落后，经济发展停滞，人民生活贫

困，没有现代工业，没有现代交通，没有现代教育，

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制定的

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
共同繁荣发展的立场，在“十七条协议”之中也予以

了阐述。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始终不渝地帮助西

藏发展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极大地促进了西藏

社会的文明进步。
总之，“十七条协议”凝聚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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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思想精髓，字里行间闪烁着毛泽东思想的光

辉，是中国当代史上一个十分经典的文本。当我们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回顾西藏和平解放

60 年奋斗历程之时，愈加感到毛泽东思想对达成

这个协议的伟大的指导作用。“十七条协议”对于解

决西藏问题、做好西藏工作，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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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uidance of Mao Zedong Thought
on the 17-Article Agreement

Sun Yong
（Tibet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Lhasa, Tibet, 850000）

Abstract: The 90th anniversa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peaceful lib-
eration of Tibet are approaching.After studying the 17- Article Agreement examined and approved by Chairman
Mao Zedong for the peaceful liberation of Tibet, it is recognized that the agreement has far- reaching historic
and realistic significance in the peaceful liberation of Tibet, the democratic reform, the establishment of socialist
system an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of it. The agreement illustrates Mao Zedong's supervisory thought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his political views of founding New China, and the agreement also was his practice of
coping with Tibet issue, and it has been proved to be a great historical document.
Keywords:Mao Zedong thought; the peaceful liberation of Tibet; the 17-Article Agreement;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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