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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俱兴，城市不断发展，这也是社会主义新西藏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成就之一。1951
年和平解放以来，西藏城市随着社会变革经历了初期的调整适应后，实现了从少到多的跨越式发展，并向兼

具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现代城市迈进。在7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西藏城市发挥了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

的辐射中心和支撑点作用，成为西南边疆安全稳定的“压舱石”。这其中所蕴含的发展逻辑，是国家治理边

疆，经营民族地区的宝贵实践经验，而制度性安排、机制构建是西藏城市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深层次逻辑。西

藏城市发展在此基础上进入了新时代高速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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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人民城

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1]的重要论述，深刻回

答了城市建设的根基与归宿，高度概括了新中国城

市发展宗旨。西藏城市自和平解放以来，经过七十

多年发展，整体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

数量从少到多；城市格局以拉萨、日喀则等七中心

地市为主，周边县、镇为辅；城市人口从解放初期不

到百万 [2]，发展至 2023年总人口 365万，城市人口

141.92万[3]；城市产业格局形成了一、二、三产业合

理分布并不断优化；城市功能除不断发展一般城市

基本功能外，更一改清季以降孱弱态势，愈来愈有

能力承担起国家边疆安全稳定的“压舱石”功能。

西藏城市史研究起步较晚。何一民较早对历

史时期西藏城市史作了深入的奠基性研究[4]，指出

历史时期西藏城市主要表现为临水而居，依山而

建，宗教因素明显，具有“高原、民族、宗教”总体特

征。王川则第一次勾勒了明代建城的昌都在近代

变迁轨迹，总结了昌都建城的特征[5]；王川、马正辉

归纳了改革开放40年来西藏城市精神面貌及其特

征[6]。对于新中国时期西藏城市，谢伟民研究了和

平解放以来西藏城市发展进程，划分西藏城市发展

进程为三个阶段，并提出城市规划推动了城市大规

模现代化[7]。关浩淳分析了1951-1965年西藏城镇

人口变化 [8]。蒲柯竹、美郎宗贞总结了 2006-2017



年西藏城市区域发展，认为城市发展“单核增长极显

著，呈‘中心—边缘’分布格局”[9]。此外，庞洪伟、孔

少华、王磊等对西藏城镇化扩张对于西藏城乡人口

收入差距与城镇化率、西藏城市区域发展不平衡性、

对口支援政策的影响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10]。

整体而言，西藏城市史研究呈现三个新动向：

其一，从“厚古薄今”关注历史时期西藏城市，向探

寻新中国西藏城市建设规律转变；其二，从以史学

为主，转变为历史学、旅游学、人类学等多学科推

进；其三，从现象描绘，到向注重实证研究和数据模

型深化发展。西藏城市史研究进入了新阶段，但

是，目前学界对于西藏旧城市如何向社会主义“新

西藏”城市过渡的研究不足；新中国时期西藏城市

发展分期尚未达成共识；对于西藏城市发展阶段性

特征和机制等研究亦有待深化。

一、从西藏旧城市向建设新中国

现代城市过渡

西藏城市起源较早，而“西藏真正意义的城市”

崛起，最迟则不晚于 6世纪[11]。历史时期西藏城市

面貌、城市中心随着西藏地方政权更替而变化。地

方区域中心在不同时段，或为适应西藏地方统一政

权的统治需要而几度变化，或囿于一方割据势力而

呈现地方区域多中心格局，“如统一时期的拉萨、日

喀则、山南泽当等地，割据时期的拉萨、曲松、扎不

让等地”[12]，并辐射四周。

清代以降，随着政教合一制度在西藏建立，宗

教影响成为西藏城市发展历程中迥异于内地城市

的显著特征。尤以拉萨、日喀则等中心城市受宗教

文化影响最为突出，宗教在西藏城市发展中起到重

要作用，“留下了藏传佛教寺院和寺院经济的深刻

烙印”[13]，致使清、民国时期西藏城市表现出浓厚的

宗教氛围。

清代的《卫藏通志》等典籍，记载了西藏各地的

名城；近代的内地刊物如 1897年上海《益闻录》都

报道“西藏名卫地，有城有山有大河小水直流融会

脉络贯通其四境。”“名城”有“阿里宗城”“日喀则”

等，“小城不胜偻指”[14]，可见清代已将西藏城市分

为“名城”“小城”等类别。清末张荫棠新政、民国初

年十三世达赖新政，推动了西藏社会经济发展，西

藏形成了三个等级的“城市行政等级体系”[15]，是为

新中国西藏城市建设的历史基础[16]。

虽然西藏城市起源早，但是西藏城市发展较为

缓慢，“是在和平解放以后才发展起来的”[17]。民主

改革之前，西藏严重的人口生产颓势限制了生产力

的发展，孱弱的生产力无法为城市发展提供强劲推

动力。

历史时期西藏仅有数量较少、人口规模较小的

旧城市，城市在漫长历史时期发展缓慢。1952年
毛泽东主席高瞻远瞩，基于是时西藏人口情况，提

出发展西藏人口的政策思路，认为“西藏地方大、人

口少，人口需要发展，从现在的二三百万发展到五

六百万”[18]是有必要的，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则是

“帮助发展人口”，推动“经济文化”进步。到 1959
年平叛后再次就西藏人口，尤其是宗教与人口的关

系作了更具体的指示：即不反对西藏人民信教，但

也提出佛教人数众多，而不从事生产的弊端，认为

“喇嘛要从事生产”，才能“维持长久”[19]。囿于客观

条件，1951年到1959年西藏社会发展过程中，宗教

因素依然具有相当的影响。

面对历史时期以来兼具民族特色和宗教影响

的西藏旧城市，党中央充分考虑西藏旧城市发展模

式所表现出的浓厚高原、民族、宗教特征，因时制

宜、因地制宜地在不同时期结合具体情况对发展西

藏城市作出过不同的指示。

西藏和平解放后，特别是在民主改革之后，西

藏的城市发展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取得了辉煌

的成绩。可以说，在西藏城市发展过程中，开创了

与以往有明显差异的城市发展格局，其原因有三。

其一，随着西藏和平解放，特别是民主改革以

来，重建更行之有效的中央、地方行政管辖体系，人

民民主专政性质的西藏城市各级机关完全取代了

旧西藏地方噶厦政府贵族主导的各级城市旧政

权。相对于绝大多数被迫依附于农奴主的旧城市

农奴半农奴人口而言，此时城市居民成为民主自由

的新市民，对于自身人身、生产、居住、财产自由享

有高度支配权。

其二，通过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加强了兄弟省份

间的联系，逐渐形成了对口援藏机制，推动国家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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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化建设和国防安全协同发展。从机制层面形成

了中央、地方协调，兄弟省份对口援助，不断激发内

生动力的可持续发展路径，西藏城市发展在既有规

划下不断提质扩容，向现代城市迈进。

其三，城市发展摆脱松散无序的发展模式，逐

渐形成西藏城市科学发展规划，纳入国家安全稳定

总体框架之中，实现资源调配与整合的“全国一盘

棋”，推动了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社会生产

力的升级迭代，促使西藏城市快速发展、城市总人

口数量激增、城市人口比重快速上升。

该时期西藏城镇化进程是在曲折和艰苦奋斗

中发展。表现为从西藏和平解放初期的“建藏”到

中央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来的“援藏”；由部分

军民干部为建设主体，到形成全国援藏的新机制与

新模式；由“输血”式发展向以增强内生发展动力为

目标的“造血”式转变。

西藏城市发展不是一个独立命题，而是与高原

人居环境、民族工作、国防安全、统战工作、农牧区与

城市协调发展、反分裂斗争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上世纪90年代，西藏“由于区域城镇发育不完

全，对带动周围地区经济发展起的作用还不大，因

而，完善城镇体系建设，提高城镇对周围地区的辐

射作用，是实现（西藏）经济发展目标十分重要的一

步”[20]。有学者对比研究西藏各个城市综合数据后

认为，西藏已经建立起以拉萨市、林芝市为代表的

先进型城市，以阿里地区、山南市为代表的中等型

城市，以那曲市、日喀则市、昌都市为代表的落后型

城市的发展格局[21]。而西藏“边境县域正在从最封

闭、最落后的地区，逐步演变为西藏乃至国家面向

南亚地区开发开放的前沿”[22]。总体而言，“青藏高

原城镇发展（还）表现为总体落后、局部发展加

速”[23]的特点。

学界对于西藏城市发展道路选择的讨论较多，

反映了西藏城市史研究的如火如荼。党和国家也

在不断地优化援藏模式，进而推动西藏社会经济可

持续发展，寻求最适合西藏城市发展的模式，营造

更好的西藏人居环境。西藏的城镇化道路选择是

党和国家探寻更好地建设西藏、治理西藏、发展西

藏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民族、宗教特征

明显地区的具体实践；是实践与理论不断结合的产

物，呈现出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径。

基于“决定历史分期，生产方式是根本”[24]的前

提，推动新中国西藏城市史的研究，需要对西藏和

平解放以来的不同阶段进行分期研究、个案研究。

本文以具体政治进程为标志，参照生产方式的变

化，将新中国西藏城市史分为三个阶段：西藏和平

解放至平叛与民主改革（1951-1959年）、民主改革

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1959-1978年）、十一届三

中全会至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1978年至

今）。通过这三个历史阶段的逐一分析，归纳新中

国西藏城市发展变化的阶段性特征，进而总结西藏

城市发展的总体特征。

二、新中国初期西藏城市阶段性特征

新中国初期西藏城市发展史是指1951年西藏

和平解放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西藏城市发展历

史。西藏和平解放标志着中国大陆地区全部统一

到了新中国政治范畴内，西藏社会性质转变则在民

主改革之后，西藏农奴制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真正

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西藏地方各级机关。“1959
年是西藏历史发展的分水岭”[25]，此后民主改革，成

立西藏自治区，确保了在西藏建立人民代表大会、

民族区域自治等制度，极大地调动了人民创造美好

生活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一）西藏城市建设起步阶段：西藏和平解放至

平叛与民主改革（1951-1959年）

1951年，《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标志着西藏重

新纳入中央政府管辖之下，而西藏第一个基层党组

织则直到平叛后民主改革期间的1959年12月[26]才

建立，对党和国家推动西藏现代城市建设造成一定

影响。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共西藏工委积极履行

“十七条协议”，“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最大限度

地尊重噶厦意见，以待噶厦“自动进行改革”。尽管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早于1956年4月成立，但因

“西藏地方政府中反动分子的阻挠，自治区的筹备

工作很少开展”。[27]“十七条协议中规定藏军要改

编，西藏社会制度即农奴制要按照人民愿望加以改

革。这两项重要任务，都因为反动分子的阻挠，不

能实现”。[28]1956年，中央作出“六年不改”决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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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十分慎重的态度，耐心劝说和等待西藏地方上层

统治集团主动进行改革。因此，该时期西藏城市发

展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自由发展状态，而没有系统规

划，虽然有传统的建设模式和建筑布局，但基础设

施的存有情况较为薄弱，仅具备城镇外部体现，而

没有形成规范化管理。

此时“进藏部队和机关的建立，驻地开始小规

模开展基本建设，办公用房和一批生活生产设施逐

渐出现。随着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的通车，以及几

个大的城镇间公路的修建，公路沿线出现一些新兴

城镇”[29]。如后来的林芝地区行署驻地八一镇以及

羊八井镇、江达镇、当雄镇、扎木镇等。同时，在公

路沿线，各级政府和单位驻地附近，新建了一批基

础设施，如医院、银行、学校、电影院等。该阶段，受

限于当时西藏复杂的政治环境，党和政府采取了

“慎重稳进”的方针，对西藏旧城市的任何改变都较

为慎重。

“进驻西藏的人民解放军部队，一贯严守纪

律，爱护人民，尊重当地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不

取群众一针一线，并且举办农场、工厂、医院和学

校，修桥筑路，帮助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30]这一

系列活动并未实质性地改变西藏缓慢闭塞的社会

发展状况。城市未新建相应的配套设施。“西藏民

主改革前，由于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当时政教合一的

农奴制度，各地还不具备大规模建设和改造城镇的

条件”。[31]城市建设并没有全面铺开，在整体上依

旧保持民国时期的城市大体面貌。

1954年康藏公路、青藏公路修通，为西藏提供

了大批物资、人才、技术的支持，增强了西藏与内

地、西藏城市间的交流与协作，推动了西藏城镇化

进程。但此时西藏城市规划几乎空白，内生动力严

重不足，现代化城市建设处于萌芽期。

改革西藏社会制度是西藏社会发展的必然要

求和西藏人民的根本愿望。1959年西藏分裂势力

叛乱后，中央政府采取果断措施，与西藏人民一道

平息了叛乱，并决定进行民主改革运动。当年 3
月，拉萨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成立，除班禅额尔

德尼领导的日喀则之外的其它各地的军管会陆续

建立 [32]。5月 7日，毛泽东主席与十世班禅、阿沛·

阿旺晋美交谈中赞同“边平边改”策略，指出“西藏

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民主改革”[33]。西藏民主改革

自此而始，伴随着民主改革，西藏有计划地进行现

代城镇化建设也被提上日程。这一时期党中央和

西藏驻地机关在西藏进行了艰苦的建党建政工作，

为西藏现代化城市建设平稳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西藏城市持续发展阶段：民主改革至十一

届三中全会前夕（1959-1978年）

西藏叛乱很快被平定，原西藏地方政府“噶厦”

被撤销，“西藏筹委”替代了“西藏工委”，与班禅堪

布会议厅共同管理西藏事务。在班禅堪布会议厅

提交撤销其机构的报告给国务院获批后，“西藏筹

委”成为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前的行政机构，结

束了一个地区三个地方政府的局面。统一行使政

府职权，为西藏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政治条件。

西藏城市发展有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同时两大公

路及联通西藏各地公路的完善，亦为西藏城建提

供了保障。

民主改革前，以拉萨为例，“房屋所有权一般都

集中在前西藏地方政府、寺庙和贵族手中，商人和

市民很少有自有房屋。”具体到当时拉萨最为繁华

的八廓街，才仅有房屋 48座，分属贵族 16座、寺庙

13座、噶厦政府6座，一般商人，以及贵族、寺庙、政

府共有房屋 35座。噶厦政府虽仅有 6座房屋，“但

在八廓街所占面积很大，一般商人虽有13座房屋，

但多系小房，所占面积也小。寺庙房产中包括扎什

伦布寺、清真寺和布达拉宫的房屋在内，余均为各

大寺和功德林所有”。①一般群众没有房产或仅有

少量面积较小的房产，只好租用前西藏地方政府、

寺庙和贵族手中的房屋，房屋的租赁价格定价权完

全掌握在后者手中，租赁人除承担较高的租金、押

金外，还需出“差”、出“乌拉”，或者以金钱替代出

“差”出“乌拉”。租赁关系完全畸形，一般群众和商

人处于被剥削地位。民主改革后，军管会开始了“建

立城市房地产管理机构，专门办理房地产和管理工

作，并按照党的政策，配合有关部门有步骤、有计划

的对城市房产占有者进行利用、限制、改造工作”①。

① 拉萨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拉萨市房租的情况反映(1959-6-17)》，拉萨市城建档案馆，档号：B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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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上“利用、限制、改造”工作的保障下，西藏

城市建设进入了新纪元。此后从 1961年至 1965
年，经历了一个“稳定发展时期”，即“让劳动人民的

个体经济稳定发展的一个时期”[34]，推动了“西藏全

面发展形势的出现”[35]。在自治区成立前后，各级

地区政府主导下对地区内古城面貌进行改善。如

“拉萨市建设成了以人民路为中心、拥有25个较大

建筑物的新市区，显著地改善了古城面貌”[36]；大力

发展手工业创造就业，提高居民收入；修建电力设

施、改善照明条件；大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控制传

染病；促进文教事业的发展及邮政运输。

此后，西藏与全国各地一样经历了“文化大革

命”，社会发展与城市建设放缓甚至趋于停滞。西

藏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文革”在时段上产生重合，社

会主义改造取得了较大的建设成果。工业方面“兴

建了一批‘小而全’的工矿企业”[37]，这些工矿企业

投产仓促，未经科学论证，后来不少因亏损严重而

关停。但是，“这是当时中国面对敌对国家战争威

胁和施压的一种反应。同时这些企业还主要是为

适应西藏人民生产和生活所需而建立的”[38]，一些

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生产部门也获得了一定的

发展。这一时期，西藏交通运输业有了长足进步，

有效连通了区内各城镇的经济。1966-1971年陆

续建成的拉萨、日喀则、昌都三个机场投入使用，对

于提高对外沟通、物资交流的推动作用是显著的。

在“备荒、备战、为人民”战略下，“小三线”建设也在

西藏发展起来，建立起了一些实业，虽然大多数长

期处于亏损状态，但其增量对于激活西藏城镇发展

内生动力无疑具有积极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西藏社会发展与城市建设

仍然继续推进发展。该阶段西藏完成了民主改革，

建立西藏自治区，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

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成为“西藏地区百年历史上成

就最辉煌的时期”[39]。

民主改革之后，西藏有了区域性城建规划部门

及初步的城市规划方案，开始有规划地建设城市。

初步确立了7个地市以及72个县的城建规划，改变

了此前旧西藏的政治框架，有了较为规范化的管

理。西藏城市基础设施逐渐完善，住宅区规模有了

一定的扩展，一些生产生活必须的机构和部门建立

起来，提高了人居质量。城市规模、数量、城镇人口

数量均有相当的增长，推动了生产力的提升。以

1976年西藏自治区基本建设委员会上报国家建委

城建局关于西藏各地（市)城市 1975年基本建设投

资完成情况为例（见表1），道路投资最多且集中在

拉萨和日喀则，作为公共空间的园林绿化有一定投

资，而防洪投资则集中在拉萨河、年楚河流经的拉

萨，以及防洪需求较为紧迫的那曲，逐渐形成了强

中心弱边缘的城市发展格局。

表1 1975年西藏各地（市)城市基本建设投资完成情况

（1976年2月23日）②

计算单位：万元

城

市

名

称

序号

拉萨市

昌都

日喀则

山南

那曲

本年完成

投资额

合

计

1
85.8
20.3
86
10

其
中
国
家
预
算
内

2
58.8

在完成投资

份额中分类

给

水

3

排

水

4

道

路

5
58.8
15.3
86

桥

梁

6

防

洪

7
12

8

公

共

交

通

8

煤

气

9

园

林

绿

化

10
13
5

城

建

企

、

事

业

11

施

工

机

具

12

其

它

13

由表 2可见，截至 1975年，西藏各地的市政建

设亦有了一定的发展，多集中在道路建设、桥梁兴

建、防洪堤修筑、下水道的铺设。拉萨、日喀则两个

传统的中心城市、藏东昌都都得到了较大发展。

总之，该时期西藏现代化城市建设的特征表现

为民主改革后大规模建设到政治风波影响下的暂

时放缓再到稳步提速，现代化城市建设逐渐进入一

个稳定上升期。国家推动西藏行政区划不断整合，

形成一个中心城市、7个专署、72个县的现代行政

① 拉萨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拉萨市房租的情况反映(1959-6-17)》，拉萨市城建档案馆，档号：B1-1-17。
② 西藏自治区基本建设委员会：《上报一九七五年各地（市）城市建设情况(1976-2-23)》，西藏自治区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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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划。同时，从 1959年到 1978年的 30年间，国家

用于西藏住宅等方面的投资达38638万元，房屋总

建筑面积达 284.86万平方米 [40]，在行政区、工矿区

进行大规模城镇建设的职工住宅建设，推动了西藏

城镇化。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及中央西藏工作

座谈会以来的西藏城市发展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和国家作出

了把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

设上来的战略部署，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逐渐步入正

轨，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进而推动了城镇化建设

快速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层面实现了工作重心转

移，扩大开放成为重要的时代使命。西藏积极抓住

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历次援藏等政策红利与历

史机遇，积极发展经济，促进区域社会发展。从20
世纪80年代中期到21世纪，西藏“部分城镇的城市

功能增加，城市色彩逐步增强”[41]。该时期，西藏也

逐渐扩大开放，积极引进外部资金、人才和技术，同

时，市场的扩大和就业机会的增多，也促使更多的

农牧区剩余劳动力在该阶段大规模进入城市，城市

人口激增。

该时期，西藏城市建设表现为四个主要特征。

其一，城市规划先行，城市建设随之。

在自治区建委和各地市规划部门的指导下，西

藏各地逐渐制定本地城市发展规划[42]，并报自治区

政府或国务院批准实施。1983年 4月国务院正式

批准了拉萨市总体规划，1988年7月自治区政府批

准了日喀则市城市总体规划。1984-1990年先后

完成八一镇、泽当镇、狮泉河镇、那曲镇、昌都镇等

地区行署所在地城镇总体规划，报经自治区政府批

准，并完成了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城镇总体规划 28
个，占全部城镇的40%[43]。

自治区政府还进行了大规模的住房建设和危

旧房改造工程，通过国家、单位和个体三方共同努

力，“从 1985年到 1990年的十余年间，自治区用于

住宅建设方面的投资达70668万元，建成住宅总面

积221.79万平方米”[44]。在1991年第二次全国住房

制度改革工作会议后，自治区积极贯彻会议精神，

于 1994年召开第一次住房制度改革工作会，出台

了实施意见，并于1998年颁布了《关于加快我区城

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为自治区现代城镇

化快速稳定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和科学实践规划

指导。

上世纪 90年代末，西藏城市发展规划开始起

步。对于不同类型的城市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方

式：中等城市、边贸城市与小城镇等不同类型的城

镇有不同的侧重点，三者分别作为核心、骨干、基础

表2 1975年西藏各地（市)市政工程实施情况（1976年2月23日）①

城

市

名

称

序号

拉萨市

昌都

日喀则

山南

那曲

实有道路长

度（公里）

合

计

1
44
10
7

高
级
公
路

2
23
0.5
4

实有道路
面积

（万平方）

合计

3
30
8
4.9

高
级
路
面

4
12.4
0.5
4

城市
桥梁数
（座）

合

计

5
1
2
1

永
久
性
桥

6
1
2
1

防洪堤
长度

（公里）

7
18

2.5

下水道
长度

（公里）

8
3.4

2

计算单位：万元

污水量
（万吨/日）

合

计

9

工
业
废
水

10

生
活
污
水

11

污水处理

污水处理
厂个数
（个）

12

机械处理
（个）

13

生物
处理
（个）

14

处理能力
（万吨/日）

15

灌溉面积
（亩）

16

① 西藏自治区基本建设委员会：《上报一九七五年各地（市）城市建设情况(1976-2-23)》，西藏自治区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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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发展定位。“在地域上空间上反映为依靠境内公

路的‘三纵四横’战略重点实施开发，即重点开发

‘一江两河’流域”，藏东三江流域城镇”。[45]此后一

直在此大战略目标下开展建设。

其二，城市建设中援藏力量不断凸显，形成机

制性安排。

在党中央领导下，援藏政策不断优化，形成对

口援藏机制是西藏城市建设发展的关键因素。

西藏和平解放后，十八军等入藏官兵开始援建

西藏。1959年平叛后，西藏建党建政工作逐渐展

开，需要一批懂业务的干部，内地的调藏人员承担

起了这一重任，并产生“调藏人员”群体。中共西藏

工委 5月 8日下发《关于新调藏人员招待费用开支

的通知》，宣布“根据我区形势发展的需要，今后要

从内地调来不少工作人员参加西藏各项工作，并且

最近已经开始进藏”①。对于“调藏人员”，由当时的

西藏工委组织介绍西藏情况、党的政策并组织学

习，然后“分配到各分工委”②。上述档案表明，“调

藏人员”已有援藏干部雏形，只是与此后“中央西藏

工作座谈会”所形成的“援藏干部”相比，尚未形成

制度，且数量上相对较少，但开启了有计划地选调

内地干部建设西藏的先声。此为区别于以往历史

时期西藏城市发展的显著特征。

党中央为了西藏社会发展而专门召开了七次

“西藏工作座谈会”，形成了“中央支持西藏、全国支

援西藏”的西藏社会发展新格局，确定了全国诸多

省市、部门“分区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对口

支援机制。中央、地方逐次增加援藏力度，援藏方

式亦向多元化与可持续性转变并最终形成规制。

其三，城镇化面积迅速扩大，城镇人口激增，西

藏城市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增强。

城镇规模的扩大，是该时期西藏城市发展的重

要表现之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到 2010年，经过

三十多年的发展，西藏共设市 2个，县城 71个和建

制镇140个，城镇建成区面积约190平方千米，城镇

人口约69.03万人，城镇化率约23.8%。[46]城镇综合

功能大幅度提高，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基本满足城

镇居民需求。相较于 2000年，十年间城镇人口增

加了 19.03万人，城镇建成区面积增加 42平方千

米，城镇化率增加 10.45%。截至 2018年 5月那曲

撤地设市，西藏从和平解放初期的一市六地区发展

为六市一地区③。到 2020年西藏城镇化率增长到

32%，发展成绩显著。城镇规模的扩大与城镇人口

增长成正相关。

随着西藏城镇化规模的扩大，城镇人口随之增

长。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西藏城镇人口

68.06万，占常住人口的 22.67%（见表 3）。与第五

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增加了 17.23 万，增长了

33.90%，城镇化率提高了3.24%。同期农村人口增

加21.36万人，仅增长了10.13%。可见这十年西藏

城镇人口增长速度快于农村，人口城镇化进程明显

加快。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西藏城镇

人口 1303443人，占 35.73%；乡村人口 2344657人，

占 64.27%。与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

城镇人口、乡村人口分别增加 622854、23080人，城

镇人口比重提高13.06个百分点。[47]

① 中共西藏工委组织部、财经部：《关于新调藏人员招待费用开支的通知(1959-5-8)》，拉萨市城建档案馆，档号:B1-1-12。
② 中共西藏工委组织部、财经部：《关于新调藏人员招待费用开支的通知(1959-5-8)》，拉萨市城建档案馆，档号:B1-1-12。
③ 阿里地区尚未设市。

表3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西藏各地（市）人口城乡分布状况（单位：人，%）[47]

地区

合计
拉萨市

日喀则地区
山南地区
昌都地区
那曲地区
阿里地区
林芝地区

总人口

3002165
559423
703292
328990
657505
462381
95465
195109

城市人口
人口数
272322
208355
63967

－
－
－
－
－

比重
9.07%
37.24%
9.1%
－
－
－
－
－

镇人口
人口数
408267
32603
59767
71957
85263
75284
21910
61483

比重
13.6%
5.83%
8.5%
－
－
－
－
－

乡村人口
人口数
2321576
318465
579558
257033
572242
387097
7355

133626

比重
70.33%
56.93%
82.41%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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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级

1

2

3

4

5

6

7

8

城镇
人口
数

20万
人以
上

5~10
万人

2~5
万人

1~2
万人

5000
~

1000
0人

2000
~

5000
人

1000
~

2000
人

1000
人以
下

城镇名

拉萨市

日喀则

昌都、那曲、林芝、乃东

贡嘎、噶尔

当雄、堆龙德庆、类乌齐、洛隆、隆子、
江孜、萨迦、拉孜、亚东、安多、班戈、米
林、波密、林周、尼木、曲水、达孜、墨竹
工卡、江达、贡觉、丁青、察雅、八宿、左
贡、芒康、边坝、琼结、曲松、措美、洛扎

加查、错那、浪卡子、南木林、定日、
谢通门、白朗、定结、吉隆、聂拉木、
萨嘎、嘉黎、比如、聂荣、申扎、索县、

巴青、普兰、日土、改则、措勒、
工布江达、察隅

扎囊、桑日、昂仁、仁布、康马、尼玛、
札达、墨脱、朗县

仲巴、岗巴、革吉

数

量

1

1

4

2

13

40

9

3

表4西藏城镇规模等级分类表（2010年）[48] 截至2020年，具体到各地市的城市人口数量，

拉萨 605511 人，占市总人口 69.77%。日喀则

184323人，占市总人口 23.09%。昌都 133017人，

占市总人口 17.48%。那曲 116030人，占市总人口

22.98%。山南 113048人，占市总人口 31.93%。林

芝 97675人，占市总人口 40.88%。阿里 53839人，

占地区总人口 43.67%。① 相较 2010年，2020年西

藏城市中虽依旧仅有拉萨一个城市人口超过20万
大关，但西藏整体城市人口增幅较大，2010年仅有

日喀则一地城市人口在5-10万之间（见表4），发展

至 2020年则有四地城市人口突破 10万人，其中日

喀则城市人口增量最大。在此总体城市人口增量

下，拉萨依旧处于城市人口占比首位，阿里、林芝、

山南、日喀则、那曲、昌都城镇人口占比依次降低。

反映出西藏城市人口增长迅速的总体趋势下，区域

间城市规模和人口数量的不平衡亦随之进一步扩

大。值得注意的是林芝作为新兴旅游城市，虽然城

市人口总体数量相对较低，但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

较大，反映出西藏城市以旅游为依托的发展模式具

备可行性[49]。

其四，旅游成为西藏城市发展的强势板块，不

断优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结合的西藏城市人

居发展模式。

西藏和平解放前，受限于自然地理与交通条

件，并未产生旅游活动，更谈不上产生旅游效益。仅

年份

2004
2005
2006
2007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全区GDP

211.54亿元

250.60亿元

291.01亿元

342.19亿元

507.46亿元

605.83亿元

701.03亿元

807.67亿元

920.83亿元

旅游总收入

15.32亿元

19.35亿元

27.71亿元

48.52亿元

71.44亿元

97.06亿元

126.48亿元

165.18亿元

204亿元

同比增长

47.7%
26.3%
43.2%
75.1%
27.6％
35.9%
30.3％
30.6％
23.5%

年份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全区GDP

1026.39亿元

1150.07亿元

1310.63亿元

1477.63亿元

1697.82亿元

1902.74亿元

2080.17亿元

2132.64亿元

2392.67亿元

旅游总收入

281.92亿元

330.75亿元

379.37亿元

490.14亿元

559.28亿元

366.42亿元

441.90亿元

407.07亿元

651.46亿元

同比增长

38.2％
17.3%
14.7%
29.2%
14.1%
-34.5%
20.6%
-7.9%
60.0%

① 参阅西藏七地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② 根据近年《西藏自治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

表5 2004年—2023年西藏全区GDP与旅游收入及同比增长关系表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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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数量有限的入藏游历者，旅游业并未发展起来，旅

游业也无法为城市建设提供强劲的内生动力。

2006年青藏铁路贯通后，为西藏与内地搭建

起了更为便捷、稳定的沟通大动脉，推动了旅游业

的发展和西藏经济发展。从表5可见，西藏GDP增
量和增速明显加快，旅游业迎来井喷式发展，2006
年的旅游业同比增速几乎翻了一番，2007年增速

达到了惊人的 75.1%。此后旅游收入虽然增速降

缓，但总收入量激增，迅速成为西藏GDP的核心板

块。2020年与 2022年受疫情影响有所起伏，疫情

后则迎来井喷式增长。西藏的自然、人文景观吸引

了大量国内外游客，旅游业崛起一方面为西藏城市

建设提供了雄厚的旅游收入，另一方面也激发了西

藏城市强劲的内生动力，不断更新城市配套设施为

旅游赋能。

西藏城市配套设施的优化和联通区域内交通

网络的不断完善，为发展具有高原特色的旅游业提

供了便利，旅游发展又促使西藏城市发展过程中不

断推进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兼容创新。

四、余论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人民

推翻了封建农奴制，百万翻身农奴当家作主，极大

地激发了西藏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历史上，西

藏旧城市发展中居于关键角色的宗教因素逐渐退

出西藏城市发展的核心影响地位。

新中国西藏城市的发展体现出强劲的政策性

特征。西藏在新中国七十多年的实践中形成了“中

央支持西藏、全国支援西藏”的发展新格局，确定了

全国诸多省市、部门“分区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

换”的对口援藏机制。机制性安排的不断优化推动

西藏城市发展从“输血”为主向“造血”为主转变。

西藏城市的发展建立在全区经济、政治、文化跨越

式发展的基础之上，更是建立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

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探索与追求

之上。

尽管西藏城市建设相较于东部沿海城市，还有

相当的差距，区域内城市发展不平衡，但在党的领

导下，在各族人民的不懈奋斗下，随着西藏城市建

设的不断发展优化，西藏城市发挥区域社会经济文

化发展的辐射中心和支撑点作用，以及西南边疆安

全稳定的“压舱石”的作用将会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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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ities
in Tibet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WANG Chuan① MA Zhenghui②
(①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5 ②Sichuan Tourism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100)

Abstract: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ities in Tibet have been developed continu⁃
ously, which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achievem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New Tibet".
Since the peaceful liberation of Tibet in 1951, the cities in Tibet have been adapting to the social changes in the
initial period, and then they have achieved a leapfrog development from few to many, and have been developing
into modern cities with both traditional and modern cultures. Over the course of more than seventy years of devel⁃
opment, the cities in Tibet have played the role of centres and support points for regional socio-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have become the "anchor" of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n the southwestern border. The
logic of development embedded therein is the valuabl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China in governing the frontier
and ethnic regions. Thus,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and mechanism construction are the deep logic for the
leapfrog development of the cities. On the basis of the logic,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ies in Tibet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of high-speed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China in the new era; Tibet; cities; characteristics;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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