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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不可避免要加入现代化的大潮 

杨明洪 

2012-1-20 11:15:36  来源：《中国民族报》2012年13日

  尽管在走进现代化的过程中，人们经常面临诸多冲击。传统文化受到冲击，人们的思想观念受到冲击，部分人的利益受到冲

击，但现代化是必然趋势，也是人类共同的追求。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不受到影响。早在上世纪20年

代，远离工业文明中心的西藏也没有置身之外，先有驻藏大臣张荫堂、联豫推行革新首倡现代化之举，后有十三世达赖喇嘛力主

现代化之行。 

  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在一些人看来，西藏的现代化就成了“有争议”的话题，甚至成为被攻击的对象。出于实现“西藏独

立”的目的，达赖集团和西方分裂势力拼命反对西藏的现代化，把西藏的现代化进程说成是“消灭西藏的民族特性”，把西藏经

济的快速发展攻击为“破坏西藏环境”，把西藏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弘扬诬称为“灭绝西藏文化”。针对国际社会的责难，为消

除国际社会在“西藏问题”上的各种误解，增进国际社会对西藏历史和现实情况的全面了解，中国政府于2001年12月发表了《西

藏的现代化发展》白皮书。该白皮书对西藏现代化进行了全面的阐述。但受到达赖集团和西方分裂势力的谬论的影响，一些对西

藏现代化内心充满恐惧的学者还是对西藏现代化提出了这样的命题：“（西藏）是不是一定要现代化？人们的生存目标并不一定

要追求现代化，而是追求一种幸福。这种幸福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精神上的东西，而不是物质上的东西。”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

从理论上论证西藏现代化的重要意义。 

  西藏现代化虽然是西方学者、民众在谈论所谓“西藏问题”时的重要议题，但其必要性是不需要论证的。经济全球化加速发

展，西藏不可避免地要加入现代化的大潮。西藏以和平解放为起点，经过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度，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实现了社会制度的历史性跨越；经过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快速发展，走上了与全国同步发

展的轨道，展现出美好的发展前景。 

  短期内要在西藏实现全面的现代化，是不现实的，世界上也没有哪个国家同时实现了全面的现代化。在西藏的政治现代化、

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中，经济现代化是最表面、也是最有可能率先实现的。西藏的经济现代化关系到中国经济

现代化的全局，关系到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关系到国家安全与边疆稳定，关系到全国生态安全。西藏经济现代化是西藏

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根本需要。 

  如果将西藏经济现代化与世界经济现代化放在一起来考虑，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西藏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其经济现代

化符合人类发展规律和历史潮流；西藏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济现代化是中国各族人民实现共同繁荣的必然要求。因

此，西藏经济现代化既具有世界经济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同时又有着特殊性。 

  西藏经济现代化与世界经济现代化的共性在于：经济现代化是一个进步（而不是其他）的过程，也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

如果出现某种干预，有可能产生停滞、中断甚至倒退；经济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包括经济结构、经济制度和经济

观念的变化，最重要的是人的现代化；经济现代化不是一个完全自发的过程，而是一个在先进思想理念指导下破旧立新的过程；

经济现代化是一个逐步扩散的过程，将波及每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现代化是一个差距扩大的过程，短时间内这种差距不但不会缩

小，反而会扩大，还会出现新的差距鸿沟，如在信息化时代数字鸿沟和知识鸿沟等。 



  西藏经济现代化的个性在于：西藏地处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高寒缺氧，人类生存环境比较恶劣；西藏是全国同一

少数民族高度聚居并占绝对人口优势的民族地区，绝大部分群众信仰藏传佛教，民族意识、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等非经济因素与

经济现代化的进程有着密切的关系；西藏经济社会发展起点低，虽然废除了封建农奴制，但历史陈迹比较浓厚，是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区域之一；西藏地处我国的边疆地区，其经济现代化过程与我国边疆稳定及世界和平密切相关；西藏是一个

生态脆弱地区，一方面，全球气候变暖对其生态环境的影响非常明显，另一方面，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一般难以逆转，经

济现代化进程难免要与生态环境发生联系。因此，要在西藏这样一个特殊地区顺利实现经济现代化，就必须了解西藏经济现代化

的历程和经验教训，明确西藏经济现代化的内涵和特征，清楚当前西藏进行经济现代化的有利条件及面临的挑战，以正确选择西

藏经济现代化的道路，并找准突破口，逐个进行突破。 

  经济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和动力，它贯穿于现代化的全过程，是现代化的物质保证，与政治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文化现

代化和生态现代化相互制约、相互促进。无论哪一种现代化的滞后都有可能导致整个现代化进程的停滞，甚至中断。对西藏经济

现代化的演进过程及其与西藏社会、文化、生态等的相互作用进行研究，可丰富对西藏经济社会进行研究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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