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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汉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90%以上，包括藏族在内的其他

55 个民族人口较少，习惯上被称为少数民族。 

  为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和自治权利，中国政府根据中国少数民族分布以大杂居、小聚居

为主等实际情况，把在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政

策和实行人民民主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

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由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行使管理本地方、本民

族内部事务的自治权。 

  西藏自治区是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五个省级自治地方之一，是一个以藏族为主体的

民族自治地方。在西藏自治区，除藏族外，还有汉、回、门巴、珞巴、纳西、怒、独龙等十

几个民族同胞世代居住，并建立有门巴、珞巴、纳西等民族乡。 

  1965 年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来，西藏人民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以主人翁的

姿态积极参与管理国家和地方事务，充分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自治权利，投身西藏的现代

化建设，实现了西藏社会的跨越式发展，深刻地改变了西藏的贫穷落后面貌，大大提高了自

身的物质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水平。 

  回顾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近 40 年的光辉历程，全面展示西藏人民在民族区域自治制

度下行使当家作主权利、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实践，不仅有助于总结经验、开创西藏民族区

域自治的新局面，而且有助于澄清是非、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民族政策和西藏真实情况的了

解。 

  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建立和发展 



  西藏位于青藏高原，是中国的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之一。中国历代中央政府根据当时

的交通通讯条件和西藏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对这些地区采取了与内地有所不同

的管理方式。自公元 13 世纪西藏成为中国领土一部分以来，中国的元、明、清、民国等历

代中央政府在规定西藏地方行政机构、决定和直接处理西藏重大事务的前提下，基本保持当

地原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统治机构，广泛任用当地僧俗上层管理地方事务，给予西藏地方政

府和官员较大的自主权。这在历史上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历代封

建专制统治者实行的民族政策渗透着民族歧视和压迫，对西藏采取保持当地原有社会制度和

维护当地统治阶级的权力来进行管理，没有也不可能解决民族平等和人民当家作主问题。 

  直到 20 世纪上半叶，西藏仍然处于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落后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

奴制社会。占人口不到 5%的僧俗农奴主控制着占人口 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的人身自由和

绝大多数生产资料，通过等级森严的《十三法典》、《十六法典》和断手、剁足、剜目、割

耳、抽筋、割舌、投水、推崖等极为野蛮的刑罚，对农奴和奴隶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政治

压迫和精神控制，广大农奴和奴隶连生存权都得不到保障，根本没有政治权利可言。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藏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

遭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攫取种种特权，对西藏进行殖民控

制和剥削，同时在西藏少数上层统治者中极力培植分裂势力，阴谋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

因此，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农奴制的枷锁，历史地成为维护国家统一和实现西藏发展的首要

任务。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历史，实现了

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人民民主，为西藏人民在祖国大家庭中掌握自己的命运带来了希望。

1949 年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地位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

的行为；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各少数

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 

  1954 年颁布实施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式将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

原则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纳入国家根本大法。中央人民政府从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通

过实现西藏和平解放、推动民主改革、建立自治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等重大战

略决策措施，深刻地改变了西藏的命运，实现和发展了西藏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和平解放为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奠定了基础。1951 年 5 月 23 日，中央人民政府

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西藏实现和

平解放。和平解放使西藏摆脱了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及其政治、经济羁绊，维护了国家主权

统一和领土完整，实现了藏族与全国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以及西藏内部的团结，为西藏实行

民族区域自治奠定了基础。 

  “十七条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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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根据“十七条协议”的规定，1954 年

11 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筹备小组成立，着手筹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1955 年 3 月，国务院召开专门会议，研究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

员会的决定》，明确规定：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是负责筹备西藏自治区带政权性质的机关，



受国务院领导；其主要任务是依照宪法规定及“十七条协议”和西藏的具体情况，筹备在西藏

实施区域自治。1956 年 4 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拉萨成立，第十四世达赖担任筹委

会主任委员，第十世班禅担任第一副主任委员，阿沛·阿旺晋美任秘书长。西藏自治区筹备

委员会的成立，使西藏有了一个带政权性质的协商办事机构，有力地推动了西藏民族区域自

治的实现。 

  ——民主改革为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扫清了道路。西藏和平解放时，考虑到西藏的实

际情况，“十七条协议”在肯定对西藏社会制度进行改革的必要性的同时，规定：“有关西藏的

各项改革事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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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采

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但是，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面对人民日益

高涨的民主改革的要求，为维护封建农奴制度“永远不变”，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于1959

年 3 月 10 日发动全面武装叛乱，图谋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同年 3 月 28 日，国务院宣

布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委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第十世班禅代理主任

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自治区筹委会领导西藏人民，迅速平息叛乱，并实行民主改革，

推翻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废除了封建等级制度、人身依附关系和各种野蛮刑罚，百

万农奴和奴隶获得翻身解放，成为国家和西藏地方的主人，获得了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权

利和自由，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扫清了社会制度障碍。 

  ——西藏自治区的建立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全面贯彻实施。民主改革以后，

西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一样享有了平等的政治权利。1961 年，西藏各地开始实行西藏历

史上从未有过的普选，翻身农奴和奴隶破天荒第一次获得了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选举产生

了各级政权。1965 年 9 月，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选举产生了

西藏自治区自治机关及其领导人，宣告了西藏自治区的正式成立。阿沛·阿旺晋美当选为自

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一大批翻身农奴担任了自治区各级政权机关的领导职务。西藏自治区

的成立标志着西藏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开始全面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西藏人民从此享

有了自主管理本地区事务的权利，与全国人民一道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为西藏人民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权利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中国实行改革

开放以后，邓小平明确提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关键是使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起来，在西藏，

“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

走进前列”（《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47 页），从而为西藏在新时期更加全面地实施民

族区域自治确立了指导方针。 

  1984 年，国家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确立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对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自治

权利及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做了系统的规定，为西藏人民充分行使自治权利提供了有力的法律

保障。从 1984 年到 2001 年，中央政府根据西藏自治区的实际，先后召开了四次西藏工作

座谈会，适时确定了新时期西藏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和发展规划，做出了中央政府关

心西藏、全国各地支援西藏的重大决策，制定了一系列加快西藏发展的特殊优惠政策和措施，

形成了国家直接投资西藏建设项目、中央政府实行财政补贴、全国进行对口支援的全方位支

持西藏现代化建设的格局，有力地推动了西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极大地提高了西藏人

民的生活水平，保证了西藏人民平等和自治权利的实现。 

  二、西藏人民在政治上享有充分的自治权 



  西藏人民依法享有平等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同时享有自主管理本地区和本民族事

务的自治权利。 

  西藏人民依法享有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凡年满 18 岁

的中国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和居住期限，

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西藏人民积极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选举权

和被选举权，参加选举全国和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并通过人大代表参与管理国

家和地方事务。2002 年，在西藏的自治区、地（市）、县、乡（镇）四级换届选举中，全

区有 93.09%的选民参加了县级直接选举，有些地方选民参选率达到 100%。在选举出的人

大代表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所占的比例，在自治区和地市两级达 80%以上，在县、

乡（镇）两级达 90%以上。 

  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成为西藏自治区干部的主体，充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宪法

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应当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主

任或者副主任；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

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先后 6 任（含现任在内）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和 7

任（含现任在内）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均为藏族公民。自 1959 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西藏委员会”成立以来，共 5 任自治区政协主席均由藏族公民担任。据统计，目前，藏族和

其他少数民族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中占 87.5%；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委员中

占 69.23%；在自治区主席、副主席中占 57%；在自治区政协常委和委员中分别占 90.42%

和89.4%。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公民占自治区、地（市）、县三级国家机关组成人员的77.97%，

分别占三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干部总数的 69.82%和 82.25%。 

  此外，还有一批西藏的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公民直接参与管理国家事务，有的还在中央

国家机关担任领导职务。在全国人大代表中，西藏自治区有 19 名代表，其中有 12 名为藏

族公民。在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先后有十四世达赖、十世班禅、阿沛·阿

旺晋美、帕巴拉·格列朗杰、热地等藏族公民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目前，西藏有

29 名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士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务委员，其中，阿沛·阿旺晋美、帕巴

拉·格列朗杰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西藏地方自治机关充分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自治权。根据宪法规定，西藏自治区的自

治机关依法行使省级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依法行使自治权，根据本地方的实际情况贯

彻执行国家的法律、政策。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既享有普通省级行政区制定地方法规的

权力，又享有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权力。据

统计，自 1965 年以来，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共制定了 220 件地方性法

规和单行条例，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其中包括《西藏自治区文物

保护管理条例》、《西藏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西藏自治区对外国人来藏登山管理条例》、

《西藏自治区信访条例》、《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决定》、《关于维护祖

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反对分裂活动的决议》、《关于严厉打击“赔命金”违法犯罪行为的

决定》等。这些地方性法规的制定和实施，为维护西藏人民的特殊权益，促进西藏各项事业

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 

  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

合西藏自治区实际情况的，自治区可以报经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如，

在执行全国性法定节假日的基础上，西藏自治机关还将“藏历新年”、“雪顿节”等藏民族的传



统节日列入自治区的节假日。又如，根据西藏特殊的自然地理因素，西藏自治区将职工的周

工作时间规定为 35 小时，比全国法定工作时间少 5 小时。此外，西藏自治区立法机关还可

以根据授权，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实施国家有关法律的变通条例和补充规定。如，1981

年，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从西藏少数民族历史婚俗等实际情况出发，通过了

《西藏自治区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变通条例》，将《婚姻法》规定的男女法定

婚龄分别降低两岁，并规定对执行变通条例之前已经形成的一妻多夫和一夫多妻婚姻关系，

凡不主动提出解除婚姻关系者，准予维持。对国家法律政策依法进行变通执行，有效地保障

了西藏人民的特殊利益。 

  三、西藏人民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享有充分的自主权 

  民族区域自治的关键是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确保少数民族人民享有平等

的发展权。近 40 年来，西藏自治区在国家的正确指导和大力支持下，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

充分行使法律赋予的自主权利，制定了一系列适合西藏实际情况的政策措施，使西藏的现代

化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根据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西藏自治区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有权根

据本地情况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速西藏的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有权在国家

计划的指导下，根据本地方的特点和需要，制定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和计划，自主安排和

管理地方的经济社会建设事业；有权管理、保护和优先利用本地的自然资源；有权管理地方

财政，自主安排使用本地的财政收入；有权自主发展民族教育和文化事业，自主管理本地教

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权在财政、金融、税收上享受国家的优惠政策。近

40 年来，西藏自治区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依法充分行使自治权，根据西藏的实际，先后制

定实施了 10 个《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把实现跨越式发展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

标，把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重点，自主安排经济和社会发展项目，确

保了西藏现代化建设的快速健康发展，确保了西藏社会经济的发展符合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 

  国家根据西藏的特点和需要，尽一切努力帮助西藏加快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西藏普通群

众是这些支持、帮助和政策的直接受益者。考虑到今天的西藏脱胎于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社会，

经济和社会发展基础差，以及高海拔的自然条件，长期以来，根据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

的规定，国家在财政、金融、税收和物资、技术、人才等方面给予了特殊的支持和帮助。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中央政府根据西藏自治区的需要和要求，先后召开了 4 次西藏工作

座谈会，就西藏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制定了一系列特殊的优惠政策和措施。例如，

1984 年后，在西藏农牧区实行“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牲畜归户，私有私

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使西藏农牧区生产

和人民群众生活得到持续发展和提高。又如，在税收方面，全国只有西藏一直执行比全国低

3 个百分点的税收优惠政策，而且对农牧民一直免收各种税费；在金融方面，西藏一直实行

比全国低两个百分点的优惠贷款利率和低保险费率政策。此外，还对农牧民实行免费医疗，

农牧民子女上学实行免费吃住等政策。 

  与此同时，国家对西藏的发展在资金、技术和人才上给予了特殊的支持。1984 年至 1994

年，国家投资、全国 9 省市援建西藏 43 项工程，总投资达 4.8 亿元。1994 年至 2001 年，

中央又直接投资建设了 62 项工程，总投资达 48.6 亿元，15 个对口支援省和中央各部委无

偿援建 716 个项目，资金投入达 31.6 亿元。2001 年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决定进一

步加大对西藏发展的扶持力度，在国家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中央政府投资 312 亿元，建



设 117 个项目，并给予财政补助 379 亿元。全国各地支援西藏建设项目 71 个，资金投入

10.62 亿元。据统计，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的近 40 年间，西藏财政支出共计 875.86 亿元，

其中的 94.9％来自中央补贴。近 10 年来，共计选派各级援藏干部 2000 多人，援助资金及

物资 101.66 亿元（不含中央同期的 117 个援建项目的资金）。中央政府和全国各地的支援

极大地改善了西藏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促进了西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近 40 年来，西藏在经济制度、经济结构和经济总量上均实现了重大飞跃，彻底告别了

封闭的庄园制自然经济，正在向现代市场经济迈进。西藏的国民生产总值从 1965 年的 3.27

亿元增长到 2003 年的 184.59 亿元；人均 GDP 由 1965 年的 241 元增长到 2003 年的 6874

元。现代工业从无到有，建立起包括 20 多个门类、富有西藏地方特色的现代工业体系。现

代商业、旅游、邮电、饮食服务、文化娱乐、IT 等在旧西藏闻所未闻的新兴产业迅猛发展。

旧西藏没有一条公路，如今已形成以国道和 14 条省道为主干的公路运输网络。公路通车里

程达到了 4.13 多万公里。青藏铁路已于 2001 年开工建设，将于 2007 年建成通车，西藏很

快就要结束没有铁路的历史。2003 年，西藏接待国内外旅游者 92.86 万人次，旅游业总收

入占西藏生产总值（GDP）的 5.6％。2003 年底，西藏的电话普及率达 22 部/百人；固定

及移动电话总户数达到 60.17 万户。 

  现代化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西藏自治区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战略，把

环境保护与现代化建设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形成有效的环境保护和污染

治理监督管理体制。生态建设受到重视，已建成 18 个国家级和省级自然保护区，占全区土

地面积的 33.9%，使西藏脆弱的高原生态和城乡生活环境得到了较好的保护。目前，西藏

的生态基本上还处于原生状态，是中国环境保护状况最好的地区。 

  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目前，西藏绝大多数农牧民基本解决了温饱，部分

群众生活已进入了小康水平。旧西藏没有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学校，适龄儿童入学率不到 2%，

青壮年文盲率高达 95%。到 2003 年底，西藏已有各级各类学校 1011 所，教学点 2020 个，

在校学生达 45.34 万人，小学入学率达 91.8%；文盲率下降至 30%以下。1985 年以来，中

央政府在内地 21 个省市建立了西藏班（校），为西藏培养了大中专毕业生近万人。 

  医疗卫生条件显著改善。目前西藏拥有各类医疗卫生机构 1305 个，病床床位 6216 张，

卫生技术人员 8287 人，每千人病床和卫生技术人员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民的健康保障

显著提高。婴儿死亡率由 1959 年前的 43%下降到 3.1%；人口平均寿命从 35.5 岁提高到了

现在的 67 岁。西藏人口由 1951 年的 114.09 万人增加到现在的 270.17 万人。其中藏族人

口从 1964 年的 120.87 万人增加到 2003 年的 250.72 万人，占总人口的 92%以上。 

  四、西藏人民享有继承发展传统文化和信仰宗教的自由 

  近 40 年来，西藏自治区充分行使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的自主管理和发展本

地区文化事业的自治权，保护和整理民族文化遗产，发展和繁荣民族文化，依法保障西藏人

民继承发展民族传统文化的自由和宗教信仰的自由。 

  藏语文得到广泛的学习、使用和发展。西藏自治区先后于 1987 年和 1988 年颁布实施

了《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定（试行）》（2002 年修订为《西藏自

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规定》）和《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



定（试行）的实施细则》，明确规定在西藏自治区，藏、汉语文并重，以藏语文为主，将学

习、使用和发展藏民族语言文字的工作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西藏自治区教育系统全面推行以藏语文授课为主的双语教学，编译出版了从小学至高中

所有课程的藏文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西藏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法规，西

藏自治区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下达的正式文件、发布的公告，都使用藏、汉两种文字。在

司法诉讼活动中，对藏族诉讼参与人，都使用藏语文审理案件，法律文书都使用藏文。各单

位的公章、证件、表格、信封、信笺、稿纸、标识以及机关、厂矿、学校、车站、机场、商

店、宾馆、餐馆、剧场、旅游景点和体育场馆、图书馆等的标牌和街道、交通路标等都使用

藏、汉两种文字。 

  目前，西藏自治区的广播、电视台专门开设有藏语频道。全区现有 14 种藏文杂志、10

种藏文报纸。《西藏日报》藏文版每天出版，并使用计算机藏文编辑排版的先进系统。近年

来每年出版的藏文图书都在 100 种以上，发行数十万册。藏文专业术语规范化及信息技术

标准化工作取得重大进展。藏文编码已通过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使藏文成为中国第一个具

有国际标准的少数民族文字。 

  优秀的传统文化得到继承、保护和发展。西藏自治区各级政府成立有专门的民族文化遗

产抢救、整理和研究机构，先后收集、整理和编辑、出版了《中国戏曲志·西藏卷》、《中

国民间歌谣集成·西藏卷》以及民间舞蹈、谚语、曲艺、民间歌曲、民间故事等文艺集成，

有效地抢救和保护了西藏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格萨尔王传》被称为“世界史诗之王”，是

藏族人民创作的世界最长的英雄史诗，多年来一直作为口头说唱艺术流传在民间。西藏自治

区于 1979 年成立专门机构，对《格萨尔王传》进行全面的抢救、整理。国家将其列入重点

科研项目组织研究和出版。经过 20 多年的努力，现已录制了 3000 多盘磁带，搜集藏文手

抄本、木刻本近 300 部，整理出版藏文版 62 部，发行 300 多万册，同时还出版了 20 多部

汉译本，并有多部被译成英、日、法文出版。 

  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文物保护法规，先后投资 3 亿多元人民币，

修复开放了 1400 多座寺庙，及时修缮和保护了大批文物。特别是 1989 年到 1994 年间，

中央人民政府拨出5500万元和大量的黄金、白银等珍贵物资实施了维修布达拉宫一期工程。

2001 年开始，国家又拨专款 3.3 亿元人民币，用于布达拉宫二期维修工程和罗布林卡、萨

迦寺三大文物古迹的维修。 

  西藏人民的风俗习惯得到尊重和保护。藏族和其他各少数民族都有按照自己的传统风俗

习惯生活和进行社会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他们在保持本民族服饰、饮食、住房的传统风格和

方式的同时，在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各方面也吸收了一些体现现代文明、健康生活的新的习

俗。在西藏自治区，一些传统节庆活动如藏历新年、萨噶达瓦节、望果节、雪顿节等和许多

寺庙的宗教节庆活动得以保留和继承，同时吸收了各种全国乃至世界性的新兴节庆活动。 

  西藏人民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西藏自治区的绝大部分藏族和门巴、珞巴、纳西族

群众等信奉藏传佛教，同时还有不少群众信奉伊斯兰教和天主教。目前，西藏自治区共有

1700 多处藏传佛教活动场所，住寺僧尼约 4.6 万人；清真寺 4 座，伊斯兰教信徒约 3000

余人；天主教堂一座，信徒 700 余人。各种宗教活动正常进行，信教群众的宗教需求得到

充分满足，信教自由得到充分尊重。 



  活佛转世制度是藏传佛教特有的传承方式，得到国家和西藏自治区各级政府的尊重。

1992 年，国务院宗教局批准了第十七世噶玛巴活佛的继任；1995 年，西藏自治区按照宗教

仪轨和历史定制，经过金瓶掣签，报国务院批准，完成了第十世班禅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

以及第十一世班禅的册立和坐床。西藏民主改革后，经过国家和西藏自治区批准继任的活佛

共 30 余人。西藏的僧侣还对僧人学经制度进行了改革，有力地促进了僧人学习佛教经典的

积极性，在佛教教义的传承和发展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工程浩大的宗教典籍的收集、整理和出版、研究工作不断取得进展。布达拉宫、罗布林

卡、萨迦寺等所藏经卷和佛教典籍得到很好的保护，《布达拉宫典籍目录》、《雪域文库》

和《德吴宗教源流》等文献典籍得到及时抢救、整理和出版。1990 年以后，藏文《中华大

藏经·丹珠尔》（对勘本）、《藏汉对照西藏大藏经总目录》等陆续整理出版。已经印制出

版《甘珠尔》大藏经 1490 部，还印行藏传佛教的仪轨、传记、论著等经典的单行本供给寺

庙，满足僧尼和信教群众的学修需求。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办有藏文会刊《西藏佛教》和

一所西藏佛学院、一个藏文印经院。国家还在北京开办了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专门培养

藏传佛教的高级人才。 

  五、民族区域自治是西藏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 

  应该承认，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历史还比较短，在实践中还有一个不断完善和

发展的过程。西藏社会发展的历史起点低、基础差，加上高寒缺氧、自然条件恶劣，西藏的

现代化发展程度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至今仍然是中国比较落后的地

区。但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近 40 年来，从一个远远落后于时代

的封建农奴制社会跨入了现代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的

全面进步，同中国其他地区的差距在不断缩小；西藏人民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实

现了平等参与管理国家的权利，掌握了管理西藏社会、主宰自己命运的当家作主的自治权利，

成为西藏社会物质文化财富的创造者和享受者；西藏的民族特性和传统文化受到充分尊重、

保护和大力弘扬、发展，并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被赋予了更加丰富、更加富于时代气息的内涵。

西藏的发展变化举世瞩目，有目共睹，不容否认。 

  历史事实说明，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西藏社会进步的必然，符合西藏人民的根本

利益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从封建专制的中世纪社会向现代民主社会发展是人类社会

从愚昧落后走向文明进步的必然发展规律，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现代化发展的不可

抗拒的历史潮流。西藏直到 20 世纪上半叶还处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加上历史上

国内反动统治阶级长期实行民族压迫政策，以及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和挑拨，整个

西藏社会动荡不安、奄奄一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政府通过在西藏实现和平解放、

实行民主改革和民族区域自治，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使西藏摆脱了帝

国主义的羁绊，跨越了几个社会形态，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西藏历史上最伟大、最

深刻的社会变革，取得了社会发展的空前的历史性飞跃，顺应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和时代

进步潮流，体现了西藏社会进步的要求和西藏人民的根本愿望。 

  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实现西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平

等发展和共同繁荣的必然要求。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西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组成了同甘共苦、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大家庭。西藏作为中国领土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数百年来与祖国同命运、共发展。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领土遭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和蹂躏，面临被瓜分、肢解的厄运。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援下，西藏人民经过和平解放、

民主改革，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和民族区域自治，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

造性，使西藏走上了与全国同步发展的轨道。历史事实说明，没有国家的统一、富强和全国

各族人民的团结、互助，就没有西藏社会的新生和跨越式发展；同样，没有西藏的繁荣发展，

就不可能实现国家的完全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实现了国家

主权统一、人民当家作主和西藏地方自治的有机结合，为西藏人民实现与全国各族人民平等

发展和共同繁荣提供了有力保证。 

  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西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

道路的必然结果，是西藏人民充分当家作主的根本制度保证。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解

决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体现了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共同繁荣这一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国家保证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实践证明完全适

合中国国情和西藏地方的实际情况，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近 40 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有效保证了西藏人民在祖国大家庭中的平等权利和在西藏的自

治权。西藏人民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不受任何歧视地享有与全国各

族人民完全平等的权利，而且依法享有自主管理本地区、本民族各方面事务的自治权利，依

法享有受国家特殊扶持和保护的权利。可以说，西藏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不仅全面体现了联

合国《在民族或种族、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以及其他有关少数民族

权利保护国际文书所规定的平等、非歧视和特殊保护的原则，而且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所具有的优越性。实践证明，在中国，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才能真正实现和保障西藏人民当家作主，才能维护好、

发展好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确保西藏的长期稳定和跨越式发展。 

  发人深思的是，达赖集团不顾西藏人民当家作主、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和广泛的经济社

会文化权利的事实，在国际上不断攻击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没有实质内容”，提出要依照香

港、澳门的模式，在西藏实行“一国两制”、“高度自治”。这种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达赖

集团现在所攻击的西藏民族区域自治，正是十四世达赖曾经支持并参与筹备的。在筹备成立

西藏自治区的过程中，中央政府与达赖、班禅等西藏上层进行了充分的协商。1956 年西藏

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达赖担任主任委员，他在成立大会上致开幕词时说：“西藏自治区

筹备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西藏地区的工作已进入一个崭新阶段。”在成立大会的报告中又

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不仅是适时的，而且是必要的。”“我们衷心拥护中国共

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平等、团结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达

赖对西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攻击，不仅违背今天西藏的事实，也违背他自己当初信誓旦旦

说过的话。 

  西藏与香港、澳门的情况完全不同。香港、澳门问题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是中

国恢复行使主权的问题。而西藏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央政府始终对西藏

行使着有效的主权管辖，不存在恢复行使主权的问题。1951 年西藏和平解放，从根本上摆

脱了帝国主义的羁绊，此后经过民主改革，废除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成立西藏自治区，

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巩固，人民的各项权利得以真正实现并不断发展，不存在重搞另一种社会

制度的可能。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一起，构成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西藏自治区的设立、

地域范围是根据宪法和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律规定以及历史和现实情况决定的。任何破坏

和改变西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行为都是违反宪法和法律的，是包括广大西藏人民在内的全

体中国人民所不能答应的。 



  必须指出的是，以达赖为首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西藏地方政权早已被西藏人民自

己建立的民主政权所代替，西藏的命运和前途再也不可能由达赖喇嘛和达赖集团来决定，而

只能由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来决定。这是西藏不容否定和动摇的客观政治现实。

中央政府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是一贯的、明确的。希望达赖喇嘛正视现实，认清形势，真正放

弃“西藏独立”的主张，争取在有生之年为国家和西藏地方的发展进步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