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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中国西藏自治区位于青藏高原的主体，地势高峻，地理特殊，野生动植物资源、水资源

和矿产资源丰富，素有“世界屋脊”和“地球第三极”之称。这里不仅是南亚、东南亚地区的“江

河源”和“生态源”，还是中国乃至东半球气候的“启动器”和“调节区”。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西藏的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为加强西藏的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促

进西藏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高各族人民的生活质量，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半个多世纪

以来，西藏的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作为西藏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与经济发展、社会

进步、人民生活的提高同步推进，取得了重大成就。回顾西藏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事业发展

的历程，展示西藏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的现状，昭示西藏可持续发展的前景，有助于澄清人

们对西藏生态环境问题的误解，增进对西藏的了解。 

  一、西藏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   

  西藏自治区面积 122 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在 4000 米以上,有着独特的自然生态和地

理环境。西藏的气候自东南向西北由暖热湿润向寒冷干旱呈递次过渡，自然生态由森林、灌

丛、草甸、草原到荒漠呈带状更迭。复杂多样的地形地貌和特殊的生态系统类型，为生物多

样性营造了天然乐园。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旧西藏，长期处于封建农奴制的统治之下，生产力发展水平极

其低下，基本处于被动适应自然条件和对自然资源的单向索取状态，根本谈不上对西藏生态

环境客观规律的认识，也谈不上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问题。十九世纪下半叶起，一些外国探

险家和科学家在青藏高原进行过各种考察和调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科学家也在青藏

高原进行过考察和调查，但总体上说，他们对青藏高原特殊自然生态环境的认识还不全面、

不系统。 

  西藏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起步于西藏和平解放以后，并随着西藏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而得

到发展。 



  ——和平解放开启了科学认识、主动保护和积极建设西藏生态环境的进程。1951 年西

藏和平解放之初，为了揭开青藏高原的奥秘，促进西藏的社会进步与发展，中央人民政府就

组织“政务院西藏工作队”（1958 年，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国科学院西藏综合考察队”），对西

藏的土地、森林、草场、水利和矿产资源进行考察和评价，提出了科学开发利用的意见，从

而开启了科学认识、利用和保护西藏生态环境的进程。 

  与此同时，改善西藏高原生存条件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逐步开展起来。国家派遣林业

技术人员对雅鲁藏布江流域部分地区进行考察，并在拉萨市西郊七一农场开展育苗造林试验，

为在西藏开展大规模植树造林、改善生态奠定基础。1959 年实行民主改革以后，西藏以乡

土树种为主，掀起了大规模的群众性义务植树活动。植树造林工作的开展，使西藏人民实现

了由千百年来被动适应自然，进入主动改造自然的质的飞跃。 

  1965 年 9 月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以后，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伴随着人民

民主政权各方面工作的开展纳入议事日程，得到组织上的保证。1975 年西藏自治区环境保

护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成立，1983 年正式成立自治区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厅，此后，组织机构

和管理体制不断完善，西藏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逐步走上良性发展轨道。 

  有关青藏高原的科学考察活动全面铺开，对西藏自然生态环境的认识更加系统、深入，

生态建设开始取得实质性进展。中国科学院制定了《青藏高原 1973—1980 年综合科学考察

规划》。1972 年中国科学院在兰州首次召开了“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学术研讨会”，其

后，有关青藏高原自然生态环境的各类综合性、专题性学术会议不断召开。一大批学术成果

相继问世，仅一套《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丛书》就达 31 部 42 册，约 1700 万字。这些科

研成果，为西藏在经济建设和发展中更好地利用自然资源，不断改善人类生存环境提供了科

学依据。1977 年，国家农林部组织了对西藏全区的第一次全面森林资源清查。1978 年起，

为适应造林绿化的需要，各地先后建立苗圃近 50 个，引进、驯化、培养了数十种适宜西藏

生长的造林绿化树种。 

  ——改革开放使西藏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走上法制化的道路。改革开放后，

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随着西藏现代化的发展日益受到重视，西藏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事业

在法制化的轨道上不断得到发展。1982 年到 1994 年的十三年间，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及政府各部门颁布实施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类地方性

法规、政府规范性文件、部门规章等共计 30 余件，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地方性环境保护法规

体系。从内容上看，既有涉及生态与环境保护的综合性法规，如《西藏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

也有涉及生态与环境保护各个领域的，如土地管理、矿产资源管理、森林保护、草原保护与

管理、水土保持、野生动物保护、自然保护区管理、污染治理等方面的专项法规，基本上涵

盖了生态与环境保护的各个领域，做到了有法可依。 

  国家直接投资建设了以改善生态环境为重点的“一江两河”（雅鲁藏布江、拉萨河、年楚

河）中部流域农业综合开发工程项目，取得了明显的生态效益。政府专门制定了在荒山、荒

坡、荒滩地区植树种草实行“谁开发，谁经营，谁受益，长期不变，允许继承”的政策，鼓励

人民群众植树造林和种草，保证了人民群众在改善生态方面应有的权益。西藏相继开展并完

成了对土地资源、野生动物资源、植物资源和昆虫资源、湿地资源等生态环境现状的调查。

生态环境科学研究开始关注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影响的监测和跟踪，开展了如西藏“一江两

河”中部流域农业综合开发生态环境遥感动态监测、西藏粮食中有机氯残毒污染普查、工业

污染源调查等方面的工作，并提出了污染防治的相关政策措施。 



  改善生态、保护环境的宣传教育广泛开展、深入人心。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等宣

传媒体都把造林绿化、保护野生动植物、保护环境作为重要栏目，加大宣传报道力度。世界

湿地日、植树节、地球日、世界环境日、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等重要纪念日受到西藏各

界的关注。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知识进入课堂，“绿色学校”创建活动全面开展。 

  ——中央政府的关心、全国人民的支持，使西藏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事业进入新的阶

段。1994 年，中央政府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做出了中央关心西藏、全国支援西藏

的重大决策，有力地推动了西藏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事业的快速发展。 

  国家环保总局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组织全国环保系统支援西藏环保能力建设，帮助

建设了自治区、拉萨市、日喀则市、昌都地区环境监测站，帮助培训了大批环保技术、管理

人员，帮助编制了生态保护与污染治理规划。国务院在 1998 年和 2000 年制定的《全国生

态环境建设规划》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对西藏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给予了

高度重视，将青藏高原冻融区作为全国八大生态建设区之一，进行专门规划，提出明确的建

设任务和建设原则。据此，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于 2000 年制定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建

设规划》，对西藏的生态环境建设进行全面规划和部署。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后，中央

政府于 2001 年召开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进一步加大了对西藏生态建设投资力度，西藏

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明确把发展旅游、绿色农业等作为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支柱

产业。 

  国家加大对西藏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投入，加强了生态环境领域的执法监督。统计表

明，1996 年以来，中央政府仅在西藏生态建设项目方面的投资就达 3.68 亿元。与此同时，

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拉萨市及周边地区造林绿化工程、野生动植物保

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等一大批生态工程项目相继实施，有效地改善了西藏的生态环境。 

  半个多世纪以来，西藏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事业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实现了从自发

到自觉，从被动到主动，从盲目到科学的质的飞跃。据国家有关部门 2000 年公布的生态环

境状况公报，西藏的环境质量保持在良好状态，大部分地区基本处于原生状态，是世界天然

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 

  二、生态建设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半个多世纪以来，西藏自治区为生态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取得了

显著成就。 

  ——天然草地得到合理利用，草原生态保护积极有效。西藏是中国五大牧区之一，有天

然草地 8207 万公顷，约占全国天然草地面积的 21%，占西藏土地总面积的 68.11%。根据

全国首次统一草地资源调查，西藏拥有草地种类居全国各省、自治区之首，在全国 18 个草

地类中，西藏就占有 17 个草地类。保护好草原生态，是保持青藏高原生态链完整有序的重

要一环。 

  西藏的草地面积虽大，但载畜能力较低。在旧西藏，由于人口增长处于停滞状态，自然

灾害频繁，每逢雪灾等天灾来临，往往造成大量人畜死亡，草场超载现象并不突出。西藏和

平解放后，西藏的人均寿命显著提高，人口数量不断增加，草畜矛盾开始出现，保持草原生

态平衡成为日渐突出的问题。为解决好人畜和草畜矛盾，西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天然



草地的合理利用和生态保护。一是重点对天然草地开展围栏和水利建设，全面提高草地的产

出水平和单位面积的载畜能力；二是实施草场责任制，按照以草定畜的原则，划定轮牧期、

轮牧区和禁牧区，加大牲畜出栏，严禁草场的超载过牧，使天然草地得到有效保护；三是建

设人工草地，减轻牲畜数量增加对自然草地的压力；四是运用科学手段，采取人工和生物等

技术，加大对鼠害、虫害、毒草的预防和治理，维护草地的自然生态平衡 ;五是为加强西藏

牧区草原建设，转变游牧民生产方式，加快牧区经济发展，提高牧民生活水平，从 2001 年

起开始在西藏实施牧区草原建设、游牧民定居工程以及天然草原恢复和建设项目。这些措施

既保障了农牧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又确保了草原生态的良性发展。 

  ——保护天然林资源，开展植树造林，改善生态环境。西藏森林面积 717 万公顷，活

立木蓄积量达 20.91 亿立方米，保存有中国最大的原始森林。为了保护西藏的生态环境，政

府实行限额采伐，以严格控制森林的采伐规模，每年的商品性采伐量一直控制在 15 万立方

米以内。同时，对采伐基地进行及时更新，恢复森林植被。在影响长江下游生态的江达、贡

觉、芒康三个县实施西藏长江上游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总面积达 3.1 万平方公里。在风沙

危害和水土流失严重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上游及雅鲁藏布江流域的 28 个县实施退耕还

林工程，规划退耕地造林 5.2 万公顷，宜林荒山荒地造林 5.3 万公顷，2002 年已实施退耕

地造林 0.67 万公顷，宜林荒山荒地造林 0.67 万公顷。政府还大力推行能源替代建设，营造

薪炭林，推广太阳能以保护天然灌木植被。 

  植树造林已成为西藏广大人民的自觉行动。西藏自治区先后制定了《西藏自治区造林绿

化规划》和《关于加快造林绿化步伐的意见》，全区人民共同努力，从改善人们的周边生活

环境做起，从绿化庭院、街道、城市环境，到建设人类活动集中的河谷地带及各主要公路沿

线绿色走廊，植树造林成效显著。据统计，五十多年来，西藏人工造林 7 万多公顷，“四旁”

（村旁、宅旁、路旁、水旁）植树 9000 多万株，种植经济林木 150 多万株。 

  工程造林和生态工程项目不断实施。拉萨及周边地区造林绿化工程、雅鲁藏布江防护林

体系建设工程、芒康长江防护林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工程、日喀则林业治沙示范工程等重点项

目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所在区域的自然生态环境。从 1996 年开始，国家开始在西

藏实施长江上中游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截止 2000 年，共投入资金 370 多万元，积极支持

西藏地方因地制宜地开展人工造林、封山育林，累计造林面积达 1.3 万多公顷，为改善当地

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发挥了良好的作用。隶属“一江两河”农业开发重点项目的雅鲁藏布江防护

林体系建设工程实施后，形成了从上游的日喀则到泽当几百公里的人工林带，成为西藏一道

新的亮丽景观，对雅鲁藏布江的水土保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通过对西藏天然林资源的有效保护和植树造林，西藏的森林覆盖率不断增加，从二十世

纪五十年代的不足 1%，上升到目前的 5.93%，对生态环境改善起到了积极作用。据有关部

门监测，由于人工植被增加，西藏的风沙天气明显减少，如：目前拉萨比三十年前减少了

32 天；日喀则比三十年前减少了 34 天；泽当比三十年前减少了 32 天。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成效显著。西藏高原属高寒草甸和草原区，水土保持能力差，水

土流失问题较为严重。近五十年来，通过植树造林和兴修水利等综合措施，西藏的水土流失

得到有效治理。特别是近年来，国家和西藏自治区加大了治理水土流失的投资，并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截止 2001 年底，国家在西藏已投入 3680 多万元，种植水土保持林 5.3 万公顷，

种草 6.7 万公顷，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166 平方公里，并启动了拉萨市曲水县热堆沟小流域

综合治理工程，开展了江孜、尼木等县的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工作。同时，西藏自治区制定了



《西藏水土保持规划》等多部水土保持和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规划，颁布了《西藏自治区水土

保持项目管理办法》，把预防、监督、保护放到水土保持工作的首位，防止因人为活动而造

成新的水土流失。为了使水土流失的综合治理更加科学，2001 年，西藏自治区启动了投资

6000 多万元的水土保持监测网络建设，对全区的水土流失进行全面监测。 

  ——防沙治沙工作取得积极效果。西藏的风沙活动历史悠久，特别是受全球气温变暖、

造成臭氧空洞扩大的影响，近几年西藏出现雪线上升、湖泊干涸、草场退化的问题，局部地

区出现草地退化、石质化、低质化等自然退化现象。为了有效遏制和治理草场退化、土地沙

化，西藏以江河整治为基础，以小流域治理和退化草场荒漠化治理为重点，以建立比较完备

的林业和草场生态体系为目标，采取乔、灌、草以及造林、封山育林和飞播相结合的措施，

在江河周围以及草场退化、沙化严重的地区，大规模植树种草，恢复植被。在长江上游实施

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和湿地保护工程 2002 年共安排退耕还林任务 1.3 万多公

顷，当年中央补助种苗林费 1000 万元，给退耕还林农牧户补助粮食 1500 万公斤，生活费

200 万元。在拉萨周边地区实施造林绿化工程，在重要农业区推广农田林网化，降低风沙对

土壤的侵蚀。这些治理措施，有效地控制了西藏土地沙化扩展的趋势。 

  ——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重大进展。西藏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典型的地区之一，是保

障地球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基因库。目前，西藏有野生植物 9600 多种，被列入《濒危野生动

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和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珍稀、濒危植物 39 种。西藏现有

各类脊椎动物 798 种，昆虫类近 4000 种，已有 125 种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占

全国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三分之一以上。约有 600 余种高等植物、200 余种陆栖脊椎动物

为青藏高原所特有。 

  五十多年来，国家和西藏地方对西藏生物资源状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摸清了情况，制

定了科学的保护西藏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规划和方案，并采取多种措施，有效保护珍稀野生动

植物资源。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西藏自治区建立了森林公安执法机构，成立了武警西藏

森林总队，在青海、新疆、西藏三省区交界处组织开展了以保护藏羚羊为主的“可可西里一

号行动”等专项行动，有效地打击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违法犯罪活动和盗猎行为。同时，

国家每年投资数百万元用于西藏森林公安和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2002 年还从国债投资

中投入 366万元专门用于打击盗猎藏羚羊重点整治工程建设，并加强保护野生动物的宣传。

如今，保护野生动物已经成为西藏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一度十分猖獗的盗猎藏羚羊活动已

基本得到控制。 

  五十多年来，西藏没有任何物种遭到灭绝，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生物种类不断丰

富。国际动物研究界认为二十世纪就已经绝种的西藏马鹿，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被重新发现，

并且种群不断扩大。随着西藏不断扩大开放，一些过去没有的物种，如鲤鱼、鲫鱼、鳝鱼、

泥鳅等水生动物，一些高产、优质的牛、羊、猪、鸡、鸭等家禽家畜，玉米、西瓜及各种蔬

菜等高效农作物，都已从内地引进并在西藏蓬勃生长。 

  ——自然保护区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建立自然保护区，是西藏加强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西藏相继建立了 70 多处不同

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3 处（西藏还将新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4 处），

自治区级（省级）自然保护区 15 处。这 18 个自然保护区总面积为 40.1 万平方公里，占全

区土地面积的 33.4%，占全国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的 30.8%。此外，各地（市）还建立了 50

余个地市级自然保护区，初步形成了一个类型比较齐全，分布比较合理的自然保护网络。根



据国家的总体规划和要求，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在实施《西藏自治区自然保护区发展规划

（1996—2010）》，预计在 2010 年前在西藏建立 28 个自治区级以上自然保护区，届时，

除海洋和海岸生态系统类型外的自然保护区在西藏均有分布。 

  在已建立的自然保护区内，严格限制经济开发等人为活动的影响，恢复自然生态系统，

多数保护区的生态环境趋于稳定，并逐渐向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使珍稀濒危物种的繁殖地、

栖息地以及重要的生态系统，候鸟迁移的重要湿地以及具有重要科研价值的自然景观、地质

遗迹和生物遗迹等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西藏拥有的 125 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39 种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以及典型的地质遗迹，在已建的自然保护区中均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西藏自治区有湿地面积 600 多万公顷，约占全区土地面积的 4.9%，名列中国首位，其高山

湿地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根据有关部门监测，保护区内野生动物和植物种群数量明显增多，

野生动物资源储量增长 30%以上。一些消失多年的珍稀动物，又开始重返家园。在羌塘自

然保护区，根据近几年的监测，西藏野驴、盘羊、藏羚羊等野生动物数量都有了不同程度增

加，尼玛核心保护区藏羚羊就达 4—5 万头。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地区黑颈鹤自然保护区建

立后，到此越冬的黑颈鹤数量逐年增加，约占全球黑颈鹤数量的 80%左右。 

  三、经济发展中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西藏地区生态系统十分脆弱，抗干扰能力低，自我更新能力差，一旦遭到破坏，在很长

时间内难以恢复。五十多年来，西藏始终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和

经济建设紧密结合、协调发展，在推动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的同时，使生

态环境也得到了有效保护。据最新监测结果，西藏目前的水环境、大气环境仍基本没有受到

污染，城市大气中总悬浮微粒年均值浓度介于每立方米 193—268 之间。全区没有发生过大

的环境污染事故，主要江河湖泊大多仍处于原生状态。 

  ——农业生产和开发注重与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同步进行。西藏农业自然条件差，基础

设施薄弱，粮食产出水平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差。为此，加强农业基础建设，改造中低

产田，把改善农业的生态水平作为农业生产和开发积极追求的目标，西藏注重通过改善农业

发展的生态环境来努力提高粮食产量。政府帮助农民改变千百年来传统的撂荒式的“白色休

耕”等不利于保持水土的耕种习惯，实行粮草轮作等生物手段，提高土壤的肥力和水分涵养

能力。在搞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同时，推广农田林网化，降低风沙对土壤的侵蚀。经过不

懈努力，西藏中部农业主产区的土地利用率大幅度提高，土壤侵蚀程度明显下降，支撑农作

物生长的水热等自然条件得到改善。2000 年，专家测定，这一地区农业综合生态环境评价

指数比十年前提高了 1.5 个百分点。生态环境的改善促进了农业发展水平的稳定提高，到

2001 年，西藏农业已经连续十四年获得丰收，粮食总产量达到 98.25 万吨，基本实现了自

给。 

  国家投入巨资在西藏先后建设了一批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始终注意土地开发与改善生态

相结合，做到土地面积的扩大与生态环境的改善同步进行。由中央政府直接投资 12 亿元建

设的“一江两河”中部流域农业综合开发工程等重大建设项目，都把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作为

项目建设的重点。有关部门对“一江两河”地区农业综合开发十年来的生态环境跟踪监测结果

显示，由于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的有机结合，使开发区内的土地利用类型、利用率和人工植

被面积显著提高，土地沙化、土壤侵蚀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普遍提高 1—3

个等级。农业综合开发，不仅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而且取得了十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生

态效益。 



  ——择优选择工业项目，加强污染防治。西藏的工业是和平解放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

至今工业企业仍然很少，工业污染问题并不突出。为了尽量减少工业发展对生态环境产生的

不利影响，西藏自治区政府对工业发展始终坚持发展与保护并重的原则，在发展工业的同时，

努力做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统一，绝不为了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和填补空白而

盲目上马工业项目。为了有效防治污染，政府积极采取了一系列污染防治措施，确保不因现

代化工业的发展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一是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及技术改造进行工

业污染治理，如拉萨皮革厂在从德国引进先进工艺设备的同时，配套引进了环保设施；拉萨

重点水污染企业拉萨啤酒厂在技术改造中投入 400 多万元用于污水治理，现已实现达标排

放。二是强化环境监督管理，对超标排放污染物的企业进行严格整顿。按照“上大关小”的产

业结构调整原则，关闭了拉萨市区的六条污染严重的机立窑水泥生产线，并严格禁止污染严

重的企业开工生产，淘汰国家明令禁止的落后工艺设备。 

  ——加强对资源开发、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和管理。对一切新建、

改建、扩建项目，一律实行环境影响评价后才能立项的政策，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三

同时”制度（指项目的污染防治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大

中型建设项目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执行率达 80%以上。西藏的罗布莎、香卡山铬铁矿产资

源开发项目，都把生态环境保护措施作为资源开采的重点工作加以落实。举世瞩目的西藏羊

卓雍湖水电站，从项目的确定、设计到施工建设，均充分考虑了生态环境保护。该电站自运

行以来，没有因发电而造成湖水水位的下降，影响羊卓雍湖的自然生态环境。 

  ——重视城镇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改善人口密集区域人类生存环境。城镇生态环境综合

整治工作历来是西藏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之一。为保证大气环境质量，西藏在城

镇中积极推广使用无污染能源，逐步淘汰柴草、牛粪、燃煤、燃油等居民生活燃料，大力提

高民用燃料气化率。到 2001 年，拉萨市、日喀则市石油液化气用户已发展至 4.46 万户，

用气普及率达 83%。同时，西藏还积极利用水能、地热能、太阳能和风能等清洁能源，初

步形成了以水能为主、多能互补的能源建设利用格局，对保护生态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全

区对太阳能的推广使用，目前年折合标准煤 13 万吨。在城市公共绿地建设方面，拉萨市、

日喀则市的绿化覆盖面积已达 1693.6 公顷，公共绿地面积有 47.48 公顷，建成区绿化率为

23.5%。加强城镇上下水管网道建设和废弃物的处理工作，建成供水管道 679.46 千米、排

水管道 392.77 千米；投资 5127.94 万元建设拉萨市城市垃圾卫生填埋场，其他各城镇的垃

圾处理设施也正在积极规划建设中。 

  ——大力发展旅游业等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特色产业。发展对生态环境影响相对较小

的特色产业，一直是西藏加快经济发展中的一项重要政策。西藏具有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

人文环境，发展旅游等第三产业，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于 1996 年

做出了《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决定》，把作为支柱产业之一的旅游业摆在突出位置，大力

发展。2001 年，全区接待国内外旅游者 68.61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7.5 亿元人民币，创

汇 4638 万美元；旅游业直接从业人员 6506 人，间接从业人员超过 3 万人。旅游业在西藏

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趋提高。与此同时，对旅游业这类污染小的行业，西藏也十分重视其发

展中带来的破坏生态和环境污染问题。对旅游景区（点）产生的垃圾，旅游和环保部门采取

积极措施，通过收集、分类、处理，防止污染生态环境。就连条件极其恶劣的珠穆朗玛峰登

山大本营，都专门修建了垃圾箱，收集登山者和旅游者带来的生活垃圾，定期由专人清运和

处理。 

  四、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型铁路——青藏铁路   



  西藏和平解放以前没有一条公路，区内外的经济和社会交往全靠骡马驿道、人背畜驮。

如今，西藏已建成了包括 2.4 万公里公路网、10 多条空中航线、1000 多公里运输管道的立

体交通网。但是，西藏仍是目前全国唯一不通铁路的省区，交通一直是制约西藏经济和社会

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瓶颈”。修建青藏铁路是西藏各族人民的夙愿，不仅是加强

西藏与祖国内地的联系、推动西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高西藏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需

要，而且对于促进民族团结和共同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01 年 6 月 29 日，经中央政府批准，青藏铁路二期工程格尔木至拉萨段正式动工修

建。该铁路全长 1142 公里，预计总投资 262.1 亿元，工期六年。“建成一条生态环境保护

型铁路”，是青藏铁路在建设论证之初就已确定的目标。 

  ——在前期研究工作阶段，切实做好环境影响评价。在铁路建设前期，针对面临的生态

环境问题，有关部门确定了多项课题，深入开展研究。在此基础上，中国政府组织各方面专

家，按照环境保护法、水土保持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规及《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和

《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的要求，通过深入的实地考察，对青藏铁路建设的生态与环境影

响进行了科学、严密的论证，分别编制了环境影响评价大纲、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了生态

环境保护方案，并进行了认真的环境影响评价。根据评价要求，确定了项目建设“以预防为

主、保护优先、开发与保护并重”的原则，以生态环境评价的结果指导设计、施工、环境管

理。为了保护好沿线的生态环境，青藏铁路全线用于环保工程的投资将达 12 亿元，创下中

国铁路建设史上的最高纪录。 

  ——铁路建设的设计阶段，生态环境保护成为工程方案的决定因素。生态环境保护成为

青藏铁路设计的基本理念，在铁路的线路选择上，尽量避开野生动物栖息、活动的重点区域。

如原设计路线要通过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黑颈鹤自然保护区，为了避免对野生动物的干扰，

经过多方论证，决定选择经过羊八井的线路方案，绕避了黑颈鹤保护区。对于无法避让，必

须经过野生动物活动区域的路段，如穿过可可西里、楚玛尔河、索加等自然保护区的线路区

段，在设计中进行了多方案比选，研究提出工程保护对策，尽量减少对自然保护区的干扰。

在调查研究沿线野生动物的习性、迁徙规律的基础上，在不同地段布设了 25 处不同类型的

野生动物通道，在桥涵和隧道的设计中充分考虑了野生动物穿越铁路的需要，在许多地段还

专门架设了旱桥，作为野生动物迁徙过往的通道，以最大程度地保证铁路沿线野生动物的正

常活动。分布在可可西里的国家濒危一级保护动物藏羚羊，每年 6—7 月都集结成群，长途

跋涉前往卓乃湖、太阳湖等地产仔，青藏铁路有关参建单位为此停止施工四天，施工人员和

施工机械撤离工地，拔掉让藏羚羊警觉和恐惧的彩旗，确保了藏羚羊顺利通过工地，前去繁

衍生息。为了不破坏草地、湿地等自然环境，设计中大量采用了以桥代路的方法，仅在西藏

自治区境内就为此专门设置了累计 13 公里的桥梁。 

  建成后的青藏铁路各车站，取暖使用以电能、太阳能、风能为主的环保型能源。车站的

废弃物收集后集中处理；生活污水要经处理达标排放，尽量用于绿化；客车采用封闭式车体，

车上垃圾装袋，运至高原下交车站集中处理。管理上适应高原特点，采取中心站的管理模式，

全线设置七个中心站。每个中心站管理控制半径在 80 公里左右，对行车和维修全部负责。

尽量采用远程自动化控制，机械化维修，减少高原上的组织机构和人员，最大限度地保护青

藏高原的自然生态环境。 

  ——在施工中，尽最大可能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为了把对生态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

控制到最低程度，青藏铁路建设总指挥部与建设施工单位签订了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书。要求



各施工单位必须建立和健全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和规章，设立环保管理部门并配置专、兼职管

理人员。必须有落实生态环境保护的具体措施，所采取的措施必须科学，施工作业方案必须

符合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由国土、环保、水利行政主管部门和建设、设计、监理、施工各

有关部门，联合确定取、弃土和砂石料场，并根据日照、冰溶情况，确定取、弃土场与铁路

路基的合理间距，划定施工人员和车辆的行走路线，严格按指定范围施工及活动，以保持冻

土层稳定。保护江河源头水源和沿线湿地，避免因施工引起水源区沙化、湿地萎缩、草场退

化和水质污染。做好地表植被的保护与恢复，植被难以生长的地段、路基和施工车辆所经之

处的草皮要保留下来，逐段移植，易地保存，待后覆盖到已完成的路基边坡或施工场地表面，

使地表植被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对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段，精选适合高原生长的草种，辅

以适合的播种繁育技术，尽最大努力恢复地表植被。对自然条件稍好的地段进行人工培植草

皮试验，辅以喷播、复膜等技术，在沱沱河长江源区，高原路基植草专项试验已取得了初步

成功。建设者将采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和措施，力争建成一条符合环保要求的铁路。 

  青藏铁路建设的关键是保护好铁路周边的生态环境，各参建单位在施工中都做出了极大

的努力。例如中铁十四局在进行科技攻关的 13 个施工工艺难题中，涉及环保施工的就占了

一半。他们设置了六名生态环境保护监管员，负责施工现场沿线的生态保护工作。要求在营

地设置、人员设备进场、施工道路开设、采石、取土场、路堑开挖等施工活动中，尽量缩小

工作面，对生活区范围进行划线监控，力求保护好高原的脆弱植被。 

  ——采取有效措施，最大程度地减少施工作业对高原生态环境的污染。为减少施工对环

境的污染，建设单位尽量选用高性能、低噪音、污染小的设备，采用机械化程度高的施工方

式，尽量减少现场的管理和施工人员，对混凝土结构尽量采用预制构件，运至现场拼装。桥

梁施工中为减少泥浆对桥位处的环境污染，尽量采用旋转钻机干法成孔。为防止施工作业造

成水的污染，建设指挥部要求所有施工污水和营地生活污水均经处理达到相应标准后排放；

施工固体废物和营地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可回收成分尽量回收，不可降解成分运至环保条件

允许的地点集中处理。 

  ——加强环境保护监督检查，确保环保目标的实现。青藏铁路首次实行了全线环保监理

制度，由总指挥部委托第三方对全线环境保护进行全过程监控。为加强全线全过程施工期环

境保护监督检查，国家环保总局和铁道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青藏铁路建设生态环境监督

管理工作的通知》，对施工期内的环境保护和监督检查工作做出了专门部署。国家环保总局、

铁道部会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多次派出检查组检查施工中各项环保措施的落实情况，一

旦发现违反环境保护规定的行为，即予以严厉处罚。 

  有理由相信，经过努力，青藏铁路将作为一条符合环保要求的高原铁路，真正造福于西

藏各族人民。 

  五、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五十多年来，在中央政府的重视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各族人民经过努力奋斗，不

仅使西藏的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在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成就。如今的西藏，不仅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安居乐业，而且山川秀美、河流清

澈，动物多样、植物繁茂，成为名副其实的“香格里拉”。 



  尽快摆脱落后面貌，迅速走向现代化，是西藏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西藏各

族人民的强烈愿望。西藏地处青藏高原，地理环境特殊，生态环境比较脆弱，保护自然资源

的再生能力，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确保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及良好的调节能力，确保生态

安全和经济、社会、生态的和谐统一、协调发展，是西藏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可持续发

展的战略选择。 

  西藏的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既不能用停止发展来维系，又不能用破坏生态环境来换取经

济发展的短期效应，只能遵循社会发展的规律，坚持经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并举，在发展

中重保护，在保护中求发展，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必须是积极、主动、

动态的，而不能是被动、保守、封闭的，不能以保持脆弱的原始自然状态为由，拒绝一切人

与自然生态环境的交流互动，阻碍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西藏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始终正确处理好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西藏的发展经验昭示，资源的开发利用要遵循自然规律，兼顾长

远利益与全局利益，避免急功近利，超出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自然资源的开发和生态环境

的保护都要本着科学的态度和方法，不该开发利用的绝不开发，需要开发的必须目标明确、

方式科学，坚决防止对生态功能造成不必要的负面影响。只有这样，才能促进西藏自然资源

的合理、科学利用，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改善的双赢。 

  西藏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一样，是西藏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也关系到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西藏各族人民是西藏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事业的主要推动

者和直接参与者，也是生态环境保护成果的主要受益者。发展西藏的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事

业利国利民，功在当代，利及子孙。半个多世纪来，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从西藏人

民的根本利益和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繁荣的根本要求出发，以对子孙后代和全世界高度负责的

精神，为促进和发展西藏的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事业做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

就。 

  达赖集团和国际反华势力无视西藏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的客观事实，在国际上

到处散布谣言，指责中国政府“破坏西藏生态环境”，“掠夺西藏自然资源”，“剥夺西藏人的生

存权”，等等，妄图借此欺骗国际舆论，丑化中国的形象。其实质是打着关心西藏生态环境

保护的幌子，妄图阻碍西藏的社会进步与现代化发展，为其在西藏图谋恢复落后的封建农奴

制社会和实现分裂祖国的政治目的制造舆论。 

  诚然，西藏在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方面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使西

藏脆弱的生态首当其冲，泥石流、山体滑坡、水土流失、雪灾等自然灾害时有发生，土地沙

化正在威胁着西藏的生态环境，经济发展中一些人为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也时有发生。中央

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对这些问题高度重视，为了确保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防患

于未然，西藏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已经制定并于 2001 年开始实施了一项大规模的生态建

设和环境保护计划。从现在起到本世纪中叶，将投资 220 多亿元人民币，建设 160 多个生

态环境保护项目，促进西藏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毫无疑问，西藏人民在未来的发展中将创

造更加优美的环境，迎来更加美好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