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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

2020年，西藏提出：配合川藏铁路开工建设，配合

开展中尼跨境铁路可研论证；开工“3+1”机场和通用机

场项目，建成贡嘎机场新航站楼；完成边境小康村建设

任务等。

2 0 2 1 年 ， 西 藏 提 出 ： 开 展 “ 唐 蕃 古 道 ” “ 茶 马 古

道”申遗工作；西藏吉隆县大唐天竺使之铭陈列馆；建

设拉萨数字经济集聚区；确保拉林铁路建成投运；推出

“天湖之旅”“边境之行”“古道之游”精品线路；建

设面向南亚开放的国际通信出入口节点等。

2022年，西藏提出：打造拉萨绿色数据中心集群和

核心节点；建设2个以上冷链物流集散中心；实施边民互

市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开工建设贡嘎机场第二跑道；升

级改造日喀则和平机场；办出一届务实开放、合作共赢

的“藏博会”等。

2023年，西藏提出：提升边境一线和南亚游等精品

线路；推进吉隆口岸扩大开放，提升樟木、普兰口岸通

关能力，拓展拉萨航空口岸功能，完成里孜口岸验收，

推动陈塘（日屋）口岸开放，开展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

品落地加工试点；实施39个边境地区农村公路项目等。

（二）精心制定相关专门实施规划

为了将国家赋予西藏的重要战略任务落到实处，西

藏在中央有关部委和研究机构的大力支持下，围绕着国

家“一带一路”建设的总体布局，结合自身的实际，成

立了相关领导机构，加强规划编制的组织协调，出台了

一系列文件，为具体实施“一带一路”的建设任务提供

了行动纲领。

2 0 1 7 年 ， 西 藏 成 立 “ 一 带 一 路 ” 建 设 工 作 领 导 小

组，负责指导和协调推进西藏“一带一路”建设相关工

作 。 此 后 ， 西 藏 先 后 编 制 了 《 西 藏 面 向 南 亚 开 放 重 要

通 道 建 设 规 划 》 （ 2 0 1 7 年 ） 、 《 西 藏 自 治 区 口 岸 发 展

“十三五”规划》（2017年）、《西藏自治区对内对外

开发开放规划》（2018年）、《西藏自治区“十四五”

时期现代物流业发展规划》（2021年）、《西藏自治区

通用航空发展规划（2021-2035年）》（2022年）等文

件，对西藏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谋篇布局。

除 了 自 治 区 层 面 的 规 划 外 ， 西 藏 各 地 市 也 在 不 断

挖掘自身潜力与优势，希望抓住“一带一路”建设的契

机，助力地方经济发展。拉萨市和山南市积极推动经济

一 体 化 发 展 ， 做 大 做 强 国 家 面 向 南 亚 开 放 的 “ 中 心 城

市 ” ， 发 挥 山 南 与 不 丹 接 壤 的 优 势 ， 打 造 拉 萨 至 浪 卡

子 、 拉 萨 至 洛 扎 边 贸 通 道 。 林 芝 市 找 准 融 入 “ 一 带 一

路”倡议的区位优势，加强对缅甸等东南亚各国开放合

作，推动将吉太边贸点提升为边境口岸。日喀则市依托

边 境 线 长 、 口 岸 较 多 的 区 位 优 势 ， 于 2 0 1 8 年 印 发 《 日

喀 则 市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推 进 “ 一 带 一 路 ” 建 设 的 实 施 意

见》，努力推进中国面向南亚物流园和加工区建设。阿

里地区依托独有的旅游资源和沿边优势，于2019年编制

了《冈底斯国际旅游合作区建设总体规划（2018-2035

年 ） 》 ， 围 绕 神 山 圣 湖 景 区 打 造 冈 底 斯 国 际 旅 游 合 作

区；于2022年编制《西藏阿里地区“十四五”边贸物流

产业发展规划》，积极采取措施降低边贸物流成本。那

曲市积极推进物流仓储吉隆口岸中心和尼泊尔托卡市建

设那曲市商贸流通仓储、物流配送一体化项目。昌都市

优先面向南亚国家（地区）开放，探索将昌都新区纳入

中尼跨境经济合作区的重要合作平台，争取在昌都设立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西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成果丰硕

十 年 间 ， 在 党 中 央 的 高 度 关 注 、 亲 切 关 怀 下 ， 在

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对口援藏省市、中央和国家机关以

及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援下，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团结

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齐心协力、顽强奋斗，扎实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围绕“南亚大通道”及“建设重要

的世界旅游目的地”“环喜马拉雅经济合作带”及“冈

底斯国际旅游合作区”等目标任务，精心组织，统筹安

排 各 项 重 点 工 作 有 序 高 效 开 展 ， 在 政 策 沟 通 、 设 施 联

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通”方面取

得了丰硕成果。

（一）政策沟通

十年间，西藏积极完善与南亚国家的经贸合作协调

机制，探索建立西藏与周边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合

作对话平台。

目 前 ， 西 藏 和 周 边 国 家 已 经 建 立 或 参 与 建 立 “ 中

国（西藏）与尼泊尔旅游协调委员会工作机制”（2000

年）、“中国（西藏）与尼泊尔经贸协调委员会工作机

制”（2009年）、“中尼跨喜马拉雅立体互联互通网络政

党共商机制”（2020年）、“中尼边境贸易与合作事务协

调机制”（2023年）。尤其是近十年来，上述合作机制

在促进跨境旅游、恢复樟木口岸、建设双边口岸与贸易

通道、维护边境安全、推进中尼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等

重大对外事项上发挥着务实、有效的沟通作用。除此之

外，西藏还在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各层级往来与协商。

西藏和尼泊尔的高层官员每年都会带领代表团互访或是进

行视频通话，面对面就双方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磋商。这

些活动充分体现了西藏对面向南亚工作的高度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