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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成就非凡
 狄方耀　高维民　王景景　王　远

西藏自治区位于我国西南边疆地区，分别与缅甸、印度、不丹、尼泊尔等国及克什

米尔地区接壤，边境线长约4000千米，天然处于我国与南亚等地区交流合作的枢纽地

位。正因如此，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将西藏确定为国内承担具体建设任务的18

个省份之一。十年来，在中央及有关援藏省市的大力支持下，西藏在“一带一路”建设

方面进行科学规划、精心组织、扎实推进，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有效拓展了对外开放的

空间，为今后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奠定了不断向好的基础。

西藏位于我国西南边疆地区，分别与缅甸、印

度、不丹、尼泊尔等国及克什米尔地区接壤，

边境线长约4000千米，天然处于中国与南亚等地区交流

合作的枢纽地位。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

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西藏是国内18

个承担具体任务的省份之一，被国家赋予“与尼泊尔等

国家边境贸易和旅游文化合作”的重要任务。在当年8月

中央召开的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又对西藏深度融

入“一带一路”倡议有了更明确的定位，即“将西藏建

设成为我国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简称“南亚大

通道”）。“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将西藏对外开放布

局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使昔日的西南边陲成为我

国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前沿、重要枢纽。

西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规划方案

为深度融入和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完成中

央赋予西藏的战略任务，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根据中

央的总体布局与战略安排，为“南亚大通道”建设进行

了持续深入的规划设计，精心绘制了实施方案，科学组

织了具体任务的落实。

（一）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列为年度政府工作

报告和中长期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

自2014年初开始，西藏就将深度融入“一带一路”

倡议，参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加快建设面向

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构建“环喜马拉雅经济合作带”

作 为 对 外 开 放 工 作 的 重 要 抓 手 ， 并 纳 入 “ 十 三 五 ” 和

“十四五”规划及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为此，西藏

每年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将其纳入年度工作的重点。

2014年，西藏提出：依托藏青工业园融入“一带一

路”倡议；完善口岸基础设施，推进吉隆口岸跨境经济

合作区建设，积极争取“离区免税”试点等。

2015年，西藏提出：扎实做好日喀则至口岸铁路项

目前期工作；切实落实首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

览会”（简称“藏博会”）成果，精心筹备举办第二届

“藏博会”等。

2016年，西藏提出：拉萨建设国际旅游文化城市和

面向南亚开放的中心城市；日喀则建设面向南亚开放的

前沿区和重要的商贸物流中心；阿里建设冈底斯国际旅

游合作区；重点建设吉隆口岸，加快发展普兰口岸，恢

复开放亚东口岸，推动建设陈塘、日屋口岸；支持喜马

拉雅航空公司拓展国际航线等。

2017年，西藏提出：建成拉萨至林芝、日喀则机场

至桑珠孜区、贡嘎机场至泽当高等级公路；实施贡嘎机

场航站区改扩建工程；探索建立“一带一路”西藏股权

投资基金；支持粤藏中南亚班列运营；规划建设拉萨综

合保税区等。

2 0 1 8 年 ， 西 藏 提 出 ： 加 快 中 尼 跨 境 经 济 合 作 区 建

设；推进中尼友谊工业园等一批“走出去”项目建设运

营；推进藏医药业规模发展，加快建设国际藏中药材交

易城；推进喜马拉雅航空公司重组运营；推进乃堆拉、

吉太等通道边贸市场建设等。

2019年，西藏提出：完善境外游客进藏旅游服务管

理办法；积极培育3-5家外贸出口基地；科学恢复樟木口

岸货物通道；积极参与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办好环喜马拉雅合作论坛；以尼泊尔为重点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