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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甘孜藏族自治州自建州以来经

济有了快速的发展，特别是近十年来其年

均增长率为 10.3%左右，但是与 经济发达

地区相比还存在着明显的差距。文章主要

分析了制约甘孜州经济的因素，并提出了

一些加快其经济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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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藏族自治州位于四川省西部，位

于四川、云 南、西藏、青 海的交界 处，面积

达 15.26 万平方公里，辖康定、雅江、丹 巴

等 18 个县，人口约 102 万人，其中藏族占

80%左右。
近十年来 甘孜州经 济 增 长 呈 现 快 速

发 展 的 趋 势 ， 年 均 增 长 10.3%， 特 别 是

2005 年 以 来 ，GDP 年 增 长 速 度 达 到 了

12.6%， 地区生产总值由 1999 年 的 25.93
亿元增 加到 2009 年 的 103.15 亿 元，增 长

了 2.98 倍。 但是从整体上看，其经济还比

较落后。 甘 孜地区的 人均 GDP 为 10578
元， 在四川的人均 GDP 排名中处在倒数

第三的位置，与其他经济发达的城市相比

更是具有明显的差距。
一、影响甘孜州经济发展的因素分析

第一，教育滞后，人口素质较低。 科技

是第一生产力， 一个地方经济的发展是离

不开科学技术的应用和发展的。 但是四川

甘孜 藏区地 区的科教 事业还相 对比 较 落

后，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甘孜藏区地貌

比较复杂，居民居住还比较分散，也就造成

了教学点的分散。由于经济落后，教育基础

设施还比较差， 甚至有些地区出现了包班

上课 或是几个 班级在一 个教室上 课 的 现

象，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并且该地以农牧

业为主，由于家长和学生教育观念的淡薄，
每到农忙季节， 很多学生都会离开学校回

家干农活， 甚至有些乡村学校还有不成文

的规定，到农忙季节就会放假，严重影响了

教育事业的发展。由于教育事业的落后，导

致当地人口素质较低，青壮年文盲较多，不

利于先进科技的学习和应用， 制约了科技

向现代生产力的转化。
并且受到经济条件的制约，甘孜藏区

的工资待遇水平较低， 工作条件艰苦、生

活环境恶劣，这就导致很难引进和留住人

才。据统计全州专业技术人员不到总人口

的 0.8%， 高级职称的也只 占专业技 术人

员的 3%左右，中级职称占 40%左右。 技术

人员的缺乏，且大部分的技术人员还停留

在初级职称阶段，影响了甘孜科技事业的

发展，导致 甘孜生产 力水平低 下，制约 了

经济的发展。
第二，甘孜的交通基础设施落后。 甘

孜是四川省唯一的不通铁路的地区，其交

通运输主要以公路为主且没有高速公路。
截至 2005 年， 甘孜的全州公路通车里程

为 9578 千米， 高级公 路 5097.8 千 米，其

中二级公路 75 千米，三级公路 822 千米，
四 级 公 路 4200 千 米 ， 等 外 公 路 4660 千

米。 尚有 40 个乡，1423 个 行政村没 有通

公路。 且已经建成的公路灾害频繁、病害

路段多，路面毁损严重，通行能力较差。目

前甘孜经济发展的一大制约因素，就是交

通基础设施跟不上社会和时代的要求，其

与阿坝、凉 山等地相 比差距甚 远，阿坝 和

凉山均有机场和高速公路，而甘孜州不仅

没 有机场，甚 至都没有 一级公路，更不用

说高速公路。并且，州境内的国道 317 线、
318 线等主要干道由于建设起点低，建成

时 间较长，且投入的 维护资金 不足，也造

成公路的交通通行能力较弱，不利于全州

经济的发展。
第三，经济结构不合理。 经济结构不

合理是制约甘孜州经济增长的关键。甘孜

经济结构的不合理，首先表现在产业结构

的不 合理，工业 化水平较 低，工业化 进 程

缓慢。 一般来说，经济发达的国家其第一

产 业 占 GDP 的 比 重 一 般 在 10%左 右，第

二、 三 产 业 的 比 重 在 40%左 右。 甘 孜 州

2009 年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达 103.15 亿 元 ，其

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25.45 亿元，第二产业

增加值 34.95 亿元，第三产业 42.75 亿元，
三 大 产 业 占 全 州 GDP 的 比 重 分 别 为 ：
24.7%、33.9%、41.4%。 而 2009 年全国的国

内生产总值为 340507 亿元， 三次产业结

构分别 占 10.3%、46.3%和 43.4%。 通 过比

较可以看出，甘孜州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

业 的 比 重 分 别 比 全 国 高 出 14.4% 和

12.4%，第三产 业比全国 低出 2.4%。 甘 孜

州经济发 展中， 第 一产业所 占 的 比 例 过

高，第二 产业发 展严重不 足，制约了 该 地

经济的发展。
并且， 甘孜 州 的 居 民 多 以 农 牧 民 为

主，城 镇化水 平较低，也 不利于当 地 经 济

的发展。 由于第二、三产业所占的比重较

低，农业人口向城镇人口转移因缺乏产业

支撑而十分缓慢，城镇化水平较低。 2009
年甘孜的总人 口数为 102.23 万 人， 其中

农 业 人 口 占 85.95 万 人 ， 非 农 业 人 口 占

16.37 万人，全州的城镇化率为 19.02%，而

2009 年四川省的城镇化率为 38.7%，全国

城镇化率为 46.6%。 甘孜比四川和全国的

城镇化率分别低 19.68%和 27.58%。 由于

城镇化水平较低，极大地降低了居民的消

费能力，制约经济的发展。
二、关于甘孜州经济适度快速增长的

建议

第一，坚持科教兴州战略和可持续发

展战略。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的

创新和 应用是结 构调整和 产业 升 级 的 重

要保证。而劳动者是生产力基本要素中活

跃的因素，任何技术的推广和使用都是离

不开劳动者的。 因而，要发展甘孜的生产

力，推动甘孜 经济的发 展，就必须 坚 持 科

教 兴州战 略。 首先要 加强全州 的 基 础 教

四川省甘孜藏区经济发展现状及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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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积极壮大和培育村集

体增收点， 增强集体 统一经营 服 务 的 能

力。 一是搞好资产（资源）经营，对集体资

产，灵活 采取多种 方式予以 盘活，增加 村

集体收入。 如对闲置的村集体房屋、旧厂

房等进行改造后出租。二是开发资源增收。
山林、水面和农业资源丰富的村，可采取资

源入股、使用权转让等方式，由集体联合农

户、企业合作开发特色农产品种养、休闲观

光旅游等产业， 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

势。 三是大力发展农村第二、第三产业，以

发展物业和服务增收。城郊结合部、中心集

镇及工业园区周边等区位优势明显的村，
可通过镇村联合、村村联合等形式，建设标

准厂房、市 场、商铺、宾 馆、民工公 寓等物

业，获得长期可靠的物业租赁收入。
（四）加强村级班子建设，为发展提供

组织保障

实践证明，集体经济 实力 较 强、发 展

较快 的村，主 要原因有 两个：有地 理区 位

优势和资源优势；有一个较强的村级领导

班 子，特 别 是 有 想 干 事 、能 干 事 的 “一 把

手”。 因此，一是要健全村干部选任机制。
坚持德才兼备原则，把具有带头带领农民

创业创新能力作为重要标准，注重从农村

党员创业中心户、优秀带头致富能人中选

拔村干部。 引导鼓励大学生、党政机关和

企事业单位优秀年轻干部到村帮助工作。
积极探索村党组织书记公开招考、跨村任

职等形式，选拔更多优秀人才进入村干部

队伍。着力建设一支讲奉献、有本领、重品

行的村干部队伍，为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

济提供人才保障。 二是强化激励保障。 全

面推行村级班子和村干部创业承诺制度，
加强绩效考评， 激发村干部创业热情，增

强工作责任心。 推行村干部报酬由县区、
乡镇财政统筹办法，减轻村级集体经济负

担。探索建立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奖惩

制度，对发展村级集体经济贡献突出的村

干部进行表彰奖励。
（五）加强制度建设，管好用活村集体

资产

建立健全 农村集体 资金、资 产、资 源

管理制度。 一是规范村级财务管理，完善

积累机制。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必须

坚持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管理。 要制定村

级集体资产报告制度，建立村集体经济资

产管理台账，如实反映村集体经济变动和

收益情况。对新增集体经济或资产必须及

时登记，并把资产变化情况及时向群众公

布。二是加强村级财务民主监督和审计监

督。要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村级财务公开制

度， 坚持对村级财务实行三级监督体系，
确保村级财务支出的公开透明。要建立村

级财务审计制度，对村主要干部实行经济

责任审计，并公开审计结果。 三是重视对

农 村债务的 管理， 严防 产生 新 的 不 良 债

务。 四是进一步规范村级收益分配，让广

大农民群众充分享受到集体经济发展、集

体资产收益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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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坚持九 年义务教 育，提高学 生的入 学

率和升学率，并加大教育基础建设设施的

投资力度。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和职业技术

教育， 努力提高劳动人民的职业技能，从

而为加 快科技成 果向现实 生产力 转 变 提

供条件。 并且要加大对科技产业的投入，
围 绕支柱 产业和重 点产业积 极引进 新 的

技术和科技进行科技创新，加快科技成果

的引进、吸 收和应用，提高科技 对经济 增

长的贡献率，促进甘孜经济增长方式由粗

放型逐步转变为集约型。在经济发展过程

中，要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坚持计

划生育，控制人口 增长速度，缓解人口 增

长过快给经济发展造成的压力。加强环境

保护和资源保护，杜绝以环境污染和过度

开采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增长。坚持资源开

发和节约并重， 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率，
减少资 源的浪费，实现经济、社会和生 态

环境和谐发展。
第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的基

础设施建设是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保障，
能为经济发展创造出良好的条件。甘孜州

经济要发展，首先就要加强交通建设。 由

于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甘孜地区并不适

合兴修铁路，因而在交通建设中应该以公

路为主， 加快对公路基础设施的建设，形

成以 S303、S318 和泸石路公路为主干，州

县支线公路为骨架的公路网，加快村村通

公路的建设步伐，加强甘孜州同外界的联

系，推动其经济的发展。加强水电、通信和

广播电视等网络建设。甘孜州位于长江上

游、大渡河、金沙江等纵贯全州，具有十分

丰富的水能资源，是四川省水能资源最为

丰富的地方之一。 进行甘孜州水电开发，
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大量清洁、可持续的

能源，并带动相 关产业的 发展，具有 十 分

重要的意义。目前在甘孜各级党委和政府

的领导下，水电开发投资主体多元化格局

已基本形成，“水电富州”的战略目标已基

本确立。 同时还要加强广播电视事业、信

息网络技术的建设，通过这些途径传递信

息，了 解市场变 化情况，从 而克服甘 孜 地

处 偏僻、信息 流通不畅 的障碍，提 高国 民

经济信息化程度。
第三，优化 产业结构，培 育 新 的 经 济

增长点。 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特色经济是

甘孜州经济发展的关键。要优化甘孜的产

业结构，首先就要调整农村经济结构。 甘

孜 地 区 农 业 人 口 占 全 州 人 口 的 78.98%，
因此，农业对甘孜经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 要调整农村结构经济，一是要

调整农产品的品质结构，要着力发展优质

青 稞、玉米 和豆薯类 的种植，提 高经济效

益；二是优 化农业 区域布局，按照因地 制

宜的原则，在不同的地区种植不同的经济

作物，如甘孜东部可以发展特色观光旅游

生态农业， 南部地区适宜发展畜牧业、林

业、果业、中药材等绿色产业，并且要加快

农产品深加工步伐，促进农产品的转化升

值。 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甘孜地区具有

十分丰富的旅游资源，可以充分发挥自身

的优 势，加强与 邻近省市 的合作，共 同 开

发，形成较为完整的黄金旅游带。 并且加

强旅游配套设施的建设，提高旅游服务的

质量，创造良好 的旅游环 境，促进旅 游 消

费的增长，从而带动相关的酒店、餐饮、运

输等第三产业的发展。
第四，改善 投资环境，吸 引 更 多 的 资

金。 甘孜在水能、矿业、农业、旅游等方面

有着巨大的优势，要充分发挥这些优势的

潜力，努力改善投资的外部环境和落实招

商引资的各项优惠政策，吸引更多的投资

资金进入甘孜州内。并进一步强化开放促

发 展 的 观 念 ，围 绕 资 源 、企 业 、资 产 等 方

面，着力引 进资本、人 才、技术和 品牌，拓

宽资源配置空间， 促进资源合理配置，推

动产业结构调整，从而加快资源优势向经

济优势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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