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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共产党西藏政策研究》系统回顾了中国共产党达赖喇嘛政策的历史演变过程，认真总结了这一
政策的实践经验及历史教训。
此外，新中国西藏政策的内涵及其特点、“四个时期”、“九个阶段”的历史进程、60年西藏工作实
践经验等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的决策模式。
具体研究内容包括：西藏和平解放、西藏民主改革、西藏反分裂斗争、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的历史经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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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小彬，法学博士，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副研究员。
在藏工作11年。
研究方向为中国共产党西藏政策。
参与组织和完成国家级重点课题《中国共产党西藏政策研究》、《构建藏传佛教寺庙管理长效机制研
究》等。
专著有《经略西藏——新中国西藏工作60年》。
合著有《解放西藏史》、《50年真相：西藏民主改革与达赖流亡生涯》等。
发表论文40多篇。
曾参与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民族宗教工作组的工作。
多次获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多个科研成果奖、新闻出版总署第二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奖、
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全国党史部门党史优秀成果奖。
多次赴加拿大、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尼泊尔等国进行讲学和学术交流。
2011年获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赴美留学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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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 序 第一篇 和平解放研究 一、“十七条协议”的合法性永载史册 （一）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基础和
法律依据 （二）和平解放前，西藏帝国主义势力的客观存在 （三）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实施昌都战
役与西藏和平解放的关系 （四）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谈的性质和政治基础 （五）“
十七条协议”的合法性 （六）“十七条协议”的附件及文本的翻译 二、“和平解放，暂维原状”方
针的历史由来 （一）进军西藏的任务主要由西南局担负 （二）“和平解放，暂维原状”的最初提出 
（三）经过西北局“六条”、西南局“四条”和“十条”基本成型 （四）“十七条协议”：谋求和平
解放暂维原状的最终结果 三、西藏和平解放60年来的伟大历程 （一）落实“十七条协议”，维护国家
统一和民族团结，开启西藏现代化发展的崭新征程 （二）实行民主改革，废除封建农奴制度，解放百
万农奴和社会生产力，完成西藏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推动西藏走
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四）实行改革开放，推动西藏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供给型经济走向经营
型经济 （五）根据新的形势，在实践中探索和形成新时期西藏工作的基本方针，不断加快西藏发展，
维护局势稳定 （六）坚持科学发展观，大力推动西藏从加快发展到跨越式发展，从基本稳定到长治久
安 四、西藏发展进步的历史道路 ——纪念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 （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西藏 （二
）党与西藏地区的社会稳定 （三）党的西藏工作的实践经验 五、关于“十七条协议”“附件”之研
究 （一）“十七条协议”“附件”的数量及内容 （二）“十七条协议”“附件”的形成 （三）“十
七条协议”“附件”的意义 六、也谈西藏和平解放与“一国两制” （一）中央从来没有提出在西藏
实行“一国两制”的理论和政策 ⋯⋯ 第二篇 民主改革研究 第三篇 反分裂斗争史论 第四篇 西藏工作
历史经验研究 第五篇 书评与人物研究 第六篇其他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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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推动西藏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西藏民主改革的过程同
时也是民主建政的过程。
1959年3月西藏发生叛乱后，国务院发布命令，解散西藏噶厦地方政府，决定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
此后，相继撤销了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和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结束了几种不同性质政权并存
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人民民主政权。
1961年，西藏各地开始实行普选，昔日的农奴和奴隶第一次获得了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选举产生了
西藏各级权力机关和政权，一大批翻身农奴和奴隶担任了各级领导职务。
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拉萨开幕，西藏自治区及其人民政府宣告成
立。
此后，西藏通过对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西藏自治区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行，从制度上保障了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共同繁荣政策
在西藏的实现，保障了西藏各族人民平等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自主管理本地区本民族事务的权利，为
西藏在国家的特殊支持和资助下，根据本地区特点实现与全国共同发展进步提供了制度保证。
 （四）实行改革开放，推动西藏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供给型经济走向经营型经济 20世纪80年代，
西藏与全国一样掀起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热潮。
1980年和1984年，中央先后召开第一次和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了西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
封闭式经济转变为开放式经济，从供给型经济转变为经营性经济的指导方针。
中央政府制订了“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牲畜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
等一系列有利于西藏经济发展的特殊优惠政策，推进了西藏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并从1984年
起，由国家投资、全国九省（市）援建西藏43项工程等一批项目。
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国家的支援，壮大和繁荣了西藏经济，提高了西藏产业的整体水平和经济活动
的商品化水平，使西藏经济社会发展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五）根据新的形势，在实践中探索和形成新时期西藏工作的基本方针，不断加快西藏发展，维护局
势稳定 达赖集团叛逃国外后，始终没有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和分裂国家的活动，在美国中央情报
局的支持下，在印度宣布成立“西藏独立国”，在印度、尼泊尔建立了叛乱武装基地，长期对我边境
实施武装袭扰。
1964年，国务院第151次会议通过《关于撤销达赖职务的决定》，指出“达赖在1959年发动叛国的反革
命武装叛乱，逃往国外以后，组织流亡伪政府，公布伪宪法，支持印度反动派对我国的侵略，并且积
极组织和训练逃往国外的残余叛乱武装骚扰祖国边境。
这一切证明他早已自绝于祖国和人民，是一个死心塌地为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作工具的叛国分子。
”西藏实行改革开放后，达赖集团更是加紧进行渗透破坏，并于20世纪80年代末组织策划拉萨骚乱。
中央政府采取有力措施，迅速平息了骚乱，并于1989年提出了指导西藏工作的十条意见，对统一思想
、促进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新时期西藏工作的转折点。
1994年，中央政府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抓住发展经济和稳定
局势两件大事，确保西藏经济加快发展，确保社会全面进步和长治久安，确保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的新时期西藏工作指导方针；作出了中央关心西藏、全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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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实行财政补贴、全国进行对
口支援的全方位支援西藏现代化建设的格局。
2001年，中央召开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决定采取更加有力措施，进一步加大对西藏的支持力度，
全面推进西藏的发展，促进西藏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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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共产党西藏政策研究》梳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各族人民进行民主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及改
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国内外新的研究成果和新发现的档案文献资料，澄清了学界关于西藏发展
史上存在的一些错误的认识，认真研究并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取得的宝贵经验
，提出了不少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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