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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西藏自治区作为我国一个非常特殊的地区，拥有许多特色的资源，也是国家重要的
生态安全屏障。
如何发挥西藏特色，促进西藏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建设和谐西藏、小康西藏和生态西藏，便成为一
个极具现实研究意义的课题。
近年来，笔者一直在研究西藏的公共财政问题，发现西藏财政政策在西藏经济发展过程中效应巨大，
构建西藏特色产业体系，离不开财政政策的支持。
由此，2010年笔者申报了《发展西藏特色优势、战略产业的财政税收政策研究》的国家民委课题，正
式系统性进行该项课题的研究。
2011年，在此基础上，笔者再次申报了《构建西藏特色产业（体系）、发展生态经济的财税政策研究
》的国家社科课题，从建设西藏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视角对如何发挥财政政策、促进西藏特色产业
发展的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
近3年来，笔者数次到西藏进行社会调查，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在《中国藏学》、《地方财
政研究》、《生态经济》等权威刊物发表了10多篇阶段性成果，最后形成了现在的书稿。
 本书共分九大部分。
首先是导论部分，阐述研究的背景、现实意义及研究思路等。
其次是特色产业发展理论和财政政策调节产业发展相关理论，为专著的后续内容奠定理论基础。
再次是探讨西藏特色产业体系的选择，从官方对西藏特色产业的说法到专家的观点，从西藏民间的调
查到具体产业结构的分析，得出了本书的认识：西藏的特色产业就是充分体现和维护西藏在长期的发
展过程中所积淀、成型的独特高原资源、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优势，在政府支持下，从而形成的具有
国际、国内或本地区特色、能够可持续发展、有一定核心市场竞争力的产业。
在本书定义中，非常强调利用西藏资源的特殊性、维护西藏生态的重要性、产业可持续性、政府的政
策支持性。
接下来，笔者分析了西藏特色产业体系的现状、揭示了西藏特色产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在此基础
上，提出了西藏特色产业发展的整体战略和各个具体行业发展的战略。
最后立足西藏特色产业体系的构建，借鉴了国内外特色产业发展的财政支持的经验，分析了西藏现有
财政政策的支持效应和存在的缺陷，对如何优化西藏财政政策，促进旅游、医药、民族手工业等特色
产业又好又快的发展设计了具体的政策路径。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笔者得到了西藏自治区财政厅、西藏民族学院科研处和财经学院的大力支持。
该书能够顺利出版，更得益于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和光明日报出版社的鼎力支助。
 由于笔者本身研究的局限性，著作可能还存在一定的不足，欢迎读者指正，并将逐步完善。
对于著作中引用和参考的所有文献的各位作者也借此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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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校社科文库:构建西藏特色优势产业体系的财政支持研究》将坚持“广泛动员、集中征集、严格评
审、精心编校”的工作原则，致力于通过资助优秀学术专著出版、推动学术成果交流推广等形式，让
更多的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和优秀工作者走进交流空间，进入公众视野，发挥应有的影响力和
辐射力，为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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