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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治藏方略体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品质 
 

史云峰 
 

 

    党的治藏方略立足于我国几千年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与西藏作为特殊

的边疆民族地区的国情实际和时代特征，着眼于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全局与西藏

的经济社会发展和长治久安，深刻阐述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确立了做好西藏工作的指

导思想、战略部署、目标任务、原则要求和重大举措，是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治国理政新思想新

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学习领会党的治藏方略的思想内涵和现

实意义，就要深刻认识和把握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品质。 

    一、党的治藏方略注重问题导向和顶层设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

创新的动力源。治国理政首先要解决矛盾和问题，或破解难题。同样，在分析当前西藏工作面临

的形势和任务时，习近平总书记从三个层面阐述了西藏工作中存在的深层矛盾和重大问题：首先，

从国际层面来看，虽然近年来涉藏对外工作显著增强，但是西方敌对势力利用涉藏问题西化、分

化中国的战略并没有改变，利用涉藏问题向中国施压的态势并没有改变，涉藏国际斗争仍然是长

期的、复杂的。其次，从达赖集团看，虽然近年来反分裂斗争显著增强，西藏大局总体稳定，但

是稳中有变数、稳中有风险、稳中有隐忧，达赖集团不断变换手法、制造事端，企图在所谓“西

藏独立”问题上取得突破，反分裂斗争仍然是长期的、复杂的。最后，从西藏实际看，虽然近年

来西藏经济社会建设、民生保障显著增强，但是由于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历史原因，西藏经济社会

发展仍然滞后，贫困问题突出，西藏发展经济和维护稳定工作面临的挑战仍然是长期的、复杂的。 

    党的治藏方略，正是党和国家对上述三个层面“仍然是长期的、复杂的”深层矛盾和重大问

题的系统解答和顶层设计。第一，更加彰显西藏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的地位。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西藏是“特殊的边疆民族地区”和“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西藏工作关系党和国家工

作大局”，要“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做好西藏工作”，做好西藏工作是“全局性工作，需要

全党动手、全国支持”。第二，更加强化西藏工作的总目标，就是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这是“由

国内外各种因素综合作用决定的，首先是由国内外政治环境和政治气候决定的”。面对达赖集团

分裂破坏活动这个最大干扰，西藏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必须放到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

结上来”，核心是“做好反分裂工作、维护国家安全”。第三，更加突出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提

出的“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的西藏工作重要原则。第四，更

加强调处理好西藏社会主要矛盾和特殊矛盾在党和国家大局中的影响是不同的。第五，更加明确

西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和标准上的特殊性。 

    二、党的治藏方略注重战略思维和辩证思维 

    党的治藏方略的战略思维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认识：第一，从历史发展进程和实践来看，治藏

方略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治国治边的战略布局，关乎西藏的长远发展。第二，从我国现代化建设

的逻辑来看，党的治藏方略是社会主义新西藏建设的总体方略，事关西藏的全局发展。第三，从

现实地位和作用来看，党的治藏方略是“实现中国梦西藏篇章”的重要抓手，事关西藏的根本发

展。从根本上来讲，党的治藏方略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西藏工作的根本遵循，决定着“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在西藏的实现。 

    党的治藏方略注重辩证思维体现在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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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以分析西藏的深层矛盾和现实问题为逻辑起点和问题导向，充分把握和运用“原则问题旗

帜鲜明、发展问题方向清晰、难点问题明确回答、实际问题重点解决”的矛盾分析方法和原则，

层层剥茧，梳理和揭示出做好西藏工作所蕴含的“问题—矛盾—化解—打开工作局面（发展）”

的内在逻辑和实践机制。同时，党的治藏方略还包含内在的几对关系：一是“党的治藏方略”与

“治国理政”的关系：二者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党的治藏方略”是“治国理政”整体的重要

组成部分。二是“党的治藏方略”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关系：“党的治藏方略”是贯穿于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根本、核心和精髓，与“五位一体”密切相关，都涵盖有经济、政治、

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建设的内容，但党的治藏方略是实现“五位一体”的战略部署，不能取代“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三是“党的治藏方略”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系：虽然两者都有方略、

战略之意，但前者更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特征，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西藏的具体体现。

四是“党的治藏方略”与当前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党的治藏方略”是在历次西藏工作座

谈会中首次提出来的，意在把做好西藏工作的重点集中到当前西藏改革发展稳定进程中要解决的

主要矛盾和根本问题上来，集中到西藏的长远发展、全局发展、根本发展问题上来。 

    三、党的治藏方略注重民生导向和增强实践本领 

    党的治藏方略从多个角度和切入点注重民生导向，“富民兴藏”意在西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决定性阶段，要牢牢把握改善民生、凝聚人心这个出发点和落脚点，党和政府要承担起教

育、就业、社保、医疗、济困等方面的职责，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到实处，让各族群

众更好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凝聚人心”是要把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结合起来，既要“管肚子”，

又要“管脑子”，让群众精神世界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同步发展，增强现代文明生活观念，凝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共识，不断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夯实基础”指党的根基在基层，党的力量在基层，党和国家工作的

落实主要靠基层，西藏要通过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把基层组织搞

强，把基础工作做实。 

    注重增强实践本领，指的是党的治藏方略对广大党员领导干部提出了做好西藏工作的政治要

求、科学方法和工作原则。一是做好西藏工作“四种意识”的政治要求：强调民族地区干部“明

辨大是大非立场特别清醒、维护民族团结行动特别坚定、热爱各族群众感情特别真挚”的政治意

识；强调西藏工作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这个大局意识；强调在西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选拔

任用干部的首位，各级干部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核心意识；强

调“在涉及国家统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

上，我们是寸步不让”的看齐意识。二是做好西藏工作的科学方法：要把握“外因要通过内因起

作用，能不能够实现长治久安，归根结底要看我们的内功”这个解决矛盾问题的根本要求；要把

握“中央地方、内政外交、发展稳定、民族宗教、党的建设等各方面”统筹规划、综合发力的系

统规律；要把握“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多民族国家团结统一、繁荣发展”的历史规律。三

是做好西藏工作的原则要求：在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方面，要把“实现社会局势的持续

稳定、长期稳定、全面稳定作为硬任务”；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方面，“不要照搬内地标准；在促

进长治久安方面，“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谋长久之策，行固本之举”，要“坚持依法治理、

主动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在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方面，要求“我们必须增强忧

患意识、责任意识，毫不懈怠、持之以恒把西藏工作做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