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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 

 

西藏位于青藏高原的西部和南部，占青藏高原面积的一半以上，海拔 4000 米以上的地区占

全区总面积的 85.1%，素有“世界屋脊”和“地球第三极”之称，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地方。

全区地形可分为藏北高原、雅鲁藏布江流域、藏东峡谷地带三大区域。境内山脉大致可分为

东西向和南北向两组，主要有喜马拉雅山脉、喀喇昆仑山一唐古拉山脉、昆仑山脉、冈底斯

一念青唐古拉山脉和横断山脉，境内超过 8000 米的高峰有 5 座，其中，海拔 8844.43 米的

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就耸立在中尼边界上。西藏的平原主要分布在西起萨嘎、东止米林

的雅鲁藏布江中游若干河段以及拉萨河、年楚河、尼洋河中下游河段和易贡藏布、朋曲、隆

子河、森格藏布、朗钦藏布等的中游河段。 

 

 

气候 

 

西藏空气稀薄，气压低，含氧量少，平均空气密度为海平面空气密度的 60% -70%，高原空

气含氧量比海平面少 35%--40%。太阳辐射强烈，日照时间长，年日照时数为 1443.5-3574.3

小时，其中阿里地区大部、日喀则市西部在 3000 小时以上，那曲地区中西部、日喀则市东

部、山南市西部为 2800--3300 小时，那曲地区东部、昌都市西部、拉萨河河谷、年楚河河

谷为 2500-3000 小时。气温低，积温少，昼夜温差大，年平均气温为-2. 4°C -12. 1°C，自

东南向西北递减，月平均气温 6 月或 7 月最高，1 月最低，大部分地区气温日较差在 15°C

以上，气温日较差冬季大、夏季小。降水少，季节性明显，夜雨率高，年降水量在 66.3-894.5

毫米之间，呈东南向西北递减分布规律，年内降水高度集中在 5-9 月，占年降水量的 80-95。

干季时间长，多大风，夏季多冰雹和雷暴，大部分地区年大风日数在 30 天以上，西部和北

部高达 100-160 天，以冬、春季最多，西藏冰雹多，居全国之首。气象灾害种类多，发生频

率高，干旱、洪涝、雪灾、霜冻、冰雹、雷电、大风、沙尘暴等灾害性天气频繁发生。气候

类型复杂，垂直变化大，自东南向西北依次为:热带、亚热带、高原温带、高原亚寒带、高

原寒带。区域气候变暖明显，尤其是 1991-2010 年西藏增温强烈，升温率达 0.79°C/10 年，

明显高于全国其他区域。 

 

 

自然资源 

 

一是光照资源。西藏太阳年总辐射值达到 140-200 千卡/平方厘米，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

近两倍。 

 

二是风力资源。西藏是全国大风(≥8 级或 17 米/秒)最多的地区之一，年平均大风日数多达

100-150 天，最多可达 200 天，比同纬度的我国东部地区多 4-30 倍。 

 

三是水资源。据统计，全区水资源总量 4394.65 亿立方米(不含地下水)，占全国河川径流总

量的 16.21%，居全国第一位;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和亩均占有水量也均居全国第一;全区水能资



源理论蕴藏量 2.1 亿千瓦、技术可开发量 1.4 亿千瓦，均居全国首位。 

 

四是草场耕地资源。全区有天然草地 13.34 亿亩，约占全区总面积的 74.11%，位居全国第一

位，其中可利用天然草地面积 11.29 亿亩;耕地面积 662.66 万亩(实控区 550.75 万亩)，其中

水田 62.26 万亩、水浇地 398.21 万亩、旱地 202.19 万亩，农作物播种面积稳定在 377.02 万

亩。 

 

 

五是森林资源。全区林地面积 1798 万公顷，森林面积 1491 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为 12.14%，

森林蓄积 22.83 亿立方米，活立木总蓄积 22.88 亿立方米、居全国第一位。森林面积中，天

然林面积 1483 万公顷，人工林面积 8 万公顷。 

 

六是植物资源。全区有野生植物 9600 多种，其中 855 种为西藏特有，高等植物 6600 多种，

其中苔鲜植物 700 余种，蕨类和种子植物 5900 余种。食用菌有松茸等 415 种，药用菌有灵

芝等 238 种。农作物方面，全区有青棵、小麦、玉米、油菜、豆类等品种及约 20 个科、110

余种的蔬菜。 

 

七是动物资源。全区有野生脊椎动物 795 种(其中 125 种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占全国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种类的 1/3 以上，196 种为西藏特有)，其中哺乳类 145 种，鸟类 492 种(其

中 22 种为西藏特有)，爬行类 55 种，两栖类 45 种，鱼类 58 种;有昆虫 4200 余种、水生浮

游动物 760 多种。全区大中型野生动物数量居全国第一位，藏羚羊数量占世界上整个种群数

量的 80%以上，黑颈鹤越冬数量占世界上整个种群数量的 80% ,野耗牛数量占世界上整个种

群数量的 78%。 

 

 

八是湿地资源。西藏拥有各类湿地面积 652.9 万公顷，占全区国土面积的 5.43%，湿地面积

居全国第二位，是我国湿地类型齐全、数量最为丰富的省区之一。90%以上的湿地保持原生

状态，其中玛旁雍措、麦地卡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羌塘地区湖盆湿地、羊卓雍错湿地

等 16 块湿地列入全国重要湿地名录。 

 

九是矿产资源。西藏目前已发现的矿种(亚种)有 103 种，有查明矿产资源储量的矿种 49 种，

矿床、矿点及矿化点 3000 余处。其中发现能源矿产 5 种，已查明资源储量的 3 种;发现金属

矿产 32 种，已查明资源储量的 19 种;发现非金属矿产 64 种，已查明资源储量的 26 种;发现

水汽矿产 2 种，已查明资源储量的 1 种。全区已发现的优势矿产资源主要有:铜、铬、铅锌

银多金属、钼、铁、锑、金、盐湖锂硼钾矿、高温地热、天然矿泉水等，均具有广阔的找矿

前景。在查明矿产资源储量的矿产中，铬、铜保有资源储量，盐湖锂矿资源远景及高温地热

储量在全国排名第一。 

 

 

生产总值 

 

2015 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1026.39 亿元、同比增长 11%、比“十一五”末增长 73.7%。 

 

 



财政支出 

 

2015 全年完成地方财政收入 175.83 亿元，按同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增长 7.8%。其中：公共

财政预算收入 137.13 亿元，增长 10.4%。全年地方财政支出 1427.41 亿元，按同比口径计算，

比上年增长 15.3%。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1383.93 亿元，增长 16.7%。在公共财政预算

支出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04.28 亿元，增长 21.3%；教育支出 165.25 亿元，增长 16.3%；

医疗卫生支出 65.60 亿元，增长 34.3%；环保支出 54.96 亿元，增长 88.0%。 

 

 

工业产值 

 

2015 全年全部工业实现增加值 69.8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3.3%。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

56.19 亿元，比上年增长 14.5%。其中：轻工业实现增加值 21.44 亿元，增长 11.6%；重工业

实现增加值 34.75 亿元，增长 16.5%。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增加值 25.30 亿元，比上年增长

22.4%。按登记注册类型分，国有企业实现增加值 0.69 亿元，增长 7.0 倍；集体企业实现增

加值 0.15 亿元，下降 15.1%；股份制企业实现增加值 51.97 亿元，增长 15.1%；外商及港澳

台企业实现增加值 3.79 亿元，下降 3.1%。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6.36 亿元，比上年下降 49.5%。国有控股企业亏损 8.61

亿元，亏损额比上年增长 87.6%。其中：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 7.46 亿元，下降 31.1%。外商

及港澳台企业实现利润 1.49 亿元，下降 12.8%；集体企业亏损 0.07 亿元，下降 12.6%；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率 96.2%。  

 

 

外贸 

 

2015全年进出口总额56.55亿元，比上年下降59.2%。其中：出口总额36.24亿元，下降71.9%；

进口总额 20.32 亿元，增长 114.4%。 在进出口贸易中，边境小额贸易实现进出口总额 30.23

亿元，比上年下降 75.1%，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 53.5%。其中：出口 29.90 亿元，下降 75.2%；

进口 0.33 亿元，下降 68.8%。全年与 77 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双边贸易，其中与尼泊尔的贸易

总值为 31.41 亿元，下降 74.2%，占外贸进出口总值的 55.5%，超过其它 76 个国家和地区的

贸易值总量，是西藏自治区最主要贸易伙伴。除尼泊尔外，西藏外贸前三位伙伴国分别为德

国、比利时和美国，双边贸易额分别为 6.57 亿元、4.84 亿元和 3.91 亿元，比上年分别增长

78.3%、112.8%、6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