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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是国之利器。国家要强，人民生活要好，必须有强大科

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科技创新作为提高社会生产力、提

升国际竞争力、增强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支撑，必须

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鉴于青藏高原的特殊区位与重

要性，在我国重大科技规划中，青藏高原持续被列为重点关注区

域。《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1963—1972

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纲要》等规划中，都设有针对青藏高原的相关任务。20世纪 90

年代起，国家攀登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

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重大研究计

划中，均设置了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相关的研究项目。这些科技计

划的陆续实施，一方面使我国青藏高原研究跨入国际前列，另一

方面为青藏高原区域发展与生态保护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在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中，科技的支撑作用日益突出。自

上世纪 70年代我国开展青藏高原综合考察研究起，相关研究成果

就为高原区域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第一次

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全面完成了青藏高原基础调查，积

累了大量的科学资料，初步探讨了青藏高原形成演化与资源环境

等理论问题，为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提供了扎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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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依据。20世纪 90年代以来，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进

入了一个崭新时期。科学研究更紧密结合青藏高原地区社会经济

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需求。科研人员先后参与编制了“一江两河”

的资源开发和社会经济发展综合规划、西藏昌都地区农业发展规

划。这些工作对促进区域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特别是“一江两河”规划提出“粮食生产—农业综合开发—生态

保护”的路子，在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提高粮食产出水平的同时，

生态质量也得到了有效的恢复。未来西藏农区应积极推进绿色设

施农业的建设和发展，关注与藏北那曲地区牦牛产业的结合；这

将促进人口占比高达 75%的农牧民生活的稳定和发展。 

2011年，在大量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国务院发布《青藏高原

区域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规划（2011—2030年）》。该规划的

制订和实施，有利于加强青藏高原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在《全

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发布实施后，2014年，青海和西藏先后发布

了《青海省主体功能区规划》和《西藏自治区主体功能区规划》，

明确了各区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主体功能定位。对生态文明建

设具有指导意义。 

在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很多科技成果得到了实际

应用。特别是资源开发利用、生态恢复治理等领域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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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直接转化到了经济建设与生态保护工程中。如青藏铁路建

设中，降温固基、植被恢复、动物保护等科研成果的应用，在保

护铁路沿途区域生态环境的同时，有效保障了铁路的长期稳定运

营；三江源智慧生态畜牧业综合信息云平台和草情监测与草畜平

衡诊断系统，实现了信息云平台和典型示范区县级平台的联网运

行，为构建三江源生态保护“减压增效”的“智慧生态畜牧业”

新模式提供了全面有效的信息与技术支撑。 

西藏已建成的自然保护区面积约占自治区总面积的 1/3，加

上限制开发区面积就更大，通过组织当地牧民参与自然保护工作，

巩固了生态保护成效，提高了牧民的生活水平。 

同时，科技发展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辅助作用。目前高原上

日益健全的生态与环境监测网络体系，涵盖了环保、国土、农林、

水利、气象等多个领域和部门，形成了部分时序最长、指标最全

的高质量基础数据库。这些实时数据和监测平台不仅服务于科研

人员剖析高原生态环境变化机理，也有助于管理人员跟踪高原生

态环境变化过程，监测生态保护与修复效果，及时预判相关风险，

制定应急预案，提高管理效率。 

再者，科技规划和项目的实施对高原生态文明建设具有较好

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如太阳能、生物质能等绿色能源在高原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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