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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特别是民

主改革以来，西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经济、社会等方面

的跨越式发展，西藏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在60
年间也经历了两次深刻的变迁。 西藏社会阶级

阶层结构的变迁体现了社会的进步，推动了社

会的发展。 我们相信，西藏的社会阶层结构一

定会向着更加合理，更加和谐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西藏；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

社会发生重大变迁，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

就会发生根本性变化。 自1951年西藏和平解

放，特别是民主改革以来，西藏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实现了经

济、社会等方面的跨越式发展，西藏的社会阶

级阶层结构在60年间也经历了深刻的变迁。
一、民主改革前西藏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

从公元10世纪开始， 到13世纪初普遍确

立，一直延续到民主改革前，西藏一直是一个

政教合一的、 僧侣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社

会。 在封建农奴制西藏，经济落后，生产水平低

下，没有任何现代意义上的工业企业，也没有

工人阶级。 商业虽然到了近代已经出现，但是

数量很小，不占主要地位。 而家庭手工业作坊

里的手工业者， 他们的身份照旧是农奴或奴

隶。 因此，当时的西藏社会主要存在着相对立

的两个阶级———农奴主阶级和农奴阶级。
农奴主阶级是贵族阶级，包括官家、贵族

和寺庙上层僧侣三大领主及其代理人。 这三个

阶层总共约占当时西藏人口的5%， 可是却占

有95%以上的社会财富，他们占有西藏的全部

土地、草场和绝大部分牲畜，还占有着奴隶的

人身。
农奴阶级包括差巴、堆穷、朗生等三个主

要的阶层。 差巴是种差地的农奴，他们从领主

那里领种一份土地，并要给领主支差。 他们的

人身依附在差地上，为农奴主所占有，但是有自

己的非常微薄的财产，地位比堆穷高。 堆穷的意

思是“小户”，他失去了所有的土地，财产更少，
仅能维持最低的生活。 朗生，意为“家里养的”，
就是农奴主家的家奴，类似于奴隶，没有基本的

人权，地位最低。 此外，寺院中还有一定数量的

贫苦僧尼，他们在寺院里干着繁重的劳动，备受

欺压； 还有失去差地又没有固定工作而四处流

浪的游民；还有城镇中的乞丐，这些也都是农奴

阶级的组成部分。 差巴、堆穷、朗生加上贫苦僧

尼、游民、乞丐等，共占西藏人口总数的95%，他

们都人身依附于农奴主，承担着沉重的差役，饱

受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
在封建农奴制下的西藏， 登记制度非常森

严， 阶级出身和家庭背景决定人在社会中的地

位，也就是说社会分层几乎是一次性的。 在这种

阶级结构中， 一个人一出生他的阶级地位就确

定了，这种分层具有继承性，社会生活严格地受

着分层的限制， 这种社会地位的差别在封建农

奴制度下很难改变。 如在阶级分化中奴隶阶级

中的阶层成员可能会相互流动， 差巴可下降为

堆穷，堆穷也可上升为差巴，差巴和堆穷破产后

还会下降为奴隶， 但是奴隶阶级的成员几乎不

可能成为奴隶主阶级。
二、 民主改革后至改革开放前西藏的社会

阶级阶层结构

1959年至1961年， 在西藏发生了一场举世

瞩目、波澜壮阔的社会大变革，西藏社会跨越几

个世纪，一跃成为人民民主的新西藏，这就是伟

大的民主改革运动， 西藏百万农奴和奴隶从此

获得翻身解放，成为国家的主人和西藏的主人。
民主改革也带来了西藏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重

大变化。
在民主改革中，实行了土地改革，废除封建

农奴主的土地所有制，通过没收和赎买的方式，
将农奴主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收集起来，分

西藏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的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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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给了农奴和奴隶，使农奴和奴隶成为土地的

主人。 到1961年，西藏民主改革基本完成，彻底

摧毁了西藏千百年来形成的政教合一的封建

农奴制度，广大农奴和奴隶翻身解放，当家作

主，成了国家的主人、土地的主人，也成了自己

人身的主人。 西藏百万农奴和奴隶第一次成为

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主人，成了社会主义中

国的农牧民阶级的一员。
这时在西藏也出现了工人阶级。 西藏第一

代工人阶级是川藏、青藏公路通车后，一部分

留了下来的内地民工和来自祖国各地的工程

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参加修路的藏族农奴民

工队伍和通车后招收的工人。 到1964年现代工

业也开始起步， 西藏高原上就出现了包括电

力、煤炭、农具制造、皮革、汽车修配、森林等十

多个行业的现代工业， 工业企业达到近80个，
职工近万人。 自此，西藏的现代工业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逐步发展壮大起来，西藏的工人阶

级力量也得到了逐步的加强。
而原来的贵族阶级，根据规定，对于没有

参加叛乱的贵族，采取赎买政策后，他们不仅

得到了一笔数目可观的赎买金，而且被吸收和

安置到各级政府、政协、佛协等机构工作，并且

发给工资；而参加叛乱的贵族在改造后也获得

了安置。 以此看来，贵族阶级的成员通过改造，
成为了工人阶级或农牧民阶级的一员。

党中央、国务院还根据西藏需要，一方面

选调各级优秀干部和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大专

院校毕业生进藏工作，同时安排内地许多大专

院校帮助西藏培养所需要的各种人才。 1957
年，经中央的批准，西藏工委在陕西省咸阳市

建立了西藏民族学院的前身西藏公学， 吸收

3600多名参加工作不久的藏族青年入学学习，
同时选送了一批藏族青年到北京、成都、兰州

的民族学院深造。 中央民族学院从1960年开始

也建立藏文研究班和专门为西藏培养技术工

人的电机班、机械班，到1965年，共为西藏培养

出干部和专业人才1100多名。 这些都为西藏培

养了知识性、技术性的人才。 另外，通过对寺庙

的改革和寺庙僧尼的教育，使寺庙僧尼成为了

专业的宗教职业者， 成为了佛教文化的继承

者、传承者，成为了知识分子的一部分。 自此知

识分子阶层也在西藏形成。
1961年至1965年，人们将之称之为西藏解

放后历史上的第一个“黄金发展时期”。 在这一

时期，西藏“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

牧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的阶级阶层结构已经

形成。
在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的最初几年，西

藏 也 不 可 避 免 地 遭 受 到 文 化 大 革 命 带 来 的 破

坏，阶级斗争非常激烈，知识分子阶层受到了很

大的冲击，但是“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阶级结

构还是基本稳定的。
三、改革开放以后西藏的社会阶层结构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头两年，西藏也同

全国一样经历了两年徘徊发展时期。 1980年3
月，召开了中央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西藏在

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全面进行拨乱反正。 中

央 第 一 次 西 藏 工 作 座 谈 会 是 “一 个 光 辉 的 标

志”，从此，西藏历史上掀开了划时代的一页。 此

后，中央又先后召开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强力

助推西藏经济跨越式发展， 各项社会事业取得

了全面进步。
与全国一样， 随着社会的转型、 经济的转

轨，伴随而来的是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

业方式、 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呈现出多元

化， 所有这些变化深刻影响着西藏的社会阶层

结构的分化。
（一）农牧民阶级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 因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

和农牧区经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 农牧民

阶级发生了许多变化。
首先，农牧民的角色发生了重大转变。 由于

在西藏实行了以“两个长期不变”为主要内容的

家庭联产承包自主经营的责任制， 农牧民由过

去的一个靠工分吃饭的简单的劳动者， 变成了

既是劳动者，又是经营者，从而充分调动了农牧

民的家庭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增

加了农牧民的收入，人民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
其次，农牧民阶级中的部分成员已经分化出来，
成为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等社会阶层的新

成员。 在市场经济的调动下，农牧民不再仅仅从

事农牧业， 而开始利用开放的市场和方便的交

通，从事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旅游业、餐

饮业等多种经营。
（二）工人阶级的变动

工人阶级状况发生的新变化主要表现在：
第一，工人阶级队伍的人数迅速增加。 西藏

的现代工业出现较晚， 但是在党的三代领导集

体的关心和全国各族人民的长期无私支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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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的现代化工业从无到有，并逐渐地成为带

动西藏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支柱。 随着经济的

发展，西藏的工人阶级队伍也得到了迅速的增

加。 根据2009年的西藏统计年鉴统计，1978年，
西藏二、 三产业的 从业人员为16.75万 人，到

2008年， 二、 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已经增加到

74.09万人。
第二， 工人阶级的构成发生了明显的变

化。 随着现代商业的需要和教育机会的增加，
以脑力劳动为主的工人人数迅速增加。 改革开

放以来，增加了一大批具有专业技能的青年工

人。 传统产业工人在工人阶级中所占比重不断

下降，而新兴的商业服务业人员所占比重不断

上升。 1978年，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为11.22万

人，到2008年，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57万人。
（三）新社会阶层的出现和发展

改革开放后，西藏的经济结构发生了一些

变化，也产生了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阶层

等新的社会阶层。 2008年， 个体工商户已达

77858户，私营企业4757户，城镇私营和个体从

业人员增加到28.1373万人，人数不多，但对西

藏，它显示了一个从无到有、逐步发展的过程。
随着青藏铁路的全线通车以及近年来西藏城

乡基础建设的快速发展， 给当地的个体经济、
私营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私营企业总量

和规模将不断扩大，新阶层人数也将不断的增

加。
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社会流动，原有的

社会阶级阶层结构逐步分化为由多个社会阶

层组成的社会阶层结构。 根据当代西藏社会中

不同群体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生活水平以

及社会政治倾向等实际，目前可以划分出西藏

农牧民阶层、企业工人阶层、城乡贫困阶层、寺

庙僧尼阶层、 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阶层、
知识阶层、党政机关企事业管理者阶层。

其中，知识阶层和党政机关企事业管理者

阶层，他们是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导和核心

力量；而农牧民阶层与企业工人阶层仍然是西

藏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力量；私营企业主和个

体工商户阶层是新的社会阶层，在推动西藏经

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僧尼

阶层是西藏的特殊阶层，是一股不可忽视的社

会力量， 它对西藏社会稳定作用非常重要；城

乡贫困阶层是弱势群体，急需改善和提高他们

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水平。

四、结语

西藏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变迁体现了社会

的进步，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60年来西藏社会阶

级阶层出现的两次深刻的变化， 是与社会、政

治、经济形态的转变密不可分。 一方面，阶层结

构的变迁体现了社会的进步。 民主改革后西藏

的阶级阶层变化体现的是西藏社会形态的一个

大的进步， 西藏从一个黑暗的封建农奴制社会

跨越几个世纪，成为了人民民主的新西藏。 改革

开放后西藏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体现了西藏经

济、社会的大发展，现在西藏现代化的社会阶层

结构雏形已经出现： 已经基本具备了现代化社

会的各种阶层，具有不断壮大的中间阶层，已经

具有一些相似的分化和流动机制， 这些都表明

了西藏正在向现代化社会迈进。 另一方面，多样

化的阶层结构还可以反作用于经济， 通过对社

会成员构成的有效的改善和调整作用， 对经济

建设起到了推动性的作用。 对我区政治发展产

生积极推动作用， 推动了由从身份社会到契约

社会的转化过程， 推动了当代社会民主化和现

代化的进程和实现程度。
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 西藏的社会阶层

结构还处在现代化的雏形期， 需要向更加合理

的“橄榄形”转变。 因此，我们一定要全面而准确

的了解西藏现阶段各社会阶层的状况及他们之

间的利益关系，扶持农牧民和企业工人阶层；保

护城乡贫困阶层；引导寺庙僧尼阶层，发挥宗教

的积极作用；努力地扩大中间阶层。 同时，缩小

阶层之间收入差距，减少阶层矛盾，协调阶层利

益关系，促进阶层的合理流动。 这样才能构建一

个更加和谐的阶层结构，以促进社会和谐，维护

社会的稳定。
目前我们正处在建设和谐西藏的关键期，

对构建和谐的社会阶层结构也会产生积极的影

响。 我们相信，西藏的社会阶层结构一定会向着

更加合理，更加和谐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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