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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伟大战略构想推动实施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成功迈向更高维度。内陆经济欠发达少数民族地区

如何充分利用好此次战略机遇和系列政策红利发展好少数民族地区产业经济,确保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就成为我们非常有必要研究的一

个问题。本文以青海少数民族地区产业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为切入点,从发展定位、品牌培育、人才支撑、政策扶持等四个方面,研究提出推动

少数民族地区产业经济发展的思路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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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青海省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省份,拥有汉、藏、回等43个民族之多。其

中,少数民族人口占到总人口的45%以上,少数民族人口比重仅次于新疆和

西藏两个民族自治区。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重要节点省份之一,青

海省得益于少数民族人口基数较大,民族历史底蕴深厚,形成的少数民族

产业经济特色鲜明、影响深远,尤其以拉面、藏毯、枸杞、穆斯林民族服

饰等为典型代表的少数民族产业经济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已经成为青海

省经济结构中的重要组织部分。随着“一带一路”经济发展理念的带动刺

激效应不断释放显现,青海少数民族地区产业经济发展既迎来了重大战略

机遇,也面临着供给侧产业结构布局调整和综合服务质量提升的巨大挑

战。从国内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产业经济的成功发展经验来看,只有政府和

企业在找准定位、统筹谋划、联动发力上下足功夫,才能实现少数民族地

区产业经济从传统粗放的发展模式向高质量发展模式进阶蜕变。 

1 青海省少数民族地区产业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 

1.1发展定位不清晰。目前,青海省少数民族地区产业经济依然以“内

向型”、“粗放型”发展模式为主,少数民族特色产品的销售市场主要局限

于省内及周边省份范围之内。在国内外经济发展新形势下,对如何主动融

入“一带一路”经济建设、开拓国际市场、整合市场资源、优化产业布局

等问题缺乏系统深入的思考和谋划。 

1.2优势品牌不突出。虽然青海省的藏族唐卡、撒拉族刺绣、穆斯林

服饰、虫草、牛羊肉制品等少数民族特色产品“质优价廉”,深受广大消

费者喜爱。但由于生产难上规模和销售不成体系等原因及问题,长期以来

没有培育形成拳头品牌,“青字号”少数民族特色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中的

知名度非常有限。加之,受到宁夏、新疆、西藏等民族地区同质产品强势

品牌的夹击竞争,青海省少数民族特色产品想要在国内国际市场中立足和

突围便显得异常艰难。 

1.3专业人才较紧缺。产业经济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之间的竞

争。青海省少数民族自治区域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98%,区域自治地方的少

数民族人口占全省少数民族人口的82%,且民族自治区域多数地处高寒缺

氧的青藏高原腹地,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自然环境恶劣,交通生活条件

较差,在吸引人才落户少数民族地区安心发展产业或企业上存在先天不足

的短板,因此发展少数民族地区产业经济过程中“缺人才”、“缺技术”是

目前最大的瓶颈问题。 

1.4政策扶持不到位。相较国内其他少数民族自治区域,青海省在扶持

少数民族地区产业经济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依然不足,尤其是在针对少数

民族地区企业的用地保障、税收减免、项目扶持等方面出台的专项政策较

少,扶持力度不够。 

2 青海省少数民族地区产业经济发展思路 

2.1找准国际市场发展定位。青海省要抢抓国家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

带的发展战略机遇,立足青海省在穆斯林民族服饰及用品、牛羊肉制品、

地毯生产、牛羊绒加工等少数民族产业优势,找准产品国际市场定位,深入

挖掘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丝绸之路中亚沿线国家的

市场,积极参与打造以“宁夏-青海-新疆”为主轴线的民族用品进出口市

场通道。 

2.2加快实施品牌培育战略。在全省范围内,实施民族品牌培育计划,

甄选一批基础好、规模大、运营规范的少数民族地区企业进行重点培养,

并将培育目标列入“十四五”产业经济发展规划,通过整合政策市场资源,

利用3-5年时间聚焦发力,培育出若干少数民族地区产业经济龙头企业,形

成辐射带动示范作用。同时,要充分借助中国(青海)藏毯国际展览会和中

国(青海)国际清真食品及用品展览会等国内外少数民族经济交流合作平

台,积极展示青海省少数民族企业品牌形象。 

2.3健全完善人才培育体系。借助青海省“昆仑英才”、“昆仑学者”、

“人才小高地”等人才引进计划平台,鼓励少数民族地区企业通过多种渠

道引进、培养市场急需紧缺人才,对成功引进的高级管理人才和中高级技

术人才,按照省级引进人才政策相关规定给予相应待遇或奖励,并协调省

中小企业银河培训工程项目资金,资助少数民族地区企业开展人才培训活

动,确保人才既能招的来,更能留得住。 

2.4强化政策保障支撑力度。一方面,要将少数民族地区企业培育发展

工作列入省级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重点扶持内容之中,进一步强化对少

数民族地区产业经济重点项目的资金支持力度。另一方面,加快少数民族

地区产业经济园区的规划建设进度,对入园企业在用地、用水、用气等方

面给予费用减免,切实减轻企业运营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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