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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has become a new development model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China.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promoting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Based on t he vertical data of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from 2001 to 2021, this paper uses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model to empirically study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u rban-rural integr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Tibet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has an intermediary effect in it. 
However, this intermediary effect exists in the form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hibiting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 inhibiting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view of this phenomenon,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it is related to the level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Tibet,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analysis and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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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城乡融合发展已成为我国城乡之间新型的发展模式，数字普惠金融和产业结构对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

影响。本文基于西藏自治区 2001 年至 2021 年的纵向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产业结构在金融发展

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中所起到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西藏地区的金融发展可有效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且产

业结构在其中具有中介效应。但这种中介效应以金融发展抑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变动抑制城乡融合

发展的形式存在。针对此现象，本文认为这与西藏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实际情况有关并提出了相应

的分析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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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2 年 7 月 12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发布了

《“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对“十四五”时期

的新型城镇化目标提出了明确要求和措施，并以此推

进城乡融合发展工作。“城乡融合发展”概念首次提出

于党的十九大，是国家为应对城乡关系变化、缓和城

乡发展矛盾所提出的新型城乡关系。 

自 1949 年以来，我国的发展重点逐渐从传统的

农业经济转到现代的工业经济上，长期的“重城轻乡”
发展理念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扩大[1]，并且政策上所采

取的“二元结构”制度又进一步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发

展失衡。农村经济发展的滞后导致人才的流失，进而

造成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同时外来人口过多

涌入导致城市承载力长期处于超负荷状态，从而引发

了一系列的“农村病”、“城市病”[2]。为此，国家先后

提出了“城乡协调发展”、“城乡统筹发展”、“城乡一

体化发展”、“城乡融合发展”等城乡关系政策[3]。 

“城乡融合发展”既是破除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

发展不充分等局面的必然之路[4]，也是推进乡村振兴、

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自城乡融合发展概念提出

后，西藏自治区积极响应政策的要求。通过近几年努

力，西藏自治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在 2021 年排名

全国第一，并且农牧民的收入增速已经连续七年领跑

全国。2021 区内的城镇化率达到了 36.6%，城乡居民

人均收入比降至 2.75，同比 2020 年减小了 7 个百分

点。由此可见，西藏自治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地

缩小，乡村的发展也在渐渐地提速。 

而西藏作为我国的西南边陲，社会经济的稳定发

展、城乡之间的关系和谐对于边疆稳定而言具有重要

的意义。因此，本文通过西藏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两

个角度来研究西藏的城乡融合发展，对于西藏地区的

城乡协调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2. 文献综述 

2.1 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 

相较于以往的城乡关系，城乡融合发展有着更为

丰富的含义。当前大多学者认为其更注重城乡之间的

互动融合形式以及一些辅助的体制、机制创新[5]，是

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耦合过程，涉及社会、生活、

生态等多个领域[6]。城乡融合发展旨在加深非农与农

业部门的经济交流合作[7]，通过促进城乡之间资金、

劳动力、技术、产业等生产要素的相互流动的方式，

赋予农村经济新的增长[8]，从而增加农村收入，推进

农村的现代化建设，实现城乡各方面的协同发展。 

2.2 产业结构与城乡融合发展的相关研究 

关于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要素方面，不少学者要

以产业振兴为基础和关键。合理的产业结构不仅有利

于降低农村的贫困程度[9]，其优化升级还会通过影响

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集聚来提高地区的城镇化水平[10]。

地区的产业结构水平不仅影响着生产要素的交互流

动，其水平的高低还影响着城乡间差距，因此其对城

乡融合发展具有一定影响[11]。通过产业结构的变动，

做到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高效、充分利用和合理配置，

才能实现地区经济和谐、健康发展，才能实现城乡融

合发展[12]。 

2.3 金融发展、产业结构与城乡融合发展的相

关研究 

而另一方面，众多学者认为金融的发展也对城乡

融合发展给予了更多的可能和动力[13]。现有研究已验

证了金融发展通过城镇化、对外开资本市场、实体经

济、融资成本等中介变量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14]，进

而影响地区城乡融合发展。一方面，地区的金融发展

可以增强金融机构对社会闲散资金的筹集能力，并提

高其使用效率，优化资金资源的配置，从而促进地区

整体的经济发展[15]；另一方面，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

上又增加了农民的就业机会和创业可能，实现农民的

增收，缩小城乡收入的差距[16]。同时，金融发展与地

区实体经济相依相存[17]，其提供的服务为企业的转型

升级创造了可能，帮助地区产业结构实现优化升级[18]，

影响地区原有的产业结构水平。并且，金融发展也缓

解了新兴企业的融资约束[19]，为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

升级和调整提供了资金保障。又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

会影响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所以地区金融的发展在

促进地区产业结构进行调整的同时，可能会对城乡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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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发展产生间接的影响。 

2.4 总结 

现有文献中，学者大多研究的是金融发展、产业

结构分别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以及金融发展通过

各类中介变量对城乡融合发展产生的影响，但未有学

者将产业结构作为金融发展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渠

道来考虑。因此本文拟通过把西藏地区的产业结构水

平作为金融发展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一个作用渠道，

将三者综合在一起，并探讨产业结构所起到中介效应。

目前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测度还未形成一个统一的

标准，因此本文将综合已有研究来选取指标，而且由

于本文采用的是 2001 年至 2021 年西藏自治区的纵向

数据，所以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将时序因素

加入到成分分析中，使指标打分更加科学，以此得出

西藏自治区城乡融合发展的动态变化评价。同时，由

于本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对纵向数据进行分析，因而

除了本身实证结果的数据分析以外，还需要有一定的

统计以外的理据[20]。 

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地区金融的发展对于地区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

不可或缺。首先，地区的金融发展缓解了实体经济发

展的融资约束，而实体经济的发展不仅提高了城市承

载力，提高城市对于外来人口的容纳能力[16]，对于地

区整体的经济增长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提高了资金

的流动速率和使用效率。实体经济的增长又能提升实

体产业的实力，帮助实体产业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

同时也提高了居民的收入水平，进而刺激了大众的消

费，促进地区整体的经济发展。其次，金融的发展能

够促进金融服务的体系的完善以及产品的丰富。地区

内部的发展失衡往往以乡村发展落后的特征，乡村发

展落后的根源，往往在于资源得不到很好地开发利用，

难以获取较大的经济效益。与此相反的是，城市巨大

地经济效益吸引了大批的年轻劳动力人口，导致乡村

地区“人口空心化”，从而进一步恶化了乡村的发展环

境，由此引发文化、环境、教育、医疗等各方面的问

题产生。然而以往的金融服务在提供前，都需要金融

机构对对方进行评估，一旦不符合风险控制标准便会

拒绝提供服务，因而这也成了乡村发展的又一大阻碍。

随着金融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金融产品、服务被应用

于扶持乡村建设、发展，加大了“三农”的信贷规模、

提升了农村的金融服务可得性等等[6]，从而缩小了城

乡差距，促进了城乡融合发展。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1：地区金融的发展可有

效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另一方面，地区金融的发展对于地区产业结构的

优化升级和调整也至关重要。金融机构将社会储蓄转

化为了投资，既降低了存款者的风险，又提高了资金

的安全性使用效率，从而为有需要的企业和个人提供

了相应的金融服务，满足了大众的存贷款需求，助力

企业的发展。同时，金融机构的逐利性会将资金的投

放倾向于利润高的行业，从而倒逼地区产业的转型升

级，从而改变地区原有的产业结构。同时，金融的发

展对于创业者和新兴产业的扶持也具有一定的作用，

帮助其产业的成型，从而有利于优化地区原有的产业

结构。产业结构的变动也会带动劳动力、生产资料等

在不同行业间、区域间的流动集聚，促进地区内部各

要素的互动融合。因此，以产业结构水平提升作为城

乡关系变动的条件基础，可推动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推动城乡融合。 

鉴于此，我们提出假设 2：地区金融的发展可通

过影响产业结构间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4. 研究设计 

4.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西藏自治区 2001 年至 2021 年的纵向数

据进行分析，指标的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西藏统计年鉴》、西藏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以

及政府官方报告，个别缺失值通过 Stata 软件的插值

法进行补充，并在后续分析中对所有数据进行标准化

处理。 

4.2 被解释变量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LD）。本文根据已有研究
[21-22]，并结合西藏地区的实际情况及数据可得性[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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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了“经济”、“社会”、“生活”三个层面来对各地区

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描述，并选取具体的指标来

对三个层面分别进行描述，具体指标如表 1 所示。该

值越大，说明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越高。 

4.3 解释变量 

金融发展水平（LFD），由于西藏地区经济发展

整体较为落后，金融发展体系也不够完善，因而本文

采用金融机构贷款年底数与当年 GDP 的比值[24]来表

示西藏的金融发展水平。 

4.4 中介变量 

产业结构水平（ ISI）。本文以W = 1 × w1 +
2 × w2 + 3 × w3

[25]来表示，其中w1表示第一产业增

加值占 GDP 比重，w2、w3以此类推。该值越大，说

明地区的产业结构水平越高，优化升级程度也相对越

高。 

4.5 其他变量 

本文选用农业机械化水平（lam）、科研支出水

平（rel）作为效应分析的控制变量。其中农业机械化

水平为单位面积的农业机械总动力，数值越高，说明

农业机械化程度越高，农业现代化水平也越高，有利

于乡村的发展。科研支出水平以科学技术支出占财政

总支出来表示，地区的科技水平往往与地区的发展成

正相关，对于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表 1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指标

变量 城乡融合发展（LD） 

层面 具体指标 计算方法 属性 

经
济 

城乡居民消费比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 

城乡人均收入占比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 

人均 GDP GDP/常住总人口 + 

非农与农业从业比 非农产业从业人员/农业产业从业人员 +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利用率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 

对外开放程度 进出口贸易额/GDP + 

非农与农产值比 非农产业产值/农业产业产值 + 

社
会 

城镇人口比重 城镇人口/总人口 + 

社会福利保障程度 社会福利保障支出/财政支出 + 

每千人拥有医疗床位数 医疗床位数/总人口 + 

固定资产投资比 固定资产投资额/GDP + 

学龄儿童入学率 适龄儿童入学人数/适龄儿童人数 + 

城乡管理程度 城乡管理支出/财政支出 + 

公路网密度 公路总里程/总面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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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活 

服务支持程度 公共服务支出/财政支出 + 

养老保险广度 养老保险参保人数/总人口 + 

乡村从业人员占比 乡村从业人数/乡村人口 + 

住房面积比 城市人均住房面积/乡村人均住房面积 - 

财政支农程度 用于农业支出/财政支出 + 

4.6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定 

由于本文采用的是西藏 2001 年至 2021 年各项纵

向数据，因而本文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的方法[26]，对

各项基础指标进行降维，从而对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能

给出综合的评价。首先，将数据导入 SPSS 软件进行

Z-sore 标准化处理。而对于因子是否适合做分析和降

维，需要通过 KMO 和 Bartlett 检验来进行判断，为

节省篇幅，此处只展示“经济”层面的相关检验结果。 

表 2 KMO 和巴特利特检验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0.778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218.074 

自由度 21 

显著性 <.001 

由表 2 结果可得，KMO 检验值为 0.778，巴特利

特检验的显著性小于 0.001，因此所选因子适合做主

成分分析。再将另外两个层面的指标按照上述步骤进

行检验，检验结果显示 KMO 检验值分别为 0.763、

0.683，巴特利特检验的显著性均小于 0.001。因此，

所筛选的三组指标均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评价三个

层面。进一步的，将指标进行降维并计算三个层面的

综合得分。再进行上述操作，即可得到西藏地区 2001
年至 2021 年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结果如下所示。 

表 3 西藏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年份 得分 年份 得分 年份 得分 

2001 -2.48 2008 -0.45 2015 1.20 

2002 -2.70 2009 -0.19 2016 1.61 

2003 -2.63 2010 -0.11 2017 1.70 

2004 -1.85 2011 0.30 2018 1.81 

2005 -1.77 2012 0.20 2019 2.01 

2006 -1.49 2013 0.35 2020 2.17 

2007 -0.74 2014 0.87 2021 2.19 

从上表可以看出，西藏自治区 2001 年至 2021 年

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是在逐年提高的。之所以会出现

正、负值差别，是因为本文的评价体系建立在 2001
年至 2021 年的整个时间框架基础之上，综合考虑了

指标数值在这个时间区间内的整体水平，因此会呈现

出这种结果。同时，综合得分的变化表明了西藏城乡

融合发展水平在这期间的动态变化。 

从结果中可以看出，西藏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自

2011 年开始转变为正值，此数值的转变在整个时间

区间内具有重要的意义。根据政府文件资料显示，西

藏在 2011 年坚持统筹城乡发展战略，而且进行了相

应的政策倾斜，这极大地改善了农牧民的生活状况，

并且在社会保障方面，尤其是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制度，在这一年实现了全覆盖等等，而这些措施的落

实切实地反映在指标数当中，所以 2011 年西藏的城

乡融合发展水平在整个时间区间转变为正值。 

4.7 模型设定 

本文选取了一个解释变量（金融发展水平）、一

个被解释变量（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一个中介变量

（产业结构水平）进行中介效应的分析，因而选用简

单中介模型。并且根据相应的中介效应检验流程[27]，

先选择依次检验法，对各个变量系数进行依次检验，

若系数不显著，则用 Bootstrap 法进行深层次的检验。

具体模型如下所示： 

𝐿𝐿𝐿𝐿 = 𝑐𝑐𝐿𝐿𝑐𝑐𝐿𝐿 + 𝜃𝜃1𝑙𝑙𝑙𝑙𝑙𝑙 + 𝜃𝜃2𝑟𝑟𝑟𝑟𝑙𝑙 + 𝑟𝑟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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𝐼𝐼𝐼𝐼𝐼𝐼 = 𝑙𝑙𝐿𝐿𝑐𝑐𝐿𝐿 + 𝜇𝜇1𝑙𝑙𝑙𝑙𝑙𝑙 + 𝜇𝜇2𝑟𝑟𝑟𝑟𝑙𝑙 + 𝑟𝑟2              (2) 

𝐿𝐿𝐿𝐿 = 𝑐𝑐′𝐿𝐿𝑐𝑐𝐿𝐿 + 𝑏𝑏𝐼𝐼𝐼𝐼𝐼𝐼 + 𝛼𝛼1𝑙𝑙𝑙𝑙𝑙𝑙 + 𝛼𝛼2𝑟𝑟𝑟𝑟𝑙𝑙 + 𝑟𝑟3       (3)          

其中被解释变量LD表示已计算出的各地区城乡

融合发展水平，解释变量LFD表示金融发展水平，中

介变量ISI表示产业结构水平，控制变量lam、rel分别

为农业机械化水平、科研支出水平。c表示金融发展

对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总效应；a表示金融发展对产

业结构水平的效应；c′表示在控制了产业结构水平的

影响后，金融发展对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直接效应；

b表示在控制了金融发展的影响后，产业结构水平对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效应；中介效应由a ∙ b表示。𝜃𝜃𝑖𝑖、
𝜇𝜇𝑖𝑖、𝛼𝛼𝑖𝑖（𝑖𝑖 =1,2）为各控制变量系数。e1、e2、e3为
残差。 

5. 实证结果分析   

5.1 效应结果分析  

表 4 依次检验结果 

变量 LD ISI LD 

LFD 
1.089*** 
（7.45） 

-0.232*** 
（-3.78） 

0.734** 
（4.70） 

ISI   
-1.529*** 
（-3.37） 

lam 
261.2*** 
（3.69） 

-50.32 
 (-1.69) 

184.2*** 
(3.05) 

rel 
3.034*** 

(3.98) 
-0.512  

 (-1.60) 
2.251*** 

(3.49) 

_cons 
-5.512*** 

(-9.57) 
2.914*** 
(12.10) 

-1.055 
(-0.75) 

R2 0.93 0.73 0.96 

F 71.42*** 15.59*** 89.00*** 

注：*、**、***分别代表在 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下同。 

  根据回归结果显示，模型（1）中金融发展对地

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总效应系数为 1.089，且在 1%
的水平下显著，因而金融的发展对于城乡融合发展水

平的影响具有正面的积极作用。在控制了产业结构水

平的影响后，金融发展对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直接效

应为 0.734，且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且小于模型（1）

中的系数（1.089），因而产业结构水平在回归中起

到了中介变量的作用，并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中介

效应由得到，约为 0.354728，效应占比达到 32.57%，

小于金融发展对城乡融合发展造成的直接效应。这说

明金融发展不仅对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具有促

进作用，同时部分作用通过产业结构水平产生了间接

影响。由于各效应系数显著，因而不再进行 Bootstrap
法的进一步检验。因而本文假设 1 和假设 2 得到验证：

地区金融发展可有效促进地区城乡融合发展，且产业

结构在其中具有中介效应。   

5.2 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结论的稳定性，本文采取如下措施进行

稳健性检验：利用 Bootstrap 法对上述变量进行中介

效应检验（随机抽样 5000 次）。结果如下所示。   

表 5 Bootstrap 法稳健性检验结果  

 
Effec

t 
BootS

E 
BootLL

CI 
BootUL

CI 
效应占

比 

总效

应 
1.089 0.146 0.781 1.397  

直接

效应 
0.734 0.156 0.402 1.065 67.40% 

中介

效应 
0.355 0.142 0.032 0.402 32.60% 

      由输出结果可知，各效应系数 95%的置信区间

均不包含 0，因而根据 Bootstrap 法的判定规则得出，

各效应显著。同时由 Bootstrap 法得出的效应系数与

依次检验法得出的结果相近，且中介效应占比达到了

32.63%。从而进一步说明产业结构在这个过程中起到

了中介变量的作用，而且是部分中介效应。 

5.3 进一步分析 

虽然上述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在金融发展促进城

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中介的作用，但是模型

（2）、模型（3）中，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的回归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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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以及产业结构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回归系数均为负

值，即金融发展对于西藏地区产业结构的作用是负向

的，而且产业结构对于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也是负向

的，这与大多的理论知识相悖。因此，本文将产业结

构水平指标转变为产业结构合理化（RIS）[28]、产业

结构高级化（AIS）[29]，再代入模型（1）、（2）、

（3）进行相应的检验。其中，产业结构高级化以第

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的比值表示，比值越大，

说明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越高，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指

标构建如下所示： 

𝑅𝑅𝐼𝐼𝐼𝐼 = ∑ 𝑌𝑌𝑖𝑖
𝑌𝑌

3
𝑖𝑖=1 �𝑌𝑌𝑖𝑖 𝐿𝐿𝑖𝑖⁄

𝑌𝑌 𝐿𝐿⁄
− 1�                    （4） 

 其中Y为三大产业的总产值，Yi为第i个产业的产

值，L为三大产业的从业人数，Li为第i个产业的从业

人数。指标数值越大，说明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越高。 

表 6  RIS 和 AIS 实证结果  

变量 (1) (2) (3) 

LFD 
1.089*** 

（7.45） 

-0.0637*** 

（-8.37） 

0.787** 

（2.38） 

RIS   
-4.735 

（-1.02） 

lam 
261.2*** 

（3.69） 

-5.622* 

 (-1.53) 

234.560*** 

(75.40) 

rel 
3.034*** 

(3.98) 

-0.0527**  

 (-1.33) 

2.785*** 

(3.48) 

_cons 
-5.512*** 

(-9.57) 

0.500*** 

(16.68) 

-3.144 

(-1.31) 

R2 0.93 0.89 0.93 

F 71.42*** 47.44*** 53.93*** 

LFD 
1.089*** 

(7.45) 

-0.178*** 

(-5.43) 

0.718*** 

(3.26) 

AIS   
-2.077* 

(0.983) 

lam 
261.2*** 

（3.69） 

-30.318* 

(15.92) 

198.224** 

(71.069) 

rel 
3.034*** 

(3.98) 

-0.408** 

(0.17) 

2.187** 

(0.802) 

_cons 
-5.512*** 

(-9.57) 

1.629*** 

(0.130) 

-2.129 

(1.684) 

R2 0.93 0.85 0.94 

F 71.42*** 31.26 65.59*** 

   如结果所示，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

结构高级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回归系数与上文相同，

均为负值。而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回归

系数不显著，因而采用 Bootstrap 法进行检验，得到

的结果：间接效应的 BootLLCI 和 BootULCI 值分别

为-0.3557、1.3540，区间包括 0，因而不显著，所以

不存在中介效应。而金融发展对于产业结构水平、产

业结构合理化的检验结果中出现回归系数为负数的

情况，说明在过去时间里，金融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

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并未能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同时，产业结构水平、产业结构合理化对于城乡融合

发展的回归系数也为负数，也说明西藏地区的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并未能对地区城乡融合发展起到很好地

推进，与此相反，这可能会拉大城乡之间的差距。 

6. 结论与建议 

本文研究了金融发展对西藏地区的城乡融合发

展所起到的作用，并加入产业结构水平来探讨其在这

个过程中所起到的中介作用。由实证结果可知：西藏

地区的金融发展会直接对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起到

显著的促进、推动作用，同时也通过产业结构的变动

对城乡融合发展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是负向的，首

先，根据实证结果可知西藏的金融发展会对产业结构

的优化升级起到负向的效果，此外，产业结构的优化

升级对西藏的城乡融合发展进程起到了抑制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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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种实证结果，结合相应的事实依据，本文认为

与西藏地区的金融发展相对滞后有关。西藏自治区的

金融发展程度，无论是对比中部、东部等地区，还是

对比区内的产业结构现状，都显得较为滞后。西藏自

治区的第三产业在三大产业中的比重自 2001 年开始

就一直保持在 50%以上，到 2021 年已达到了 55.7%，

同时第一产业比重仅为 7.9%，与全国平均水平保持

一致，然而区内的金融发展水平在国内却处于尾部。

区内金融市场不够完善、可供的金融服务不够全面、

信贷制度滞后等一些导致区内的产业发展存在较多

的阻碍和限制，并且由于西藏自治区的独特产业发展

模式，导致金融在商业、旅游业、服务业方面的扶持

对工业、农业等行业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挤占，并未

能覆盖区内的大部分产业，从而使得西藏自治区的第

三产业产值比重较大，但并未对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

有足够的帮助。另外，由于西藏地区本身的发展较晚，

因而城市的快速发展并未能对乡村地区做到反哺，并

且受制于基础设施及技术状况，第三产业的发展并未

能和一、二产业做到很好的融合，无法做到“三产”融

合，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会拉大城乡的收入差距。  

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1）西藏地区需

要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发展体系。金融机构要健全金

融服务体系，建立客观、科学的评估体系，加强对各

类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而不是将扶持的重点局限于

个别行业，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多种多样的、全面的金

融服务，帮助企业的转型升级，从而实现地区产业整

体良好的发展，并以此带动经济的增长，形成良性循

环。（2）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这不仅为产业

间的融合发展提供了条件，从产业帮扶的角度，助力

乡村经济的发展，还为各类教育、医疗等资源的输送

提供了便利，帮助地区人员文化素质的提升和身体素

质的增强，实现人文社会的和谐发展。（3）大力开

展数字经济，借助数字信息技术的应用，提高各方面

的工作效率。同时，借助数字信息平台，实现信息的

快速传递、共享，从而帮助产业能更好地实现融资，

金融机构能更好地为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从而实现地

区金融发展正向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而实现

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正向促进西藏的城乡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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