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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类） 

 

西 藏 自 治 区 经 济 和 信 息 化 厅  
 

 

藏经信办案字〔2022〕4 号             签发人： 郭  翔 

━━━━━━━━━━━━━━━━━━━━━━━━━━ 
 

对自治区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第 119 号 
(D 类 028 号)提案的答复 

 

扎巴旦曾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大帮扶民族手工业”的提案收悉，我厅党

组高度重视，认真学习研究了提案内容，现就提案提出的有关问

题答复如下： 

党的十八以来，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我区民

族手工业如雨后春笋般得到蓬勃发展，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

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兴边富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统计，

截至目前，全区民族手工业注册并存续经营市场主体总量达到

2500 余家，其中规上企业 5家。2021 年实现工业总产值约 15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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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规上企业产值 9000 多万元。民族手工业主要有藏香、唐卡、

传统家具、民族服饰、藏毯、金银器加工、木雕等 30 余种主导

产品。全区民族手工业从业人数突破 3万人。全区中国工艺美术

大师 4人、自治区级工艺美术大师 50 人，整体发展成效明显。 

一、主要工作开展情况 

（一）强化规划引导，推动行业发展 

制定出台《西藏自治区民族手工业“十三五”发展规划》，

结合各地特色、区位优势和发展基础，如拉萨市的地毯、唐卡、

藏香、藏纸、土陶器、藏戏面具等，山南市的围裙、氆氇等，昌

都市的马鞍、铜雕等，日喀则市的卡垫、藏鞋、藏刀、金银器等，

林芝市的藏刀、响箭、木制品等，那曲市的氆氇、帐篷、乌多等

毛纺纪念品，阿里地区的毛织品、山羊绒制品、木碗等明确提出

全区民族手工业产业布局、发展思路，引导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民

族手工业。 

（二）开展大师评审，发挥示范引领 

组织开展西藏自治区第二届工艺美术大师评选工作，评选出

25 名自治区工艺美术大师、8 个工巧奖、20 个优秀作品，涵盖

唐卡、藏香、雕塑、金银器、服饰、家具等，召开了西藏自治区

工艺美术行业发展大会暨第二届西藏自治区工艺美术大师命名

表彰会议。同时，积极组织第七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选推荐工

作，罗布斯达获批第七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通过开展大师

评审，鼓励传承、表彰先进，充分调动广大传统工艺美术从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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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大师示范引领作用，推动民族手艺产

品传承保护和创新发展。指导各地是开展首届地市级工艺美术大

师评选工作，目前，七地（市）已完成评选。 

（三）加大宣传推广，提升品牌影响力 

一是组织民族手工业企业产品、大师作品先后参加第 14 届、

15 届、16 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及第三、四届藏博会等区

内外各类展览展示活动，扩大交流合作，提升我区民族手工业产

品品牌影响力。二是组织推荐我区 4 家民族特色工业企业参加了

2016 年中国品牌美国展，推动我区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三

是会同原西藏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完成民族手工业企业申报生态

原产地产品保护，直贡刺绣成功获批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四是

开展西藏自治区首届工业设计大赛，优敏巴藏香获工业设计银

奖。 

（四）加大支持力度，推动助企解困 

一是组织开展对我区饰品、工艺品扶贫项目产品滞销情况进

行摸底，并形成《关于我区饰品、工艺品扶贫项目产品滞销情况

及有关工作建议的报告》，加大协调力度，鼓励引导各地支持饰

品、工艺品扶贫项目滞销产品销售。二是推动出台了《自治区中

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推动设立了

“每年 3 亿元、连续五年”的自治区中小企业发展资金并开展专

项资金扶持项目申报评审工作，西藏圣信工贸有限公司获得第一

批专项奖励资金 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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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强化服务引导，夯实工作基础 

一是加大业务指导，建立各地市数据报送机制，全面推进摸

清行业底数，夯实基础工作。二是指导西藏工艺美术协会开展《中

国工艺美术全集·西藏卷》编纂工作，引导工艺美术行业协会换

届选举，补充完善协会章程，增加涉及藏香、藏毯、唐卡、金属

锻造等民族手工业领域服务管理内容，强化行业协会职能。三是

会同区文化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制定颁布唐卡、贴（堆）绣、

藏香等民族手工业产品工艺标准。 

（六）开展资源调查，全面摸清底数 

经我厅申请专项资金，2021 年 7 月，启动开展了全区民族

手工业资源调查工作，全面调查统计我区民族手工业门类、市场

主体、产业结构、从业人员等基本情况，为全面推进我区民族手

工业优化产业布局、合理制定政策措施、培育龙头企业，助力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决策依据。 

（七）制定职称标准，完善培养机制 

为客观、科学、公正评价我区工艺美术系列专业技术人员的

能力和水平，健全完善符合工艺美术领域职业属性和岗位需求的

人才评价标准，发挥好人才评价“指挥棒”作用，最大限度激发

和释放人才创新创业活力，制定印发《西藏自治区工艺美术系列

高中初级职称评价标准（试行）》《西藏自治区工艺美术系列专业

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办法》，进一步完善行业人才培养机制。 

二、下一步工作措施 



- 5 - 
 

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区党委经济工作会、自

治区“两会”关于加快发展绿色工业，重点推动民族手工业发展，

提高藏香、藏式木碗、藏毯等手工制品质量和标准化水平，促进

传统民族工艺与现代科技和市场元素相结合的部署要求，加快推

动我区民族手工业高质量发展。 

（一）补齐政策短板，强化行业指导。研究制定出台《西藏

自治区民族手工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2-2025）》《关于支

持推动西藏民族手工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优化产业

产业布局，强化特色引领，形成产业集聚和行业矩阵。通过自治

区中小企业发展、文化产业发展、非遗保护等专项资金扶持和探

索制定税收优惠政策，培育一批在行业中发展潜力大、创新能力

强的规上企业。 

（二）加强人才培养，夯实发展基础。坚持师徒传承与培育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融入民族手工业人才培养体系，组织开展工

艺美术大师评选和专技职称评定工作，鼓励我区高校、职校、技

师学院增设民族工艺美术专业或学科建设，加强对民族手工业专

业技术人才和销售人才的培养，支持成立工艺美术大师工作室，

支持行业协会建立民族手工业交流平台，提升民族手工业从业人

业务理论水平和专业技能。 

（三）打造拳头产品，提升市场竞争力。围绕藏香、唐卡、

传统家具、民族服饰、藏毯、金银器加工、木雕等优势产品，制

定标准体系、加快地理标志申报和认证、建立重点品牌培育库，



- 6 - 
 

 

强化企业品牌建设推广力度。通过援藏结对帮扶和引进专业团队

提升民族手工业新产品原创设计、研发生产、包装升级，丰富产

品种类，促进传统民族工艺与现代科技和市场元素相结合，提高

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 

感谢您对我区民族手工业发展的关心支持。上述答复是否满

意，请填写《征询意见表》并与我们电话联系。 

联系单位：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厅消费品工业处 

联系电话：6198837 18898031117 

 

 

  

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厅 

                        2022 年 6 月 15 日  
 

 

 

 

 

 

抄 报：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政协西藏自治区提案委员会。 

西藏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厅办公室           2022 年 6 月 15 日印发 

 


	2022年6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