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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中国陆域边境九省区入手，结合当前边境地区现

代 化 的 发 展 状 况 ， 论 述 边 境 地 区 实 现 现 代 化 的 价 值 意

义，分析边境地区现代化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并就进

一步提升边境地区现代化发展水平提出对策，为边境地

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的实践经验。

我国边境地区现代化发展现状

我国陆域边境线漫长，涉及吉林、辽宁、黑龙江等

9个省区，并与俄罗斯、蒙古、缅甸、越南等14个陆上邻

国相连。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与多元的民族关系交织，

使得这些地区的地缘与族缘的现象突出，加之社会经济

发展速度较慢，进而导致了边境地区的发展长期滞后。[3]

为了更好地了解边境地区现代化的发展，文章在综合自

然因素与社会因素基础上，将中国边境地区划分为东北

边境、北部边境、西北边境、西部边境、西南边境五个

区域（见表1），并对其自然及社会经济发展情况进行概

述。[4]

东北边境主要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份。该

区域自然条件优越，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工

业基础较好，是我国北方重要的重工业基地。近年来，

随着国家《关于加快边境地区开发开放的若干意见》的

实施，与俄罗斯、蒙古的经济贸易往来日益深化，其现

代化发展程度不断提高，但存在较多威胁地区安全的不

确定因素，特别是东北亚的安全局势始终影响着东北边

境地区的发展。[5]北部边境主要是内蒙古与甘肃两地，是

“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该区域地广人稀、矿产资源

丰富，但生态环境脆弱，产业结构单一，抵御经济风险

的能力较弱，长期以来，干旱与荒漠化是阻碍该区域发

展的重要制约因素。西北边境主要为新疆地区，拥有最

长的边境线与最多接壤国家的双重地缘优势，是连接中

亚、欧洲及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战略地位突出。

但中亚地区不稳定的局势与多元的宗教信仰体系始终影

响着西北边境地区安全生产与发展。西部边境以西藏边

境为主，自然环境恶劣，高寒特征突出，是中国重要的

生态安全屏障区域，也是中国现目前存在领土纠纷的主

要 区 域 。 西 南 边 境 包 括 云 南 与 广 西 ， 这 里 自 然 环 境 宜

居，人力资源充沛，地理位置优越，是面向南亚、东南

亚的重要辐射中心，也是连接太平洋、印度洋的重要节

点。[6]

我国边境地区实现现代化的价值旨归

边境地区作为特殊类型的地理分区，其自身复杂多

样的自然环境与社会发展使得其现代化意义具有多维向

度。从整体与部分看，边境地区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

化的部分实现；从国内与国外看，边境地区现代化是中

国式现代化成果的展示窗口；从开放与封闭看，边境地

区的现代化是和平发展现代化道路的诠释；从表征与内

核看，边境地区的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国家认同与民族认

同的外在流露。

（一）边境地区现代化是展示中国式现代化成果的

窗口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

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

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7]换而言之，中国式

现代化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

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有机结合，其现代化进程中取得的

丰 硕 发 展 成 果 可 在 边 境 地 区 的 口 岸 城 镇 的 经 济 社 会 发

展、文化沟通交流、社会发展建设、人民幸福安康中得

到充分的体现。边境地区作为我国与其他国家交流合作

的桥梁与纽带，自然是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特征的窗口。

从生态文明看，山水相连的周边国家与中国的自然环境

体 现 着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共 生 的 现 代 化 内 容 ； 从 物 质 文 明

看，出口到周边国家的货物代表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

成果，进口的货物可以看到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需求；[8]

从外交事务处理看，始终践行着和平统一的观念，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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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我国边境地区类型划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