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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化现象。[12]村落空心化与空巢化的发生，一方面严重

影响边境地区安全与生产发展，另一方面造成了大量的

房屋空置，导致了资源的浪费。此外，通过对流动人口

的年龄结构进行分析发现，边境地区的人口外流主要以中

青年人口为主，由此产生了人口老龄化严重等多种复杂的

社会问题。严重的人口老龄化不仅加重了社会负担，更是

迟滞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及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进程。

（二）产业结构单一，产业基础薄弱，经济发展后

劲不足

我 国 边 境 地 区 土 地 面 积 广 袤 ， 但 难 以 利 用 土 地 居

多，加之自然灾害频发，对农牧业生产与城镇化建设产

生的影响极为不利。造成了产业发展先天不足的现状。

此外，在日益成熟的市场环境下，地理位置的偏远使得

边境地区远离经济发展中心与市场消费的前端，处于产

业发展的末尾，其获取经济发展的方式多以出售资源或

初级产品为主，其产品的附加值低，市场竞争力弱，最

终形成边境地区产业发展结构后天畸形的现状。此外，

从需求端看，周边地区国家的工业化属初期起步发展阶

段 ， 其 市 场 潜 能 有 限 ， 对 边 境 地 区 的 产 业 集 聚 效 应 不

足。从供给端看，边境地区产业发展同质化严重，难与

同其他国家形成的有特色、规模化产业进行比较。在产

业发展先天不足、后天畸形、需求有限、供给同质等多

重压力下，边境地区投资营商环境变差，产业结构发展

失调，陷入了经济发展的恶性循环，导致经济发展后劲

不足。

（三）“开发”与“保护”矛盾关系突出

从 国 家 “ 十 一 五 ” 规 划 提 出 ， 将 国 土 空 间 划 分 为

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

能区，到“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实施主体功能区战

略”，边境地区作为六个特殊地区（革命老区、少数民

族 地 区 、 边 境 地 区 、 大 石 山 区 、 贫 困 地 区 、 水 库 移 民

区）之一被列为禁止开发区域。[13]我国边境地区70%土地

是重点的生态功能区，内部分布着大量的自然保护区、

森林公园等。部分地区还是边防建设关键区域，但由于

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政策对这些生态空间的开发与保护关

系、允许开发类型、开发强度等尚未形成明确的规定。

因此，地方政府对开发与保护的界限较为模糊。以往现

代化经验表明，正确处理开发与保护之间的矛盾关系。

首先，要提高自己的生态意识，从长远的眼光看待边境

地区的发展，吸取西方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现代

化发展的教训，始终坚守生态环境保护的红线，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环境适居、产业发展兴

旺、边民生活幸福、社会稳定和谐作为边境地区现代化

建设的重要目标。其次，如何平衡开发与建设间的程度

也是重要问题。边境地区要生产、要发展，资源利用是

无可避免的，但何时利用、如何利用、利用至何种程度

的问题至关重要，这就需要科学安排、合理统筹。总体

来说，正确处理边境地区开发与保护的矛盾问题，一方

面需要在思想上强化保护意识，另一方面则需要在行动

中审时度势、科学处理。

（四）边境地区形势复杂多变，统筹生产发展与边

境安全任务艰巨

边境地区是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和多重权力空间影

响下的特殊脆弱地带，地缘安全对于边境地区的发展至

关重要。[14]如何处理好边境安全常态化稳定与经济发展

的关系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特别是部分边境地区持续存

在威胁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基于

这种复杂多变的安全形势，如何统筹守边固边与生产发

展显得异常重要。我国边境地区众多的陆上邻国、多元

民族文化、宗教文化、地域文化始终是影响边境地区安

全的潜在因素。一些西方国家频繁插足周边地区国家的内

政外交事务，企图布局和构筑遏华体系直接对中国边境地

区进行压制，极度恶化了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环境。

我国边境地区现代化的实践路径选择

促 进 边 境 地 区 繁 荣 稳 定 ， 稳 步 提 升 边 境 地 区 现 代

化发展水平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要求。维稳是促

进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底线，人口是边境地区现代化

建设的动力，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是提升边境地区竞争

力的关键，融入国家发展战略是边境地区发展的重要支

撑。只有在国家的精准扶持与地方努力相互配合的基础

上，才能更好地促成边境兴、边境富、边境稳的发展格

局，更快、更好地推动边境地区现代化的实现。

（一）完善边境地区人口发展政策，加强人口流动

监测与管理。

流动人口是社会发展的积极产物，但失衡的人口流

动格局将会影响边境地区安全、社会稳定、民族团结与

区域未来发展。边境地区的现代化发展要解决如何“留

住人”与“吸引人”的问题。完善边境地区人口发展政

策，其目的是为解决边境地区如何留住人的问题。经济

动因是边境地区人口外流的主要驱动力，如何留住人的

关键在于提高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质量。故此，一方面要

巩固脱贫攻坚与兴边富民成果，拓宽经济发展思路，统

筹谋划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与城镇化建设，

引 导 人 口 分 布 与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相 协 调 ， 与 生 态 环 境 保

护相适应。[15]另一方面，持续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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