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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改善边境地区民生环境，按照“提高教育水平、改

善卫生条件、丰富文化生活、促进就业公平、健全社会

保障”的要求，提升边区人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但留

住人远不是促进边境地区现代化发展的重点，其重点在

于如何吸引更多的人才参与边境地区现代化的建设。边

境地区要想获得长远的发展，要更多地关注人才的职业

发展，做到事业留人，让更多的人看得到希望，感觉到

奔头，由此才能扎根工作，发挥效用，服务地区的现代

化发展。

（二）依托区域发展优势，加快构建沿边地区新发

展格局

党 的 二 十 大 报 告 指 出 ， 坚 持 高 水 平 对 外 开 放 ， 加

快 构 建 以 国 内 大 循 环 为 主 体 、 国 内 国 际 双 循 环 相 互 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 [7]边境地区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

门户，在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要想边

境地区在实现现代化道路上有重大作为，就需找准边境

地区在双循环发展格局中的比较优势。其一是立足于区

域发展的特色，实现创新发展。边境地区要着重依托自

然资源、民俗文化等资源禀赋，发挥好区位优势、开放

优势，同时借鉴东部沿海地区现代化发展经验，积极推

动跨境经贸文化交流，探索与周边国家合作发展的新模

式。其二是要重点发挥国家对边境地区的政策优势，优

化顶层设计，促进改革系统集成、协同高效。加大原有

政策的支持力度，进一步扩展现代化发展的成果；根据

部分地区特殊性，创新管理方式。其三是要加大跨境金

融支持，优化金融合作制度。目前边境地区跨境金融交

易存在渠道不通畅、缺乏监管的缺陷，导致金融合作效

率低、交易成本高。在新发展格局背景下，要稳步推进

边境地区金融体系改革，丰富金融服务内容，创新金融

交易方式，加强跨境金融监管，进而维护边境地区金融

安全，加快边境金融现代化发展的步伐。[16]

（三）加强边境地区现代化发展路径与国家重大战

略相结合

推动实现边境地区现代化需与国家重大发展方略相

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深入

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

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

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17]

边境地区作为特殊地区类型之一，在资源禀赋、市场条

件、产业发展方面与内地相比存在较大差异，区域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更为突出。当前，坚定不移地推动边境地

区现代化，首先要坚持与国家发展战略步调一致，积极

促进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举全党全国

之力，促进边境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其次，依据边境地

区类型的划分，依托区域发展战略融入现代化建设的浪

潮。东北边境地区要增强“前沿意识，开放意识”，以

东北亚开放合作为重点，抓住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机遇，

寻求以老工业基地的现代化强化对国家现代化战略支撑

作用的突破路径；北部边境地区应依托“一带一路”建

设发展的快车道，进一步打通与新亚欧大陆桥沿线的经

贸文化交流通道；西北边境地区应结合国家西部大开发

战略，保障国家的能源需求，维护国家能源安全；西部

边境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战略重点在于如何维持生态系

统的多样性；西南边境地区应加大对南亚东南亚的辐射

效应，依托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深化开放合作，进一步打

开环印度洋地区陆海发展新通道。

（四）推动边境地区现代化治理，维护边境地区安

全与稳定

于边境地区而言，安全与稳定是发展的前提，边境

地区的安全与现代化发展紧密相连。当前，世界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边境地区的安全环境发生重大变

化，维护边境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现

实需要。从实践层面上看，影响我国边境安全的风险主

要包括内生型与输入型两类，内生型主要包括民族分裂

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输入型主要包括

外籍人员流动与跨境犯罪。[18]将边境地区风险类型与地

理空间范围叠置可以发现，我国北部与东北部边境地区

安全形势较为稳定，不安全、不稳定因素主要集中于西

部与西南部边境地区，风险类型以民族分裂势力与跨境

犯罪为主。

基 于 上 述 的 不 安 全 因 素 ， 本 文 研 究 认 为 ， 推 动 边

境地区安全发展应该围绕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坚持总体

国家安全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有助于强化中缅边境瑞丽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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