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第9期·　　　　 ·新西部

边境地区安全治理的“心理”防线，有效抵御边境安全

风险，维护祖国统一、边疆稳固。其具体的实施路径一

方面要落实党的民族政策，保障边民的合法利益，另一

方面则需加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增强“五个认同”意

识 。 二 是 完 善 边 境 地 区 安 全 治 理 主 体 ， 形 成 党 政 军 民

警的主体治理格局。[19]长期以来，边境地区安全治理效

果欠佳，其重要原因是治理主体间没有形成合力所造成

的。推动治边主体间的科学分工，提升治边主体的协同

程度将极大地提高边境地区治理的效率与水平。三是加

强国际合作，主动塑造安全的周边环境。边境安全问题

的解决，不仅需要中国视角，更需要国际视角。在化解内

生风险的同时应主动出击，加强与周边国家跨境安全的治

理合作，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关系，在

合作交流的过程中，谋求边境地区的交流与发展。

结　语

我国边境地区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形态

之一，如何找到一条适合边境地区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是

当前边境地区亟待解决的问题。边境地区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的思路表明，关切并回应边境地区人民需求是边境

地区实现现代化的根本初衷，也是边境地区现代化发展

的意义。未来边境地区的发展需要完善多方主体参与的

机制，积极促进人口回流与产业集聚，紧跟国家发展方

略，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国家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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