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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边疆，地域宽广，仅新疆、西藏占全国陆地面积就超过五分之一; 地质复
杂，既有山地、高原、沙漠、盆地，也有平川; 资源丰富，是国家发展的重大资源接续
地; 生态重要，有号称“亚洲水塔”的青藏高原地区和全国生态屏障; 民族文化多元，
是维、藏、回、彝等几十个少数民族的聚居区，是中华文化的宝库; 陆路边境线长，与
多国接壤，毗邻中亚、南亚、东南亚国家，在环中国的边疆带中，西部边疆堪称 “中
国西部门户”。

近代以降，中华民族遭受西方列强侵略和蹂躏，边疆危机频发，生活在中国西部边
疆地区的各族民族奋起反抗。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中，各族人民心向中华，一道加入保
卫伟大祖国的历史运动，谱写了一曲曲救亡图存、保家卫国、反对分裂的壮丽诗篇，为
共同缔造伟大的中华民族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民国时期，帝国主义侵扰中华边疆，西部边疆危机日益严重，边疆问题成为关注热
点。1922年春，一群来自不同国度的基督教传教士在成都华西坝成立了 “华西边疆研
究学会”(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并于两年后的 1924 年创办了会刊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十年后的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开始吸纳本土学者参加，华西边疆研究力量迅速壮大，形成了融汇边
疆史地研究、边疆多民族社会研究、边疆政治及经济建设研究为一体，以深入边疆调查
研究为手段的学术特点。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从 “西洋”向 “本土”转变，弘扬了学术
研究传统，传播了华西边疆知识，汇聚了华西边疆研究人才，其余韵流风感召后学。

进入 21纪，华西医科大学与四川大学并校后，学者敬仰前贤，校园内外凡涉猎边
疆大论者，均力主恢复华西边疆研究传统。2012 年仲夏，诸位同仁通力协作，筹办恢
复华西边疆研究，磨砺时日，2014 年方使得本书面世。然则，恢复华西边疆研究既无
学会依托，更恐难致先人研究之精高，本论集故名 《华西边疆评论》，以拾 20 世纪华
西边疆研究之余韵，另开当代华西边疆研究之新风。

环视中国的边疆，东海、南海等海疆虽渐成 “多事之区”，然西部边疆问题仍引人
注目，政界和媒体“谈亚太必扯中国，谈中国必涉海、涉藏、涉疆”。涉藏、涉疆问题
实质上是西部边疆问题。中国西部边疆成为牵动国家的 “多事之区”，其安全与发展问
题必然制约着东海、南海问题的解决。历史经验一再证明: 边疆稳则保国家安，边疆强
则示国力盛。从中国国家发展大局来看，作为战略要地的西部边疆的安全与发展问题，
关乎国内改革开放发展梯次推进、潜在重大资源保护和适度利用、地缘战略安全，关乎
国家统一、尊严与国际地位，关乎中国能否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大国有效参与国际政
治经济新秩序的建构，关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国梦”的实现。



边疆问题必然牵涉与周边国家的关系。2013 年 10 月 25 日，中央周边外交工作座
谈会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秉持 “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在 “睦邻、安
邻、富邻”框架下，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

无论是治理边疆，还是实现“睦邻、安邻、富邻”，均需要在深化改革中实现，在
改革中保障边疆安全、推动发展、实现 “睦邻、安邻、富邻”，在报障安全、促进发展
和实现“睦邻、安邻、富邻”中推动各项改革。此题涉及面极广，涵盖政治、经济、
文化、外交、军事、民族、宗教等方面的体制、机制问题，处理这样复杂的关系的前提
是政界与学界的良好互动，政界与学界良好互动的前提是学界要进行精深的研究。

本论集所言“华西边疆”，系指在中国西部地区从边疆视角观察到的一个连续的地
理空间范围，既包括由与另外主权国家直接接壤的新疆、西藏、云南、广西所组成的主
边疆带，也包括从这些边疆省份向内地延伸并对主边疆带形成强烈影响的部分地区，如
由甘肃、青海、四川、贵州等部分地区形成的次边疆带。此定义涵盖了习惯上的 “西
北边疆” “西部边疆”和 “西南边疆”，地理边界具有模糊性，文化内涵具有交叉性，
经济方式具有互补性。当代边疆问题的背后隐藏着各种各样的利益追求。利益追求又将
边疆的外延从有形的边疆推进到无形的边疆，从地理边疆推进到文化、资源、经济控制
以及地球以外、地表以下的多形态边疆。利益是个 “大熔炉”，一切意义上的边疆放进
去，最后出来的东西都会形成新的边疆形态，文化边疆、战略边疆、太空边疆、地下边
疆等成为不同主权国家追逐利益的工具。因此，本论集立足于地理上的边疆做广义的边
疆研究。

四川大学社会发展与西部开发研究院
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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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边疆战略研究论纲
———多重世界非恒称①视角下的力量博弈

孙　勇②

（西藏自治区党委党史办，拉萨，８５００００）

Ｓｕｎ　Ｙｏｎｇ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ｉｂｅｔ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Ｌｈａｓａ，８５００００）

边疆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问题研究事关各国的大局。现代国际社会的边疆研究不断发展，
有着深刻的政治缘由。近几十年中，在国内外思想库 （智库）③ 关于边疆理论的创新
中，有创见的学者认为，全球化时代国家的边疆应该是多义的、具有很大弹性的，或者
说处于全球化时代的国家特别是处于强势的国家是多边疆的④。欧美国家的边疆理论研
究或边疆观几经演变⑤，研究者普遍认为有从有形到无形，从地理边疆到文化、经济、
资源控制以及地球外空间等多形态的 “边疆”。凡此种种，皆国家利益之中的边疆治理
或边疆战略的理论认识及其实践。总的来说，在维护国家主权和诸多权益尤其是核心利
益上，各个有作为的国家在这个事关大局的重大问题上，体现出一是维护领土边疆，二
是维护国家的 “利益边疆”或 “战略边疆”的指导思想。在学界和政界，经历了初级阶
段很长时间的一般性对地理边疆的认识和研究之后，经过思想库 （智库）高端研究的推
动，各大国的有关战略认识和决策不断朝着超越褊狭的地理边疆研究的方向发展，最终
的趋势是：“大边疆”的视野与理论研究将居于领先和主流地位，并推动 “大边疆战略”
的实践。看不到这个趋势或在趋势之中居于后端者，在现实和未来的国家博弈之中，在

·３·中国大边疆战略研究论纲

①

②

③

④

⑤

非恒称：古汉语的 “非恒称”含义为 “不是经常讲说的”，此处的非恒称 （Ｗａｓ　ｎｏｔ　ａｌｗａｙｓ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是
“能量非守恒”之意，译为 “并不总是平衡的”。

孙勇 （１９５６—），男，汉族，西藏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党史办主任，曾任西藏社科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当代西
藏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西藏社会经济研究、边疆理论研究。Ｅｍａｉｌ：ｘｚｓｕｎｙｏｎｇ５６＠１２６．ｃｏｍ。

思想库 （ｔｈｉｎｋｔａｎｋ）是现代政策、对策研究组织的别称，是政策主体的一个十分独特而又非常重要的构成
因素，被认为是现代决策链条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思想库既从事理论研究又从事应用研究，既关注学术问题又关注
实际问题。由于官方、半官方和民间等思想库的服务对象、成员组合、研究领域和构成形式有很大差别，在政策制
定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不相同，在中国，已明确地将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称为 “思想库”。

于沛、孙宏年、章永俊、董欣洁：《全球化境遇中的西方边疆理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黄立军：《信息边疆》，北京：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孙宏年：《试论西方边疆理论的演变及其影响———以近代西方学者对东方国家疆界的认识为中心》，中国社

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网站，ｈｔｔｐ：／／ｃｈｉｎａｂｏｒｄｅｒｌａｎｄ．ｃａｓｓ．ｃｎ／ｓｈｏｗ＿Ｎｅｗｓ．ａｓｐ？ｉｄ＝１００８７。



各个机遇到来之时，将不能大概率地形成具有一定高度、深度和广度的国家战略，导致
既难以把握大概率的战略控制权，也难以处置好小概率的突发风险问题，容易在博弈时
处于下风。

边疆理论或边疆观与人们的思考有关，思考的高度、深度和广度决定着某个边疆理
论或边疆观的水平。如同所有理论要达到一定的高度、深度与广度都离不开哲学一样，
关于国家战略理论研究之中的边疆战略的理论思考必须要有哲学的思考。笔者认为：思
考的本质应当是批判的，是对我们这个世界存在的不足的深刻反思。思考的形式应当是
逻辑的，是对我们这个世界存在的不足的修订矫正。思考的维度应当是拓展的，是对我
们这个世界存在的不足的新构想。这是本文对边疆战略哲学思考的前置性阐释。由这个
阐释的内涵所引领，我们试图在前人研究也包括我们自２００８年以来相关研究①的基础
上，把一种新的思考引入国家边疆研究之中，即沿着科学精神和方法观察客观世界的路
线，从世界的本质性具有普遍联系的现象入手，将边疆现象这一自然界运动对人类行为
的某种规定性揭示出来。尽管这需要创新的思维，但最困难的是在思想库普遍缺乏跨学
科思考与研究氛围之时，我们需要作艰难的探索，而这些探索的意见也有可能不被理解
或者说不能被理解。如同所有人类社会早期的思考者一样，我们也处于 “在科学的入口
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杜绝一切忧郁，这里任
何怯懦都无济于事”②。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需要以微薄之力尽到一份责任，
这份责任包括在课题研究时对传统思维模式做剖析，通过进一步的哲学思考，将面前的
问题研究不断推向深入，并使得课题组的研究有利于拓展有关思想库成员的思考维度，
以避免陷入单线条思维的陷阱，以推动在已有的研究中改进传统思维模式窠臼的弊端，
将形象思维、具象思维、抽象思维有机地结合起来，将自然科学认识、人类自身发现、
社会历史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上升到哲学的新高度，对国家战略和边疆战略予以深度
阐释。可以预见的是，现实和未来国家战略与大边疆战略的叠合，使得大国间的博弈优
势必然属于视野广、见事早、谋划深、军地协同、不断发展的一方。因此，本文所有研
究的思路及具体研究成果，最终要为中国未来边疆战略的取舍这个命题提供我们的咨询
意见和建议。借用 “军事透明论”研究③的概念，本文属于国家战略与大边疆战略探讨
领域中 “信息交流并为人获知”的研究意见。

一

笔者将 “战略”的阐释性框定作为一种定义，即战略是人类社会的某个集团围绕着

·４· 华西边疆评论 （１）

①

②

③

在２００８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 “西藏地区社会稳定对策研究”的上报材料设计中，笔者就明确提出了
西藏地区稳定应该属于中国边疆战略的组成部分，而边疆战略应该置于国家战略之中的观点，此观点在该课题中有
部分展开，该课题于２０１２年６月结项。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第８５页。
陈舟：《军事透明论》，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３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政治、军事、经济的目的，在五个要素／三个维度中展开博弈的一种实践现象①。这个
框定实际上是把战略拆解为 “战略指导思想、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途径和战略措
施”五大基本要素来理解来展开的②。不包含这五大基本要素的口号似的短句或讲话，
在纯粹研究的意义上，均不能称之为 “战略”。我们的大边疆战略研究的框架将按照这
个阐释性定义展开，研究报告在整体和部分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这种逻辑关系
是顺承连接的、相互呼应的，以形成有机的联系。本文的维度最终要符合战略本身的要
求，即战略作为人类的一种特殊现象，战略指导思想、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途径
和战略措施五个要素构成的大体系目标与手段的大范围的效用性结构为一维，决定总目
标全局与局部有机的整体性结构为一维，一个集团 （群体）现在与未来的预见性和发展
性结构为一维。从发生学、结构分析的角度看，凡是战略都包含着大体系目标与手段大
范围的效用性结构，但不是所有具有效用性结构大范围的实践都是战略③。战略不仅必
须在目标与手段的行为维度展开，而且必须在决定总目标全局与局部有机的整体性结构
的空间维度展开，是一种具有整体性结构的现象。在这两个维度的基本要求上，战略还
必须是一个集团 （群体）即战略制定及实施主体本身组合成的现在与未来的预见性和发
展性结构，即这个集团 （群体）的战略行动必须在现在与未来的时间维度上展开———战
略总是立足于现在而面向未来的。虽然不少人已经知道对全局的谋划即战略研究，但只
有懂得战略的五大要素和三个维度，所提出的 “全局”才可能是趋于研究对象的最大系
统边界，亦即达到全局性，具有战略性质。

毛泽东是战略研究的伟大典范，曾经在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明确指出：
“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
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笔者在１９８８年 《简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总体研究》一文
中强调：根据战略学原理，在做战略研究时，首要工作是对概念集进行总体的开发研
究，这为战略研究中最基本的思路。忽略了这个基本思路，战略研究就陷入了战役、战
术的合成或分解研究，降低了研究层次。因此，本文对大边疆战略的研究，要通过新的
哲思，在一个概念集的前置规定下提炼开发，努力使报告保持在战略的层面思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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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孙勇：《简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总体研究》， 《西藏日报》，１９８８年４月４日。即这个认识于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末已经形成。西藏曾经发起过一场 “一切从西藏实际出发”的大讨论，其中有关于如何构建西藏经济社会
发展战略的论题。笔者参与该讨论时，就直接提出了 “所谓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主要是指对系统相关的区域社
会的各种经济、非经济因素及条件进行分析、作出评估，把近、中、长期的经济结构、政策、措施等放在系统目标
之下，进行科学化的研究，制定出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战略目标和战略重点，找出要达到目标、实现重点的
途径和实施措施”。

何新在２０１１年的一篇文章中说：“有战略，才有指导战争的总方略。一个完整、系统的战略模型至少应包
括四部分：第１期，总体目标，即战略目标。所谓目标，就是到底想要什么。第２期，总体理论，即战略的总指导
方针。第３期，实施方法。所谓方法就是谋略。第４期，应变之略，应当估计到种种阻力、挫折，评估失败的后
果，并且准备出应对的预案。”参见何新： 《国家复兴的战略与谋略》，环球网社区，ｈｔｔｐ：／／ｂｌｏｇ．ｈｕａｎｑｉｕ．ｃｏｍ／

ａｒｃｈｉｖｅｒ／ｔｉｄ－５９２５２１．ｈｔｍｌ。
很多决策者的智囊喜欢将 “具有效用性结构大范围的实践”冠之以战略。例如，有的决策者在其智囊的建

议下，将三大产业做个什么状态便命名为经济发展战略，显然缺乏战略的五大要素的齐全和三个维度中的另外两个
维度，就是这种现象的例证。况且，经济与产业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本身也不是对等层次的。这种经济发展战
略，在学术视阈上大约只能叫作 “单要素战略”。



研究问题，同时也应当恰当地把战术层次的问题提出来，配合战略问题予以研究和评
价。

二

把一个课题提炼成概念集的开发，是跨学科研究的需要①，而面对全局的战略研究
没有或缺乏跨学科的集成研究②是不可能有高度、广度和深度的。所谓概念集开发，就
是研究工作采用前馈方式，把国家边疆战略的诸多问题看作是一个个复杂的反求系统工
程，每个反求系统中的每一个子概念都要汇集到课题的总体层面上，形成国家战略和大
边疆战略的概念集。概念集允许超脱思考，对目标和对策做出多种预测和筛选。超脱思
考绝不是凭空乱想，一定要对客观事物的前提有扎实的、充分的认识。在这个基础上，
战略概念集的开发，需要符合战略穷追的思维方式，即对涉及战略相关问题的思考趋于
最深，把思考的关联性问题趋于极致，乃至在一定的程度上将战略的谋划推演到绝地。
对中国国家战略的概念集开发，可追究到重构世界秩序进程的中国战略问题；对中国大
边疆战略的概念集开发，应追究到确保中国国家战略的实现。

在本文中，国家战略是一个概念集，在此概念集之中，自然包涵了国家安全、边疆
安全所涉及的政治、历史、经济、地理、文化、军事、民族、宗教、社会心理等方面的
概念。而最主要的是，即使是对同一概念，我们所进行的诠释也是围绕国家战略和大边
疆战略展开的，亦即对本文的概念集进行开发，而后达于集成研究。从系统的观点看，
集成研究可以理解为将多个要素 （子系统）集合成一个有机系统的研究，这种集合不是
各要素 （子系统）之间的简单相加，而是各要素 （子系统）之间的有机结合，即按照某
种集成规则进行的组合和构造，其目的在于提高对研究领域系统的整体的认知功能。需
要提示的是，本文就是在战略五要素／三个维度的集成规则下的集成研究的过程及成果
的体现。

三

国家边疆战略与国家战略两者是从属关系。国家边疆战略，即在一国的国家战略中
针对边疆问题的战略谋划和行动，与国家战略的最低限度和最高目标要基本上吻合，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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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跨学科研究是一种研究方式，也是一种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综合研究
的方法，也称 “交叉研究法”。人类科学发展运动的规律表明，科学在高度分化中又高度综合，形成一个统一的整
体。有关统计资料表明，现在世界上有２０００多种学科，而学科分化的趋势还在加剧，但同时各学科间的联系越来
越紧密，在语言、方法和某些概念方面，有日益统一化的趋势。

从管理学的角度看，集成研究是一种创造性的融合过程，即在各要素的组合过程中注入创造性思维，主动
对各要素选择、优化和搭配，以最合理的结构形式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由适宜要素组成的耦合、互补、匹配的有
机体，这样一种过程及成果称之为集成研究。



或在某些方面需要前行。国家战略，是人类社会经过部落、部落联盟等阶段逐渐形成国
家之后，一国执政集团围绕着政治、军事、经济的目的，在五个要素／三个维度中展开
博弈的一种实践现象。国家战略的核心，在于确保一国执政集团在执政时期内长、中、
短各个时段国家的安全。国家与边疆两个层面战略之间的包含与被包含的从属关系，决
定了国家战略清晰则边疆战略清晰，国家战略深远边则疆战略深远，国家战略宏大则边
疆战略亦宏大。

在通常的情况下，一国执政集团多数时期对国家战略明智的架构要求应该是：在最
低限度上，确保国家政治不陷于混乱，军事不陷于被动，经济不陷于滑落，文化不陷于
抵牾，民心不陷于分崩；在最高目标上，追求政治上内稳外昌，军事上内强外张，经济
上内实外扬，文化上内坚外挺，民心上内趋外附。这种最低限度和最高目标互为依托，
互为表里，构成国家战略的基本框架。本文一个明确的观点是：在明智架构要求的目标
下，具有高清晰度的国家战略一般包括四大核心要素：国家立国的最基本价值取向、国
家在世界国际地位的愿景、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发展的意志力、国家维护自
身利益的最高原则和基本底线。若这四大核心要素越完整、越坚定，从属于四大核心要
素的各个子因素也就越趋向于帕累托最优①，由此构建的国家战略也就越宏大、越长
远，一国的执政集团与民众的战略协同性就越好，亦即国家战略下的边疆战略也就越有
保障。在此之中，执政集团与民众的战略协调性，是实现国家战略也是实现边疆战略的
根本所在。中国古代兵法大家孙子早就指明 “上下同欲者，胜！”乃战略实施的前提，
这是国家存亡之道的关键所在。国家战略和大边疆战略实施的效果与成果，与是否 “上
下同欲”有着密切关联。一国上下如不同欲，即缺乏共同的价值取向和战略取舍的认
同，国家战略和边疆战略将会大打折扣，甚至是事倍功半或趋于失败。上下同欲，既是
决策层意志力产生的基础，也是民众协同力赖以形成的平台，对于思想库的研究来说，
是对策研究有无实效的参照。在大国博弈之中，任何瓦解 “上下同欲”的国家或这个国
家的局部地区，都存在着巨大的危险性。在一国政治体制之中，无论在哪一个层面上，
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往往可以从能否造就一个 “上下同欲”的社会氛围看出端倪。历
史反复证明，真正的政治家才能够做到 “上下同欲”，真正的政治家才是大战略谋划和
实施以及成功的保证。中国国家战略和大边疆战略的谋划、实施，乃至最后能否成功，
最终决定于 “上下同欲”的程度。没有 “上下同欲”，所有的战略最后只能成为一种奢
谈。

四

最基本的边疆概念，在我国从古至今，首先是地理的即指国家边缘地带。直到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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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帕累托最优 （Ｐａｒｅｔｏ　Ｏｐｔｉｍａｌｉｔｙ），也称为帕累托效率 （Ｐａｒｅｔｏ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帕累托改善、帕累托最佳配置，
是统筹学、博弈论中的重要概念，并且在经济学、工程学和社会科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近几十年来的西方战略学
将统筹、博弈等学科的精髓运用得近乎完美，指导制定了大国博弈对策的许多方案。



代，大多数人基本上仍然沿用的是相对于国家核心区域的边远地方这样一种认识来阐释
边疆、认识边疆和研究边疆问题。在以往和现在，学界和政界关于边疆的最基本理念
中，边疆先是一个关于区域的地理概念，随之才在地理概念的基础上逐步拓展到经济、
政治、文化等方面。大多数人所理解的 “边疆”，在很长的时间里简言之就是 “相对于
国家核心区的外围性区域”，这是对 “边疆”地理概念最基本的理解或阐释。在相当长
的时间里，中国学界不少人对 “边疆”的理解如此，政界对 “边疆”如此理解的人则更
多。由此而产生的边疆战略思考与研究，或基本上限于对边境地理行政区域的行政管辖
（实施边政与治理），或大体上着眼于在一个边境地理区域的资源争夺 （军事斗争与控
制），或反复强调边疆问题是国家核心地带的外围区域地理、民族、宗教、文化特殊性
引发的问题。此三类边疆研究基本上同属于传统理论视野下的边疆理论或边疆观，在过
去的边疆研究中占主流，至今对中国边疆理论或边疆观影响还很广、很深，许多做边疆
研究的学者和官员的视野大体上被框定在传统边疆观之中。

传统的边疆理论亦即旧的边疆观有其时代的合理性，研究者在边疆治理的研究之
中，通过对眼前各种现象与问题的探讨，认为地理边疆的发展、稳定和安全就是一国在
边地所需的发展、稳定和安全。如果深究传统边疆理论其自身逻辑背后的视野，基本上
是以农耕时代和前工业时代各个国家分割林立，各强国扩张边缘会在一个地理边界上被
终止，同时资源开发引起争夺也是以冷兵器时代或火器时代初级阶段的最远威力范围为
依据的。在受制于科技不发达因素的国家疆域时代，地缘政治学最核心的问题是地理相
交或者有衍射①现象的国度关系，认识并阐释这种关系的传统边疆理论，必然要将地理
边疆的发展、稳定和安全作为边疆观的着眼点，并着重在地理边疆的视野之内提出对
策。但是，随着资本 （主义）在世界的大开拓造成了国家与民族藩篱的破碎化，各国的
博弈更加依赖科技进步。随着科技大发展，火器时代朝着中、高级阶段演进，传统的边
疆观在国家博弈的实践中被西方先后崛起的列强所突破，最明显的事例即西方殖民主义
者通过远距离征战，建立了很多带有自己文化色彩的海外殖民地，这些殖民地实际上是
这些国家疆域边界的延伸；同时，各西方殖民国家之间在地缘政治的破题之中，也还保
留着传统边疆理论的某些基本观点，但越来越趋于淡化。随着科学技术的急速发展，把
握了趋势潮流的各个大国在２０世纪中后期尤其是在２１世纪初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
全球一体化时代的到来。近年来，信息大数据②更是支撑各强国对扩张边缘的延伸，在
陆疆、海疆直至天疆都被各大国纳入争夺的范围之后，国与国之间单纯的陆地地理疆界
要素被不断分拆，针对他国的经济、文化、宗教等因素都被用于战略利益的博弈，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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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衍射 （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本是物理光学概念，又称绕射，指的是波遇到障碍物或小孔后通过散射继续传播的现
象。衍射是波的特有现象，一切波都会发生衍射现象。在对地缘政治进行研究时，可以看到在一个或几个政治板块
交互的地带，强势国家也有扩展势头遇到障碍后通过散射继续传播的现象。

大数据是信息技术高度发展到一定程度的阶段性状态，一般指其大小超出了典型数据库软件的采集、存
储、管理和分析等能力的数据集。大数据公认的４Ｖ特征包括：容量、类型、速度以及价值 （ｖｏｌｕｍｅ、ｖａｒｉｅｔｙ、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和ｖａｌｕｅ）。著名调研机构ＩＤＣ对于大数据技术定位为：通过高速捕捉、发现和／或分析，从大容量数据中获
取价值的一种新的技术架构。中国思想库和决策层尚未对大数据时代到来对国家战略以及边疆战略会产生何种深刻
影响有前瞻性的认识。（可参考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迪·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
大变革》，盛杨燕、周涛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是最基本的地理疆域保全问题，也不能完全靠军事手段来解决了。由此，传统的边疆理
论亦即旧的边疆观所赖以支撑的客观基础逐渐在发生变化。

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各大国边疆理论的推进，２１世纪中国的边疆观应当得到更
新。一个新边疆理论即新边疆观形成的时候已经到来，这是中国崛起的客观需要。新的
边疆理论亦即新的边疆观认为，国家整体的发展、稳定和安全，不再仅仅局限于地理边
疆的边界线或区域不受外来攻击和侵犯，它还包括在特定区域里经济安全、文化安全、
社会安全和心理安全等都能得到保障。在这个新边疆观的语境中，需要拓展我们国家边
疆的概念，推动 “大边疆”理论体系的形成，推动 “大边疆战略”的认识和实践，以充
实中国发展、稳定和安全的基础理论———面对错综复杂的世界情势，这不仅仅是学术发
展的需要，更是中国国家安全实践与未来发展的需要。国家安全事务的认识和谋划，应
当在新的国家战略和边疆战略指导下进行，而新的国家战略和边疆战略必须置于一种新
的理论视野中。

五

国际政治学、地缘政治学等基础学科①在一段时间中对中国边疆问题研究人员的影
响很大，并形成了学界的一般性认识，即国内军地各个研究机构对国家安全与边疆问题
的认识，大多数研究课题要放在国际政治学、地缘政治学的语境下进行②。地缘政治学
（政治地理学）作为一门科学被系统化、理论化始于１９世纪下半叶，德国的拉采尔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Ｒａｔｚｅｌ，１８４４—１９０４ 年）③、英国的麦金德 （Ｍａｃｋｉｎｄｅｒ，Ｓｉｒ　Ｈａｌｆｏｒｄ，

１８６１—１９４７年）④ 和美国的马汉 （Ｍ．Ｔ．Ｍａｈａｎ，１８４０—１９１４年）⑤ 对此贡献最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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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在西方早先所有关于疆域 （包括边疆、边界）的理论都可以概括为政治地理学 （地缘政治学）的阐释，其
源头可以上溯到古希腊的哲学家们，无论是柏拉图的 《理想国》，还是亚里士多德的 《政治学》都将政治地理视作
国家疆域的首要条件。在西欧 “文艺复兴”之后，特别是伴随地理大发现，对国家疆域与政治关系进行系统阐述的
是律师、经济学家和哲学家而不是帝王，这与西方较早发展了哲学社会科学有关。

杰弗里·帕克：《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北京：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拉采尔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Ｒａｔｚｅｌ，１８４４—１９０４年），德国地理学家、人类学家。近代人文地理学奠基人之一。

１８４４年８月３０日生于巴登－符腾堡州的卡尔斯鲁厄 （Ｋａｒｌｓｒｕｈｅ），１９０４年８月９日卒于下萨克森州的阿默尔兰县
（Ａｍｍｅｒｌａｎｄ）。历任 《科隆日报》记者、慕尼黑技术专科学校和莱比锡大学教授。致力于研究人类迁移、文化借鉴
和人地关系，对人文地理学有系统论述。提出国家有机体说，创用生存空间一词，首次说明了文化景观概念。著有
《人类地理学》《人类史》《政治地理学》《地球与生命：比较地理学》等。

麦金德 （Ｈａｌｆｏｒｄ　Ｊｏｈｎ　Ｍａｃｋｉｎｄｅｒ），英国地理学家与地缘政治家，政治理论与经济学学者。生于盖恩斯伯
勒，卒于帕克斯顿。历任牛津大学高级讲师和第一任地理系主任、伦敦经济和政治学院院长、英国下院议员。认为
地理学是探讨人类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科学。提出陆心说，首次以全球战略观念分析世界政治力量。对英国大学
地理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著有 《历史的地理枢纽》《不列颠与不列颠的海洋》和 《民主的理想和现实》等。

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 （Ａｌｆｒｅｄ　Ｔｈａｙｅｒ　Ｍａｈａｎ），美国军事理论家。马汉在１８９０—１９０５年间相继完成了
被后人称为马汉 “海权论”三部曲的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１６６０—１７８３》 《海权对法国革命和法帝国的影响：

１７９３—１８１２》和 《海权与１８１２年战争的联系》。其有关 “争夺海上主导权对于主宰国家乃至世界命运都会起到决定
性作用”的观点，更是盛行世界百余年而长久不衰。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乃至当今的美国在世界上的优势
力量都是以海权为基础的。



边疆理论做系统研究并有很大影响的学者之中，值得十分重视的是弗雷德里克·杰克
逊·特纳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Ｊａｃｋｓｏｎ　Ｔｕｒｎｅｒ），特纳的边疆理论，力图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角度
找出美国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他突破了传统的史学囹圄，阐释了美国１９世纪 “西进
运动”（Ｗｅｓｔｗａｒｄ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的核心作用：自有土地和移民的浪潮拓展了大片疆土。
特纳的边疆学说提出后很快得到承认和拥护，它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构建新说，较为科学
地解释了美国历史的理论框架。特纳边疆学说在发表后的３０多年里得到了史学界的普
遍认同和广泛传播，这种边疆说满足了美国人希望用一种新理论来解释美利坚民族价值
体系的普遍心理需求①，它第一次用一种学术理论论证了美国的价值体系而大受欢迎，
政治家们开始用 “边疆思维”来审视美国过去一百年的历史。即使是这样，欧美的近代
“边疆”（ｆｒｏｎｔｉｅｒ）主要还是一个地理 （包括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和人文地理）概念；
而 “西进运动”作为一个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运动，既涉及西部也涉及东部，既涉及地理
也涉及人文，既涉及经济也涉及政治，即出现了对边疆拓展以及治理的研究②。这对于
西方后来的边疆研究具有极大的理论视野的启示。尤其是美国对边疆理论的视野，以特
纳理论的眼界至近代扩张到更大的范围，除了近距接壤的地理空间的扩展与定位外，远
距的地理军事打击往往成为常项行动。随着亨廷顿 （Ｓａｍｕｅｌ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③、兹比格涅
夫·布热津斯基 （Ｚｂｉｇｎｉｅｗ　Ｋａｚｉｍｉｅｒｚ　Ｂｒｚｅｚｉｎｓｋｉ）④、小约瑟夫·奈 （Ｊｏｓｅｐｈ　Ｓ．Ｎｙ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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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特纳提出的 “边疆”概念不是通常地理概念上的边陲或边界，而是指不断向太平洋沿岸移动的 “活动边
疆”，即美国不断扩展的边疆。特纳在其论文中指出：“美国思想的显著特征是依靠边疆形成的”“美国人势必继续
要求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以便发泄他们旺盛的精力。”特纳赋予 “边疆”很多的内涵，把经济、政治和社会思想
的变革都同边疆的 “流动”联系起来，形成以不断扩张为核心的新边疆学说。

何顺果：《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主题———从特纳的 “边疆假说”谈起》，《美国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１期。
塞缪尔·亨廷顿 （Ｓａｍｕｅｌ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８日生于纽约市，１８岁毕业于耶鲁大学，随即加入美

国陆军；１９４８年，亨廷顿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１９５１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从１９５０年起，亨廷顿在哈
佛执教，２００７年退休，２００８年去世。１９７７年至１９７８年卡特政府时期，他是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全计划事务协
调员。亨廷顿生前参与编写了１７本书，多数为美国政府、民主进程、军事政治和政治发展而谋划，还撰写了９０多
篇学术论文。在其著述中，１９９３年发表并于１９９６年出版的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最为著名，该书鼓吹
冷战后的世界，文化和宗教的差异而非意识形态的分歧将导致世界几大文明之间的竞争和冲突。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Ｚｂｉｇｎｉｅｗ　Ｋａｚｉｍｉｅｒｚ　Ｂｒｚｅｚｉｎｓｋｉ），美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地缘战略家、国
务活动家。曾任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美国重量级智囊之一。布热津斯基在其名著 《大棋局》及 《大抉择》
中，继承并发扬了地缘政治学鼻祖麦金德于 《历史的地理枢纽》中阐发的地缘政治思想，明确提出亚欧大陆是最重
要的地缘政治中心的观点，认为美国要继续保持世界领导地位，必须控制亚欧大陆，尤其是 “全球巴尔干”
（Ｇｌｏｂａｌ　Ｂａｌｋａｎｓ）地区。布热津斯基对苏联和中国的研究有独到见解，在美、苏、中大三角关系中，力主联华制衡
苏联。其对国际体系的变革及发展具备前瞻思维和战略视野，善于综合其他学科对国际关系发展在哲学层面提出深
层次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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