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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边疆经济运行的四维因素论析

杨明洪

摘要：边疆经济与非边疆经济有不同的性质和特征，主要是因为它有着不同于非边疆经济的内在逻辑，

而决定这一内在逻辑的则完全来自于边疆的特性和边疆所面临的特殊情境。边疆经济研究主要包括边疆经济

运行和发展及其特点等内容。阐释边疆经济的重要方式是分别阐释经济性、制度性、政治性和历史性等因素

对边疆经济的影响机理。相对独立考察这些因素对边疆经济运行和发展及其特点的影响，便形成边疆经济的

阐释维度。经济因素是影响边疆地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历史因素也是一项基本性因素，影响边

疆经济的问题常常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而政治性因素对边疆经济的影响，无论如何都无法低估，有时它成为

第一位的影响因素；至于制度性因素，多半是历史因素的伴生物，边疆较非边疆的特殊历史对边疆地区的制

度创新以及实现制度创新所需要的社会条件有着重要影响，但制度性因素毕竟还被认为是一个独立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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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经济的内涵这一学理问题，值得深入探讨。现有文献对边疆经济的研究有较长的历史。1986 年，

韩日午、赵淑芬提出了边疆经济的概念。a1988 年，牛德林将对外开放视为边疆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提出从全方位实施对外开放来促进边疆经济的超常规发展 b，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边疆经济学”c。

近年来，伴随着边疆研究成为学术热点以及边疆学学科构建热潮的兴起，学界对边疆经济研究和边疆经

济学构建的热情随之上涨。冯建勇分析了列宁对边疆经济问题的理论认识 d，吴楚克从劳动分工的角度论

述了边疆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问题 e，王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来的边疆经济做了回顾 f，李光

辉、高丹从区域经济的视角研究边疆经济发展问题 g，金德谷从“一带一路”角度研究了边疆经济发展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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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a。边疆经济之区别于非边疆经济，起源于边疆经济的生成、发展与嬗变有诸多特殊因素，而对这些特

殊因素的识别和发现则需要建立在独特的学理视角之上。本文换一种思路，基于中国的背景，从边疆经

济的基础性定义出发，从经济、政治、历史和制度四个维度入手分析边疆经济运行和发展及其特点，以

期打开边疆经济研究的新视角。

一、边疆经济：一个基础性定义及其阐释框架

如何理解边疆经济的内涵？它们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其机理是什么？这些都是边疆经济研究的核心

问题。笔者认为，边疆经济研究主要包括边疆经济运行和发展及其特点等内容：边疆经济运行指的是组

成边疆经济要素的性质和状态、组合方式、运行模式及其所依托的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内容。边疆经济发

展则指的是各种因素及其以怎样的方式和机制促进边疆经济发展。此外，边疆经济发展的历史演进、现

时状态等方面以及在此基础上探讨边疆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特点问题也属于边疆经济研究的范畴。边疆经

济之所以有与非边疆地区经济不同的性质和特征，是因为边疆地区有着不同于非边疆地区的内在逻辑，

而决定这一内在逻辑的则完全来自于边疆的特性和边疆所面临的特殊情境。只有将边疆经济的特性和边

疆运行与发展的特殊情景在学理上正本清源，找到决定边疆经济运行与发展及其特点的内在逻辑，才能

确立边疆经济的研究方向。这涉及以下三大问题：

第一，怎样定义边疆？这一概念直接决定了边疆经济的内涵。排除边疆的历史意义，笔者将其置于

当代意义上加以认识：一组含义是指领土边疆，即地理边疆、国土边疆等意义，是通过边界作为基准而

定义的；另外一组含义是指领土边疆以外其他形式的边疆，包括利益边疆、文化边疆、战略边疆以及高

边疆、底地边疆等。当前不少学者将非领土边疆或者无形边疆纳入边疆范围，也有不少学者反对这种做法。

笔者认为，非领土边疆是国际政治研究的范畴，即国家之间的利益博弈必然形成某种特殊空间。人们之

所以将其称之为“边疆”，有的是取领土边疆的某一个特点言之，有的则是比喻的说法，这些与一般意

义上的边疆应该有较大差异。而一般意义上的边疆是一个实在的领土空间，而不是主观随意建构的产物。b

因此，将边疆概念泛化无益于问题的讨论，应该严格限定在领土边疆的范围内讨论。

在此基础上，无论怎样理解边疆经济，都需要从纵横两个方面进行。从纵向上，它是中央的经济政

策在边疆的实施问题。出于解决边疆复杂的经济、政治甚至生态问题的考虑，中央政府通常会出台针对

边疆地区的一系列经济社会政策，推动相关问题的解决。这些政策的意图可能是平衡边疆与非边疆之间

的发展差距，也可能是结合边疆地区的特点以实现加快其发展的目标，或者是将边疆地区经济社会文化

进一步整合到全国之中。从横向上讲，边疆地区与非边疆地区之间有横向互动，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边疆与非边疆各有其优势，市场经济的作用使得它们之间实现横向互动，这是市场经济主体的

自组织行为；另一方面，国家也可能有意识地促进边疆与非边疆地区之间的对口支援和横向帮扶，例如，

中国政府实施的对口支援西藏、新疆和青海以及其他边疆地区的扶持政策。此外，作为一个国家的边疆，

它的横向联系还包括与相邻国家的边疆发生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乃至于文化的、社会的互动关系，

这部分属于周边外交的内容。

第二，与第一个问题紧密相关，边疆经济的性质是由什么决定的？这一特征是由边疆处于地缘政治

和地缘经济的交汇处而决定的。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以边界为基准，处于边界两侧的国家一般将边疆地

区视为敏感的缓冲地区。进一步讲，国家之间的摩擦、冲突乃至于战争首先波及边疆地区。一般而言，

边疆地区的安全、稳定和发展状态映射出两国关系的整体情状，而边疆地区的安全、稳定和发展反过来

对一个国家的安全、稳定和发展有着整体性影响。此外，一个国家边疆的安全、稳定和发展还会带来相

a　金德谷：《一带一路”与边疆经济发展：基于满洲里市的税收分析》，《广西民族研究》2016 年第 1 期。

b　杨明洪：《反“边疆建构论”：一个关于“边疆实在论”的理论解说》，《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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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国家边疆的安全、稳定和发展。这一点是非边疆地区所不具有的地缘政治关系特点。从地缘经济看，

边疆经济的特点首先表现为它在一个国家中的“中心—外围”关系，尤其是陆路边疆地区总体上处于“外

围”，距离国家经济的“中心”较远，也是边疆所处的地缘政治关系所致，国家不可能将重要的生产力

布局在边疆地区，这一因素进一步使得边疆地区在国家的经济格局中常常处于“边缘”状态。同时，一

国边疆又处于与其他国家的接壤地区，来自其他国家的经济影响（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也显著地超出

非边疆地区，而这种影响常常形成一种促进或减缓边疆地区发展的力量，有时候这种力量还非常强大。

第三，边疆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状态是什么 ? 作为国家一个特定范围的经济，边疆经济的运行和发展

状态在某一时点是可以衡量的。这种衡量既可以从横向进行，也可以从纵向进行。从横向进行是指某一

时间截面上边疆与非边疆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衡量，中国的陆路边疆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大多低于非边疆

地区，而在沿海地区则要高于非边疆地区，这是边疆与非边疆所具有的共时性特征。从纵向进行的衡量

是指某一具体的边疆地区有历时性的变迁，一般是指边疆的发展趋势。

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部分，边疆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有其自身的特点，也有复杂性。而这种复杂性的

形成是边疆形成的各种因素造成的。既然它是国民经济的一个部分，它就要受影响国民经济运行和发展

的一般性因素的影响，同时也要受边疆地区特殊性因素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边疆经济的阐释需要格

外小心。对于边疆发展，美国学者特纳将其视为美国发展的动力，并使用“区域主义”和“地方主义的

经济学”来阐释，认为边疆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可以用来“说明美国的发展”，a从而将边疆的前途和命运

与美国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关联起来。虽然特纳强调了边疆的重要性，但还没有发展出解释边疆经济的科

学方法。笔者认为，阐释边疆经济的方法是对那些影响边疆经济的因素进行归纳整理，并对其分类，然

后在此基础上分别阐释这些因素对边疆经济的影响机理，这些因素分别是经济性、政治性、历史性和制

度性的，当单独考察这些因素对边疆经济运行和发展及其特点的影响，便形成边疆经济的阐释维度。

二、经济维度

从经济因素的角度考察边疆经济会发现，一切影响经济的因素都可以用来解释边疆经济运行和发展

及其特点。虽然区位、绝对优势、比较优势、资源禀赋以及知识和技术创新等这些因素都会对边疆地区

经济运行和发展等方面有着较大的影响，但同时对非边疆地区也可以形成较大影响。但是，这里需要从

形成边疆区位的特殊原因去考察。如果将国家边界视为一个既定的事实存在，则边界对边疆经济无疑具

有重要的影响。因为边界及边界线的存在改变了边疆地区的区位，这是非边疆地区不存在的特殊原因。

因此，要解释边疆经济运行和发展及其特点，需要将边界作为一个特殊因素加以考察。

（一）陆疆经济带的区位解释

为了使分析简单化，笔者作出这样的假设：在一个抽象化的均质空间里，边疆与非边疆地区仅存在

区位上的差异，对一个主权国家来说，国与国之间存在边界线及边界关卡。因此，一国的经济活动只能

限制在边界线以内进行，这是一个显著的特征。根据这一特征，笔者再作出以下具体的假设：（1）边疆

地区区别于非边疆地区的重要特征是边界线的存在，而边界的存在使得厂商的产品生产和销售仅能够限

制在边界线一侧进行，跨越边界的行为不可能实现；（2）边界虽然对厂商的产品生产和销售行为有地理

空间限制，但在边界线的内侧，厂商的投资行为是自由的，厂商可以自由选择投资地点；（3）在边疆地

区与非边疆地区，满足厂商投资的条件是均质的，也就是厂商投资的区位选择不需要考虑其他基础和条件，

单纯考虑运输成本这个古典区位论所重点关注的因素即可；（4）假设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的状态下，边疆

地区与非边疆地区均可获得完全的信息，也没有信息阻碍对厂商区位选择的限制。

在上述假设下，如果没有自然地理的阻隔和制度对厂商销售产品的限制，厂商会将其产品运往各地

销售，运输成本将成为唯一决定市场半径的因素。这样，厂商根据产品的运输成本去选择市场销售半径。

a　[ 美 ] 佛里德里克 • 杰克逊 • 特纳：《美国边疆论》，董敏、胡晓凯译，北京：中译出版社，2016 年，第 1—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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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厂商刚好选择在边界线附近投资设厂，仍然有运输成本决定它的市场销售半径，则厂

商将丢失另外一半的产品销售市场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厂商将失去刚好一半的产品销售量。在厂商利

润最大化的原则驱动下，厂商会根据运输成本，倒推出其产品销售半径，然后根据这个半径去决定设厂

地点。这里从微观的角度考察了厂商在边界存在的前提下的区位选择。从宏观的角度考察，边疆地区与

非边疆地区在经济密度上存在差异。经济密度是由各种厂商的生产经营活动累加所产生的。一般来讲，

厂商的生产经营活动越少，则一定区域空间内的经济密度越低。由于微观上的厂商区位选择，将使得边

疆地区的经济密度呈现出相对稀疏的现象。由于不同产品的运输成本不同，因而，厂商选择设厂的区位

总是离开边界线，并形成这样的规律：离边界线越近的区域，厂商的生产经营活动越少，这一区域空间

的经济密度越低。

根据新古典区位理论，有三种效应使边疆地区经济引力降低。一是“边际报酬递增效应”导致生产

要素“逃离”边疆地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暗示，生产要素的边际报酬是递减的。虽然边疆地区也存在

遏制边际报酬递减的投资机会，但边疆地区长期处于欠发达状态导致边疆地区的资源、劳动力、资本等

生产要素不断转移到非边疆地区，这对于厂商选择边疆地区投资也十分不利。当经济形态转为依靠技术、

知识等为主要动力的条件下，要素的边际报酬便出现递增现象，由此，厂商投资选择非边疆地区则更易

于得到较高的投资回报。二是“企业集聚外部效应”诱导生产因素“离开”边疆地区。厂商投资也有一

个聚集效应的问题，因为它允许企业利用集聚经济去分享中间投入品、劳动力储备、技能匹配性和知识

溢出效应。a这种集聚经济效应降低了在非边疆地区的生产成本。尤其当集聚经济效应足够大，已经抵消

了非边疆地区厂商集聚所产生的拥挤成本时，厂商将进一步向非边疆地区集聚，从而降低边疆地区的经

济密度。三是“市场扩充效应”吸引劳动力离开边疆地区。劳动力及其素质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边疆地区的人口一般稀少，社会公共服务水平也较非边疆地区低，人口从边疆地区流出是一种普遍趋势，

而人口规模决定了市场规模。边疆地区市场规模缩小将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总之，在以上三个效应的

共同作用下，使得边疆地区的经济密度进一步低于非边疆地区。由此可以解释中国边疆地带经济密度普

遍低于非边疆地带的原因。

（二）海疆经济带的区位解释

当边疆的边界线临海时，此时的边疆被称为海疆。沿着海岸线，常常形成经济密度非常高的地带，

几乎全世界的海岸经济带都遵循着这一规律。解释海疆经济带，仍然可以采取古典区位论对运输成本的

关注来说明。

从运输成本的角度看，在不考虑运输时间的前提下，海运是最廉价的运输方式，因此，通过海运将

产品或货物运送到更远的地区，那么它的销售半径就得到了扩大。假设厂商把它的工厂设在海岸线上，

则它在海洋的一侧就扩大了很多。事实上，现实中的海运成本可以将厂商的产品销售半径推到全世界。

同时，在陆地的一侧，仍然是正常的销售半径。这两个销售半径不等的市场加起来，最终形成这个厂的

产品销售市场。显然，海洋一侧的产品销售市场要远远大于陆地一侧的产品销售市场。

由此可以得出，与陆地边疆存在边界线的市场区以及非边疆地区的市场区相比，海疆经济带厂商的

整个市场区有了很大程度的扩大。从厂商的角度来看，只要运输成本不为零，理性的厂商最初会选择在

海岸线附近从事经济生产经营活动。厂商的区位选择最终会形成沿着海岸出现的城市和城市集群。这样

一来，不同厂商的相同选择进一步强化投资的空间聚集效应，又进一步产生本地市场规模扩大、知识和

技术生产的累积等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连锁效应。同时，厂商的原料来源半径也扩大了，其又处于

信息、人才以及科技等多个领域交流便利的状态。这也强化了经济活动向沿海地带聚集。

由此可见，与陆疆经济带相比，海疆经济带的经济运行和发展处于另外一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由边界引起的厂商投资行为改变则是一个基础性因素，是边疆经济运行和发展的最基本动力。

a　[ 美 ] 阿瑟 • 奥莎利文：《城市经济学》，周京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1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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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制度维度

在经济学家尤其是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制度是经济研究的中心议题。诺思通过关注现代社会之前的漫

长历史，将新古典经济学中未涉及的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加以研究。他创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

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并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而非技术

因素，关键在于产权结构等制度的变迁才是历史演进的源泉。a然而，从制度与边疆经济的关系来看，制度

既可能是上述因素发挥作用的运行基础，也可能是上述影响的产物，因而它们之间呈现出复杂的关系。从

这一点看，从制度维度分析边疆经济仍然可以视为经济维度分析的延伸。这里仅将焦点放在制度对边疆经

济的影响上，并将其从一般经济分析中独立出来，作为一个单独的因素加以讨论。笔者认为，制度之所以

可以被用来解释边疆经济运行和发展及其特点、规律 b，主要是因为制度因素在很多场合被看作是一个相对

独立的因素。而忽视了制度因素就无法正确地理解中国当代的边疆经济。在讨论边疆经济时，不能不从制

度因素的角度去解释边疆经济。就广义而言，在一定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就是制度，

如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等等。就狭义来讲，是指一个系统或单位制定的要

求下全体成员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例如，姚洋将制度的功能归纳为降低不确定性、降低交易

成本、消除外部性、促进经济效率和界定权利边界等五个方面。c下面分别从微观和宏观的角度加以考察。

（一）从微观的角度看制度因素对边疆经济的影响

制度对边疆经济的影响主要分成两类。第一类是与人们的经济行为直接相关的制度。这类制度界定

了权利边界和行为空间，从而提供人们行为稳定的预期。由于人类行为的复杂特征，不同制度指向需要

对各种可能具有负的外部性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行约束，从而降低交易中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道格

拉斯 • 诺斯认为有效的经济组织能够将个人的经济努力转变为私人收益接近社会回报的活动，从而成为经

济增长。他发现有两个原因造成这种情况：一种原因是可能缺乏技术阻止“搭便车”或强迫第三方承担

其对交易成本的份额；另外一种原因是对任何团体和个人来说，创造和实施产权的费用可能超过收益。d

同时，制度也衍生出规范行为的功能，因为制度提供特定的信息空间，有利于在不确定性和风险环境中

形成一个特定的认知模式，从而支配个人和组织的行为。制度的这种功能在边疆经济运行中也同样起作用。

第二类是与资源配置有关的制度。该类制度的产生和形成本身是社会环境引发的竞争压力的产物，如果

一项制度无法改善人们的经济条件和收益，那么它就不会被人们认可。制度设置规范着社会成员行为方

式的选择，进而影响这些社会成员的利益分配、社会资源分配的效率和人力资源的发展。因此，这两类

制度具有促进经济效率和实现资源分配的作用。再一次说明制度的这种功能在边疆地区也同样起作用。

在中国的边疆地区，除极个别地区有较发达的市场经济外，绝大部分则是处于市场经济发展的低级

阶段，而从总体上讲被非边疆地区远远抛在后面。市场经济不发达的直接后果是制度运行的成本非常高，

进而转化为市场交易中的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是边疆地区经济活动的额外成本，对人们的经济活动产生

不利影响。因此，从微观的角度看，制度对边疆经济运行和发展及其特点的影响，是与市场经济在边疆

地区的发育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后者的不断发展提供了制度创新的不懈动力。如果市场经济在边疆地

区是一个自然演进的结果，那么政府为了推进边疆地区的发展，在经济社会政策上可能采取很多非市场

经济的办法；而这样的政策，一方面弥补了市场经济造成资源配置对边疆不利的缺口，另一方面也客观

地阻碍市场经济在边疆地区的发展。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不少自由主义者对中央政府在边疆地区采

取的某些影响市场机制的政策持有批评态度。

a　参见 [ 美 ] 道格拉斯 •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

b　笔者认为，后述的政治因素和历史因素等对边疆经济有很大影响，制度因素不过是这些因素解释边疆经济的延伸和深化。

在此特别提请读者注意。

c　参见姚洋：《制度效率：与诺斯对话》，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年。

d　参见 [ 美 ] 罗伯特 • 托马斯、道格拉斯 • 诺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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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宏观的角度看制度因素对边疆经济的影响

如果说在边疆地区存在的问题之一是，微观上的制度因素对微观经济活动主体形成负向作用的话，

那么在边疆地区，宏观上的制度因素则从三个方向对经济活动造成影响。一是宏观上的社会环境对经济

活动主体的思想意识形成某种限制。这里笔者关注非经济的社会文化因素对边疆地区经济活动的影响，

人们非常容易观察到这类因素对经济活动的明显影响。这种影响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当某

一地域内社会文化与外在经济环境相协调时，它是经济活动的促进因素，反之则是阻碍因素。由于历史

和地理的原因，虽然中国当代的边疆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阶段，而且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取得了显著成

就，但绝大部分边疆社会是脱胎于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不少边疆地区社会阶段还处

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有的处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阶段，有的处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阶段，

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普遍不高。人们可以观察到，传统的风俗习惯在中国当代边疆的经济社会生活中还占

据某种优势，宗教意识在部分边疆地区还十分广布而浓烈，生活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的人们，与经济

发展相适应的冒险、务实、契约等精神相对缺乏。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判断，人们越务实、越理性，

这个社会的经济越发达，反之，它的经济越不发达。边疆所面对的这些非经济的社会文化因素广泛存在，

对边疆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显然要大大高于非边疆地区。

二是宏观上的社会环境对微观制度创新的限制。出于边疆稳定和安全的考虑，各方面对地处边疆地

区的某些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和自由化的创新活动均持谨慎态度。创新活动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灵魂，而

在边疆地区这些创新活动则不太被倡导，主要原因来自于对边疆稳定和安全的过分关注。这是为什么人

们常常感到边疆地区的社会处于某种“锁定状态”的原因，反映在经济活动上就是边疆地区的交易和创

新活动活跃程度一般低于非边疆地区。

三是宏观上的社会环境对政府施政的合法性提供支持与否。从制度的来源和生成来看，边疆地区新

旧制度之间总是面临着竞争。原有制度如果在其原有社会环境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它不太可能自动退出

历史舞台，还会继续发挥作用，而新制度所需要的社会环境尚未最终形成之前，它与旧制度之间的竞争

甚至斗争是非常明显的，这造成边疆地区社会的二元结构。因此，原有制度、风俗习惯对现有制度合法

性的瓦解作用明显存在。在边疆地区，政府施政的本质是从解决相关问题入手，形成新制度，但常常面

临旧有的风俗习惯和社会制度的限制。人们通常看到的是，在其他地区行之有效的政策和制度在边疆地

区可能有败笔甚至是失败。边疆地区的这种宏观社会环境使得在边疆研究和工作的人能够实实在在地感

受到它的存在，而且，人们常常以此解释边疆地区政策制定和实施时的特殊性。这种强调，一方面使得

人们认识到，边疆地区政策制定和实施需要照顾其特有的风俗习惯和社会制度，另一方面也降低特定政

策对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作用的有效性。

四、政治维度

对边疆经济运行和发展及其特点的理解，不能仅从经济的视角去观察，还得从政治维度去解释。从

政治维度解释边疆经济，需要重点分析国际关系和央地关系。前者是边疆的横向关系，后者是边疆的纵

向关系。

（一）国际关系问题：从横向关系的角度解释边疆经济

从横向关系来看，不仅边界的形成是国家与国家之间互动的产物，而且，边界两侧国家的关系也是

影响边疆经济的重要因素。因此，影响边疆地区经济发展最核心的要素是边界。a边界的形成既有人为主

观的作用，即划定国界时人为认定，其过程中包含了非常多的主观因素，更有对诸多客观自然因素，包

括海洋、山川、河流以及其他类型的自然屏障等的考量。边界被发明出来成为调节国家利益无限性与地

a　杨明洪、王周博：《“边界”的本质：主权国家的利益分割线》，《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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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空间有限性之间的杠杆，由此边界决定一个国家主权和领土范围。a一旦边界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正式确

定，即具有国际法效力，边疆经济所依托的领土（地理）空间便确定下来。在这样的地理空间内，边疆

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是否良好取决于边界两侧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之间的关系无非是友好与战争以及处

于这两者之间的状态，而且这些状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常性的变动状态。

两国处于友好状态的边疆经济能够得到较多的发展机会。边界具有屏蔽效应，边界两侧之间不仅有

着主权管辖的限制，而且在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上也有显著区别，甚至在文化以及其他诸多方面也区

别甚大。国家关系再友好，也无法突破边界的屏蔽效应。这是后文将要阐述的问题。事实上，国际贸易

中讨论的“重力模型”就是考虑边界屏蔽效应给国际贸易造成的影响。b从世界总体趋势上看，各国之间

有着发展友好关系的内在要求，由此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各国追求的长远目标。在边界两侧国家关系友

好的前提下，两国关系也呈现多层次的关系，对边疆经济运行和发展及其特点的影响也需要具体分析。

而两国处于战争状态的边疆经济不仅不能得到发展的机会，反而由于边疆一般成为战争的发生地，

人们的生命财产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战争将可能摧毁业已建立起来的工厂和农田以及基础设施、住

宅等。因此，相对于非边疆地区，边疆地区的经济运行和发展的脆弱性是十分显著的。也正是由于这个

原因，一个国家一般不愿意将重大的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布局在边疆地区。避免战争是各国追求的重要

目标，但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矛盾有时候也会发展到兵戎相见的地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

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却总是在人们的期望之外，边疆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则常常由此受到程度不同的

影响。国家之间在边疆地区的战和状态对边疆经济的运行和发展的影响，同样需要具体分析。

边界两侧的国际关系的常见状态则是介于上述两者之间，即既没有战争又不友好。这种状态的国际

关系对边疆经济的运行和发展的影响取决于国家的治边方略以及相应的政策。从国家的治边方略来讲，

边疆地区的开放和开发是其重要方面。开放对边疆地区而言，意味着更多向边界另外一侧敞开国门。如

此一来，人流、物流以及相关的资金、技术等方面将输入到边疆地区。例如，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实

行沿边开放政策，采取鼓励发展边境贸易、增设边境口岸、建设边境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其他措施，有

力推动边疆经济的发展。c近期的“一带一路”建设也成为带动中国西部沿边开放的特大工程，边疆对外

开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d而开发对边疆地区来讲，则意味着中央政府向边疆地区投入更多的资金以及相

应的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和管理资源，实现边疆地区资源得到较好的开发，促进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加快

发展。e事实上，中国对边疆地区的开放是与开发一起进行，以开放带动开发，以开发促进开放，使得两

者在边疆地区产生交互作用，导致边疆经济运行与发展特征显著地区别于改革开放之前。

（二）央地关系问题：从纵向关系的角度解释边疆经济

从纵向关系来讲，边疆意味着一国中央政府与边疆地区的文化和权力关系。如此一来，边疆便处于

国际关系与央地关系的网络节点上，而这些关系的性质本质上是政治问题，当然也包含经济问题。一般

而言，边疆地区的历史和现实缘由造就了较为特殊的央地关系。从历史因素来看，历史上的中央政权对

边疆地区基本上都实行较为特殊的统治方式（后文还要专门论及此问题），造成边疆地方与中央的关系

较显著地区别于非边疆地区。从现实因素看，边疆地区在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与非边疆地区普遍存

在异质性，造成中央在对边疆的治理中需要重点解决边疆的文化和权力关系。

中央对边疆实施有效的引导和支持发展的政策对边疆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及其特点会产生巨大作用。

这种引导和支持政策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政治上的引导和支持政策在中国表现为中华人民

a　杨明洪：《反“边疆建构论”：一个关于“边疆实在论”的理论解说》。

b　楼朝明：《用重力模型分析影响双边贸易的地理因素》，《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 年第 4 期。

c　冯建勇：《边疆的“地方”格局与“世界”意义——四十年来中国边疆对外开放的理路与目标》，《学术月刊》2018
年第 12 期。

d　朱金春：《“一带一路”视域下的边疆内地一体化》，《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3 期。

e　杨明洪：《面向南亚开放大通道的理论与实践》，《开发研究》2020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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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成立后普遍对边疆地区实施社会改革。在边疆民族地区实施民主改革，在一般边疆地区则实施土

地改革。在社会改革中，政治上彻底改革了边疆地区社会政治运行的机制，同时，在党的领导下建立起

边疆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各级人民政权。在经济上废除了旧有的土地等财产所有制，消除经济上人压迫人、

人剥削人的制度，边疆各族劳动群众获得自己拥有的生产资料，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提高，并在此基础

上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文化上引导和支持各族人民在增强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基础上，有

效地维护了各民族的文化权利，民族语言文字、宗教信仰自由、风俗习惯以及其他优秀传统文化得到有

效保护。对边疆地区旧的社会制度的改造成为边疆地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新起点，极大地释放了生产力；

社会主义新制度的建立也适应边疆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满足了边疆各族人民的愿望。改革开放之后，

边疆经济运行和发展逐渐摆脱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约束，社会生产力的潜力得到极大释放。党的十八

大以来，“治国必治边”的战略思想强化了国家对边疆地区发展的经济支持，消除绝对贫困是这一战略

思想的集中体现，而“夯实基层”则显示政治上进一步将国家的权力深入边疆基层和边疆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为此，边疆经济社会发展为之一变，边疆的发展、稳定和安全得到全面强化。

另外一种态度是对边疆地区发展采取顺其自然的政策。一方面，市场经济以自发的形式逐步在边疆

地区发生和发展，并逐渐影响到边疆社会的方方面面，新的经济形式慢慢出现，居民也逐步改变其生活

的样态。另一方面，边疆地区的资源被外来的企业或者投资者占据，当地人逐步在经济生活中被边缘化。

在政治上，中央政府没有对边疆社会做出改造的努力，但在前述的市场经济冲击下，边疆地区逐渐形成

对国家核心地区的政治依赖。如此一来，虽然边疆地区与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三个方面实现了整合，

但政治上核心地区对边疆地区的控制，经济上核心地区对边疆地区的掠夺，演化为一个国家之内的“内

部殖民”。一个典型的案例发生在英国，生活在英国边缘地区的凯尔特人（Celts）被英国的国家发展吸

纳的过程中，他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被整合到英国，但他们政治上遭到控制，经济上被掠夺。a

事实上，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完全放任自由是罕见的，绝大多数国家尤其是二战后实现国家独立的

多民族国家更是如此。中国对边疆地区社会进行改革，对边疆地区也不同程度地给予政策支持，帮助边

疆地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和防御自然灾害以及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在这一过程中，国家的权力下沉

边疆地区，主流文化向边疆地区传播。这两个方面实际上有助于边疆地区与国家其他地区在经济、政治、

文化等方面实现一体化，从而扫清了边疆地区融入全国一体化发展的道路。一方面，边疆地区融入全国

统一市场，使边疆地区的特色产品进入一国其他地区变得容易，而一国其他地区的资金、技术和管理也

更容易被引入边疆地区，有助于加快边疆地区的资源开发，从而缓解其欠发达状态；另一方面，中央对

边疆地区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和均衡发展政策，防止市场经济对当地产生的不利影响。这些宏观调控和

均衡政策包括：中央对边疆地区实现高强度的转移支付，提高边疆地区公共服务能力，实施重大项目和

生产力布局，平衡边疆地区与非边疆地区的差距，对部分边疆地区实施对口支援，让内地相对发达地区

帮扶边疆民族地区加快发展；此外，还对边疆地区实施各种优惠扶持政策，帮助其克服各种困难和矛盾。

五、历史维度

当今边疆的政治经济格局是对历史的继承和延续。因此，边疆经济有其历史起点，尤其将边疆与非

边疆进行比较时，关注这种历史因素显得相当重要。与其他因素相比，这一因素是相对独立的因素，应

该在阐释边疆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事实上，无论是实现边疆经济的良好运行还是实现向上发展，都不

是一个短时期的过程，而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也就是说，历史发展好的区域，一般在当代也会发

展较快，因为经济良好运行和发展需要一系列条件，包括良好的基础设施、有效率的经济体制机制和适

宜的经济社会政策等多方面，而这些恰好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的结果。边疆地区也不例外。从中国来看，

a　Hechter Michael, Internal Colonialism-The Celtic Fringe in British National Development,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pp.1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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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地区与民族聚居区多半是重合的，同时，边疆地区又与经济欠发达区域重合。造成中国当代边疆经

济欠发达的重要原因可以从历史中寻找。

（一）历史性遗产：边疆地区与民族聚居区的重合性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全国范围内的民主改革来看，地处边疆地区的民族处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农

奴制社会的较多，进入封建社会的民族相对较少。这是按照马克思唯物史观对民族社会进行划分的结果。

这是在民主改革这一历史节点上，边疆民族的经济发展水平给这些民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提供的历史基

础。对这一历史基础的关注在当代中国转化为一种全国支援边疆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生动实践。

回溯中国历史可以看到，在中华文明体中，在边疆与中原的人群对流过程中，地处边疆的人群进入中

原之后很快就融入中原的经济文化中，融合为汉族，而中原的汉族人群迁入边疆民族地区，也有不少融入

当地的少数民族。孔子作《春秋》说：“狄夷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狄夷则狄夷之。”当然，也有在边

疆地区保留汉族的经济文化的案例。迁入中原的少数民族有的是向往中原的文明，有的则是少数民族政权

入主中原，而迁出中原的汉族多半是躲避中原的战乱。这一历史过程在中华文明体中一直持续发生。中华

文明体赖以存在的地理空间决定了中原的周边地区经济发展条件明显劣于中原，北方多草原，西北多干旱，

西南多山地。这样的自然禀赋加上农业文明的长期积淀决定了这里的经济发展不可能总体上高于中原。长

期生活在边疆地区的各民族群体过着各自的生活，在未进入现代化之前，没有对比，尤其是没有特别关注

经济发展的情况下，没有被人们所重视；而进入现代化大门，边疆民族地区融入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之后，

它推进现代化发展的历史基础则被一再提及，成为解释边疆地区经济运行和发展及其特点的重要因素。

（二）政策性后遗症：历史上边疆地区经济开发的滞后性

从中国历史来看，古代中原王朝的边疆常常处于“有疆无界”的状态。历史上所谓的边疆均被视为“王

化所及”与“化外”之间的过渡地带。中原王朝的统治者不可能像现代的国家那样致力于国民财富的增长，

而主要是满足于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因此，除去史书记载少数几个开明君主致力于所谓王朝强盛外，

绝大多数王朝都是碌碌无为。这是古代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总基调。更为重要的是，王朝时代下的边

疆治理，对中央政府而言主要目标是政治控制与军事防御，对边疆发展则不太关心，或者说较少关注。

重视政治防御甚至是军事防御而轻视边疆经济发展成为中国王朝时代边疆治理的主要特征。尽管历史上

也有不少边疆开发的政策和措施，史书也记载个别官员在边疆地区有作为的开发活动，但主要限于“屯

垦戍边”范围，主要是将中原地区的一些技术和农耕、养殖方式引入到边疆。这些措施虽对边疆地区经

济开发有作用，但相当有限。由此可见，边疆的这种历史发展基础成为王朝国家被民族国家取代后的重

要历史遗产。a

另外一种情况是一些边疆地区与中原王朝处于分隔状态。从总体上看，中原的经济技术水平高于远

离中原的边缘地区，强化中原与边疆的经济联系有利于边疆发展和民生改善。处于中华大地的边缘地带，

常常存在一些部落和政权。b尽管中原与这些地区的经济联系从未中断，但是，边疆地区的一些政权出于

自身安全和其他考虑，对这些联系采取消极态度甚至是阻扰，由此造成的消极影响是这些地区与中原之

间的政治关系处于脆弱状态，再加上自然地理的环境和交通条件的限制，经济关系处于非常低迷的状态。

缺乏经济技术与中原的密切联系，造成的后果必然是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处于落后于中原的状态。

中国的历史是基于中华文明体所依赖的地理空间以及这个文明体内部各个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产

生的。c离开历史去抽象地解释边疆经济运行和发展及其特点，是难以想象的。重视历史分析，实际上将

边疆经济的解释提升到历史的深度，让人们更能够认识边疆经济运行和发展及其特点的形成有着深刻的

历史根源。

a　衣保中：《腹边互动与我国历代边疆经济开发》，《史学集刊》2012 年第 2 期。

b　马戎：《中华文明共同体的结构及演变》，《思想战线》2019 年第 2 期。

c　马戎：《中华文明共同体的结构及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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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　论

回答边疆经济在学理上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实际上可以从影响边疆经济运行和发展及其特点的特

殊因素入手，阐释这些特殊因素对边疆经济的特殊意义。边疆经济区别于非边疆经济，主要是因为边疆

经济运行和发展除受到一般因素的影响外，还主要受特殊性因素的影响。赵可金简述中国的边疆经济的

特点：“受自然条件、交通和地理限制以及特殊的历史因素的影响，边疆地区发展相对滞后，普遍存在

政策优势弱化、与腹地联系弱、发展质量低、经济发展‘通道化’与跨境合作形式单一等问题，极大地

制约边疆地区发展。尤其是随着市场竞争的深入，沿边地区相对滞后的发展在市场竞争中面临着诸多天

然劣势，对资金、技术和人才的吸引力进一步下降。”a因此，从这一点来讲，理解边疆经济运行和发展

及其特点，不可能以一个单一的视角完成。在国家的领土范围中边疆的复杂性决定了理解边疆经济运行

和发展及其特点需要一个综合性的多视角。在多视角下，边疆经济运行和发展及其特点得到充分的理解，

而在此前提下促进边疆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巩固边疆安全和边疆稳定等问题便可以得到恰当理解。

从一般性中找到特殊性是边疆经济研究的根本路径。边疆经济不过是国民经济的一个子系统，因此，

边疆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及其特点总体上从属于国民经济运行和发展的规律。但边疆经济的相对特殊性，

决定了边疆经济的研究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领域。在本文中，笔者尝试从经济、制度、政治和历史

四个维度去阐述影响边疆经济运行的因素。经济因素是影响边疆地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历

史因素也是一项基本性因素，影响边疆经济的问题常常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而政治性因素对边疆经济的

影响，无论如何都无法低估，有时它成为第一位的影响因素；至于制度性因素，多半是历史因素的伴生

物，边疆较非边疆的特殊历史对边疆地区的制度创新以及实现制度创新所需要的社会条件有着重要影响，

但它毕竟还被认为是一个独立性因素。这是从边疆角度本身去考察的。从中国当代学术发展来讲，一个

较为完备地阐释边疆经济的理论体系尚未建立起来。因此，期待一门较为完备的边疆经济学问世。

An Analysis of the Four-Dimensional Factors Affecting the Operation of Frontier Economy

YANG Ming-hong
(National Centre for Borderlands Ethnic Studies in Southwest China,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Center for Tibetan Studi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Abstract:The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frontier economy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non-frontier areas, 

because it has its internal logic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non-frontier areas, and the internal logic is 
determined b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rontier areas and the special situation that frontier areas face. The study of 
frontier economy mainly includes the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frontier economy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The important way to explain frontier economy is to interpret the economic, political, historical and institutional 
factors of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frontier economy. Comparatively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of these factors 
on the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frontier economy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will form the explanatory dimension 
of frontier economy. Economic factors are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economic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border 
areas. The historical factor is also a fundamental factor. The problems affecting the frontier economy are often left 
over from the history.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al factors on frontier economy, however, cannot be underestimated, 
sometimes become the first factor. As for institutional factors, most of them are associated with historical factors. 
The special history of frontier areas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frontier areas and 
the social conditions needed to realiz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but institutional factors are still considered as an 
independent factor.

Keywords:Frontier Economy, Economic Factors, Historical Factor, Political Factors, Institutional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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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赵可金：《中国边疆开发与周边政治经济学》，《当代亚太》2019 年第 6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