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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２０１８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 “清代西南边境管理研究”（１８ＸＺＳ０３９）；百色学院 “西南边疆

治理”校级特色科研创新团队成果。

作者简介：马亚辉 （１９７４—），男，河北定州人，历史学博士，民族学博士后，百色学院民族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复旦大学访问学者，广西民族大学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西南边疆史研究。

编者语：本期栏目有两篇文章，作者分别来自云南和广西。马亚辉博士的文章是关于清代西南边境管

理研究的一些思考。目前，边疆史学界多注重历史上宏观的边疆理论研究，对于边疆历史上具体的实践研

究略显薄弱。该文从边境管理研究的现状、对象、内容、地域等方面尝试提出了一些看法。崔瀚鹏与王振

刚博士的文章思路清晰、文笔流畅，对影响中越陆地划界的国际因素进行了研究，可以说选题新颖、角度

独特，有助于深入认识中越两国的划界问题以及维护中国与周边各国的睦邻友好关系。

关于清代边境管理研究的若干思考

马亚辉

（百色学院 民族研究中心，广西 百色 ５３３０００）

摘要：当前边境管理的论著多是研究现代边境问题，关于古代边境管理研究的论著屈指可数。为促进学

界对清代边境管理的深入研究，有必要对清代边境管理的地域、主体和内容等做一个前期的学理探讨。

首先应界定清代边疆尤其是边境的地理范围；其次，在此基础之上应根据现代边境管理工作的具体内容，

确定清代边境管理的主要研究内容；此外，相关研究人员还应具备正确的政治立场、扎实的历史学等学

科功底以及边境一线的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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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境管理是国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政策规
定以及边界条约、双 （多）边协议等，对国

（边）界线内侧的一定区域实施管理，以维护国

家主权、领土完整和边境的安全秩序，防范和打

击边境地区各种犯罪和非法活动的行为。对某个

政权而言，只要周边存在着其他政权，就有 “我

者”与 “他者”的界线，在界线两侧不同政权的

一定地域范围内，便存在着边境管理活动，而且

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官方行为。从古到今，不同政

权在东亚的土地上频繁更迭，相邻政权交界地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