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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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边境管理活动始终存在并相互影响。时至清

代，清朝周边有朝鲜、俄国、爱乌罕、印度、缅

甸、南掌、越南等政权，在这些政权的交界地带

同样存在着边境管理活动。目前来看，学界对古

代边境管理的研究并不多见，关于清代边境管理

的研究同样很少。为推进学界对清代边境管理研

究的深入，本文拟对清代边境管理研究的学术动

态，清代边境与边疆的界定，清代边境管理的地

域、主体、内容等做一个前期的学理探讨，错谬

之处，请多批评。

一、当前清代边境管理的研究较为薄弱

“边境管理”一词最早出现于 １９６２年，在中
央批转的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司令部 《关于中苏、

中蒙边境地区边防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二

条中有如下文字表述：“加强边境管理，防止我方

人员越境。”［１］该文件第一次使用了 “边境管理”

这一概念。此后，“边境管理”作为一个固定概念

被官方和学术界广泛使用。

目前，国内对于边境管理的理论研究多集中于

现实问题。早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公安部政治部就
主编了 《边境管理学》一书，以后有过多次修订

和完善。该书对当代边境管理的执行机构、内容、

职责等进行了详细介绍，主要用于指导公安边防部

队的日常工作和教学培训。２００４年，西北政法大
学许渭生又主编了 《边境管理学》一书，进一步

细化了当代边境管理的内容与职责。２０１０年，华
东政法大学苗伟明再次主编了 《边境管理学》一

书，同前两本著作相比，内容上多是详略之别。此

外，公安部政治部、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等

公安机构还编著了一系列与边境管理相关的著作，

如 《边防检查学》《边防情报学》 《边防学》 《边

境处突》《禁毒学》等，但全部是当代边境管理的

研究成果。

关于当代边境管理研究的论文也是自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主要有两大内容：一是关
于国内边境管理的研究；二是关于国外边境管理的

研究。对国内边境管理研究的论文有上百篇之多，

内容主要围绕边境管理的实际工作展开，且绝大多

数是当代边境管理的研究，因此不再细述。对国外

边境管理研究的代表论文主要有覃宝先的期刊论文

《越南边境管理新规定及其影响》，牛继承的博士

论文 《欧盟边境管理法律制度研究》，吴文俊、马

长泉的期刊论文 《中印边界争端区边境管理的发

展趋势及面临的挑战》，鄂立志的期刊论文 《中俄

边境管理合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等。这

些论文同样是对当代边境管理的研究，只是内容涉

及国外，与本文的研究主旨不甚密切。

以上成果主要是出自公安机构、政法院校、军

事院校的科研人员，且多注重研究边境管理的现实

问题。由于历史研究的现实应用性不强，且这些部

门很少有历史学者，因此关于古代边境管理的研究

成果较少，关于清代边境管理的研究同样也不

多见。

关于中国古代边境管理的研究专著尚未问世，

目前只有代表性的期刊论文。其中关于中国北方边

境管理研究的论文有三篇。首先是２０１１年河南大
学王会敏的硕士学位论文 《北宋时期边境管理制

度研究———以宋辽沿边地区为中心》，探讨了北宋

时期界务管理和边民出入境管理。另外两篇是关于

清代东北边境管理的论文。一篇为２０１４年黑龙江
大学修思延的硕士学位论文 《清末黑龙江边境防

卫法规研究》，分析了清末政府 “治边、护边”思

想的形成，黑龙江地区边疆治理的现状和边防法律

制度的优缺点，边境防卫法规的立法、司法、改革

的状况以及边防治理的实际情况。还有一篇是马长

泉于２０１５年在 《新乡学院学报》第 １期发表的
《康熙朝东北地区边境管理简论》，主要研究了康

熙朝在东北地区通过勘界立碑、巡边、设置边境管

理的机构、对边民和贸易实施检查和管理、加强与

俄国正常的交往等活动。

关于中国西藏边境管理研究的代表性论文则有

一篇，即董莉英于２００９年在 《东南亚南亚研究》

第４期发表的 《元代以来西藏与尼泊尔边境管理

及边界划分》。该文从中国传统的治边思想以及历

代王朝对边疆地区经略的分析，来说明中尼边境管

理及其边界的划定过程。

关于西南边境管理研究的代表性论文有三篇，

且集中于清代前期。最早为２００７年冯立军发表在
《南洋问题研究》第３期上的 《清前期对广西与越

南边境贸易的管理》，主要从清前期统治者对广西

与越南边境贸易所持的态度、管理策略、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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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研究。其次是陈文于２０１１年在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１期发表的 《清代中越陆

地边境跨境问题管理 （１６４４—１８４０）》一文，对中
越两国陆地边境的跨国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后

来，余华于２０１６年在 《文山学院学报》第１期发
表了 《乾隆朝后期云南边境管理述论》，论述了乾

隆朝边境管理秉承因地制宜、区别对待的治理思

想，其内容主要有缉拿与防范间谍、流民管理、归

附人员的安置与管理、边境地区治安管理等。不难

看出，清代边境管理的研究较为薄弱，尚有许多相

关问题需深入探讨。

二、清代边境的地理范围界定

边境与边疆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

首先，边境与边疆都是地理概念，是国家领土的边

缘地区。边境多指国界线内侧的区域，分为陆地边

境和沿海边境。陆地边境是指陆地边界内侧的一定

区域，沿海边境是指领海线内侧的一定区域。边疆

分为陆疆、海疆和空疆，空疆暂无边境一说。边境

与边疆都是国界线内侧一定范围的地理区域，但其

地理范围却有着不同。现在中国的边境多指国界线

内侧的县级行政区域，而边疆多指国界线内侧的地

级行政区域以及海疆。对于陆地边疆而言，我们可

以把整个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甘肃、新

疆、西藏、云南、广西称为边疆省份，但不能把整

个边疆省份称为边疆地区。

其次，边境与边疆两个概念具有历史属性，即

不同历史时期对边境与边疆的理解是不同的，对边

疆地理范围的界定也是不同的。清代边疆的地理范

围和现在差别很大，包括今黑龙江、吉林、辽宁、

内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新疆、西藏、云南、广

西、台湾、海南及南海诸岛，［２］以及中国陆地和岛

屿周边的广袤海疆。可以说，在清代整个省份都被

称为边疆地区，甚至靠近边疆省份的有些地区在清

前期的某个时段都曾被清朝统治者称作边疆，如四

川、贵州、宁夏、福建等省。此种情况多见于清朝

前期的史料。清朝前期是统一全国和奠定四隅的时

期，尤其是中国西部地区的一些省份最初进入清朝

政府的管辖范围时，清朝统治者在短时期内称这些

省份为边疆，随着统一行动向中国边疆的进一步推

进与清朝政府对边疆认识的加深，四川、贵州等省

份再无边疆之说。

清代边疆的地理范围决定了清代边境的地理范

围，因此清代边境的地理范围也应该比现在广阔得

多。由于清代边疆省份行政区划历史的复杂性，即

使以现在边疆地区的地理范围作为划分清代边境地

理范围的参考，也难服众议。因此，试根据谭其骧

主编的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清时期的地图

集来界定一下清代陆地边境的地理范围：黑龙江边

境地区包括黑龙江副都统辖区、呼伦贝尔总管辖区

等地区［３］１４－１５；吉林边境地区包括三姓副都统辖

区、宁古塔副都统辖区、吉林副都统辖区等地

区［３］１２－１３；盛京 （奉天）边境地区包括奉天府等地

区［３］１０－１１；乌里雅苏台边境地区包括车臣汗部、土

谢图汗部、唐努乌梁海、科布多等地区［３］５５－５６；新

疆边境地区包括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叶尔

羌等地区［３］５２－５３；西藏边境地区包括阿里、卫藏、

喀木，以及门隅、噶克卜、洛域、察隅等在内的广

大地区［３］６１－６２；云南边境地区包括丽江府、大理

府、腾越厅、永昌府、顺宁府、普洱府、元江州、

临安府、开华府、广南府等地区［３］４８－４９；广西边境

地区包括镇安府、太平府、南宁府等地区［３］４６－４７；

广东边境地区包括廉州府等地区［３］４４－４５。从上面对

清代陆地边境地区的界定可以看出，清代的陆地边

境地区比现在的陆地边境地区要广阔得多，甚至远

超出现在陆地边疆的地理范围。

三、清代边境管理的主要研究内容

清代边境管理的部门主要是清朝政府在边境地

区设置的流官政府、军事机构，以及各个边疆民族

的管理机构，如册封的土司、达赖喇嘛、伯克等。

清代的边境管理同现在相比既有相同点也存在

差异。现在边境管理的内容包括国界管理、边民管

理、边境秩序管理、边境地区生产作业管理、人员

通行管理、贸易管理、会谈会晤管理、边界争端、

边境防卫等。根据对现在边境管理的理解，清代的

边境管理也应该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一）边吏管理

边吏的素质对边境管理的效能至关重要。纵观

中国边疆的历史，太多的边疆、边界、边防等边境

问题是由于边吏素质低下所造成。这些边吏或贪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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渎职或轻启边衅，或欺压边民，或行事莽撞，以致

边境地区事件频发，甚至引起国界争端、引发战

争。管理好边境地区，首要任务是管理好边境地区

的官吏，选优任能，选贤去庸。清代边境管理中出

现的各种问题除与国家制度、政策等国家层面的因

素密切相关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边境地区官吏素

质的影响，从雍正时期的 “安南勘界案”到清末

西南边疆的诸多民族起事便可知晓。因此，研究清

代的边境管理不可不研究清朝对边吏的管理

（二）边防驻军与边疆巡阅

国必有边，边必有防。任何政权都会在己方的

边境地区派军驻守。但边境管理并非是简单派军驻

守即可，还应对边吏、营伍、社情、民情等不时巡

察。现在的科技和经济相对古代要发达很多，边境

管理部门在边境派驻军队和进行边界巡查时，受地

形、气候、季节、交通等影响相对较小，但在清代

边防驻军和边疆巡阅受地形、季节、交通、战争、

邻国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则很大。乾隆二十八年

（１７６３年），云贵总督刘藻巡查云南昆阳、宜良、
河阳、江川、路南、广通等六州县的城垣维修事

宜，最远到达广通 （今楚雄禄丰西），在今天约四

五个小时的车程，在当时刘藻 “轻骑减从，自省

城起身，挨次查勘，往返约需二十余日”［４］。可见

清代交通之难。为保边境安全稳定，清朝政府根据

边境地区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对边防驻军与边

疆巡阅等事因地、因事制宜。此举在清朝中前期起

到了保疆固土的作用。

（三）边境民族管理机构与边疆安全

即从边疆安全视阈来看清朝政府对边境民族机

构的管理。清代边境民族管理机构掌权者的产生有

多种方式，既有世袭，也有推选，还有金瓶掣签。

无论何种，必须受到国家册封方可。清朝政府还明

文规定，土司等边境民族管理机构有守土之责，不

捍卫疆域、不维护边境秩序者，将受严惩，所以这

些边境民族管理机构的掌权者也是清朝边吏的一

种。古代边境是易发生冲突 （或内部或涉外）之

地，多与边境民族管理机构有关。古代边境地区的

民族管理机构拥有重兵，为了自身利益，勾心斗

角，互相征伐，对边境与边疆稳定的影响不容

小视。

（四）边境检查与出入境管理

清朝对出境人员、货物的管理重在检查违禁物

品，因而称为边境检查更为贴切。清朝虽然实行闭

关锁国政策，严禁与周边政权进行贸易，但实际很

难彻底禁绝，依然和周边国家发生着政治、贸易、

文化等往来。因此，清朝政府对出入境人员的检

查，对出入境货物 （贸易）与交通工具的管理，

对边境货物走私与贩卖邻国人口等边境案件的查处

等也应该当纳入清代边境管理研究的内容。

（五）边民与边境生产作业管理

这虽然是现代词语，但清代确实存在对边民与

边境生产作业的管理。边民是对生活在边境地区的

居民的统称。清代边民管理是清朝政府对边境地区

的世居民族和来自内地的流民的管理，包括编入保

甲户籍、土地税收、灾情赈恤等内容。边境生产作

业管理是指清朝政府对边境地区农业种植、矿业开

采等生产劳动内容的管理。管理得力，则边疆稳

定；管理不利，则边事多发。清代边民对边境地区

的安全稳定和保疆固圉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

是在清末民国时期，边民为保家卫国做出了卓越

贡献。

（六）国界管理与边界争端

清朝政府对国界的管理也是边境管理的一项重

要内容。清代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边界争端时常发

生，不同的边界争端有着不同发生背景，清朝政府

则给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相关的研究也有待

深入。

除上述六项内容之外，研究人员还应重点关注

１８４０年后西方列强入侵下清代边境管理的变化。
这一时期清朝边境的正常管理秩序受到冲击和破

坏，各种边境事件此起彼伏，清朝政府的边境管理

思想，包括其疆域观、边疆观、边防观、民族观等

也开始发生从传统到现代意义的转变。

清代边境管理的研究内容是十分广泛的，其中

的任何一项内容又可作为一个宏大的选题来独立论

述。以上只是对清代边境管理的研究内容作一个极

其简单的梳理，毫无疑问，该项研究需要有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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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参与进来，共同推动清代边境管理研究的深入

开展。

四、清代边境管理研究人员应具备的素养

边境管理事关国家统一、领土完整与民族团

结。虽然清代边境管理研究的是历史问题，但研究

人员同样要具备正确的政治立场。在研究过程中，

每一个观点、每一句话都要言之有据、论从史出，

都要符合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党的规章制度，都应站

在国家统一、领土完整与民族团结的基础之上。这

是研究人员应具备的最基本的政治素养。

清代边境管理属于历史研究。历史学本身就是

冷门学科，而清代边境管理是冷门学科中的冷门研

究，研究人员非常少见。总的来看，主要有以下两

点原因：一是研究人员不但应具备历史学研究的学

术功底，而且还应熟悉清朝历史，并对清代的中国

边疆问题有过一些初步探讨；二是研究人员应具备

边境一线的工作经验，对现在的边境情况了如指掌，

如此才能通过现实信息准确把握历史问题。也就是

说，研究清代边境管理问题，研究人员不仅要懂得

历史学知识，并且还要熟悉现在的边境管理工作，

这就要求研究人员既要有较深的理论功底，还要走

到边境一线亲身实践。对此，研究人员要认真阅读

国家的边境管理政策、法规、工作内容等，同时到

公安边防检查站、边防工作站、边防派出所、执勤

口岸等基层单位进行实地调研，参与边民访谈、边

界踏查、边境生产作业等边境管理活动，以提升自

身对边境管理的认知深度。此外，还应全面搜集清

代边境管理的史料，按照不同的研究内容进行整理

分类，不定期检查和调整研究进度；研究过程中要

适时进行学术研讨，并邀请相关专家现场指导。

从以上可以看出，研究清代边境管理主要需掌

握以下三种研究方法：一是文献研究法。这是任何

研究都必不可少的一个方法，尤其是历史研究，更

加离不开对历史文献的梳理。二是田野调查法。虽

然研究的是历史问题，但却是一个实证研究，研究

人员必须熟知当前国家的边境管理政策、法规、工

作内容，且到边境地区从事一定时间的田野调研，

才能把握好对古代边境管理史的研究力度。三是交

叉学科研究法。该研究既可归属于公安学，也可归

属于政治学，还可归属于历史学。交叉学科的研究

方法必不可少。

五、结语

中国边疆学是当前学界的一门显学。中国边疆

史是中国边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而边境管理

史是中国边疆史的一个重要分支。对清代边境管理

进行研究，可以弥补边境管理学中对古代边境管理

研究的不足。边境管理学是公安学下的一门二级学

科，既包括边境管理现实问题的研究，又包括边境

管理历史问题的研究。当前学界对历代边疆治理史

的宏观理论研究多有建树，而对边境管理史的中观

具体研究有待深入。通过对清代边境管理进行研

究，还可梳理古代边境管理的历史发展脉络，有利

于解决国家边界争端，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

加强边境民族的国家认同和民族团结，促进我国与

周边各国的友好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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