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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边疆地区一个都不能少
———论陆地边疆地区人口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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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边疆地区一个都不能少。 陆地边疆地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人口的现代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着独特作用。 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陆
地边疆地区人口转变快速完成、人口结构现代化发展、人口素质提高、人口就业产业结构更加优化、对外籍人

口的吸引力增强，人口高质量发展取得巨大成就。 与此同时，陆地边疆地区人口发展仍面临着人口负增长、
人口性别比失衡、人口老龄化、人口分布结构欠合理等挑战。 持续推进陆地边疆地区人口高质量发展，应进

一步强化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转变边疆人口治理理念，促进人口结构均衡性发展；
促进各民族全方位嵌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防范化解人口安全风险，维护边疆稳定和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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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

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①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以人民为

中心，通过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领域全面进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中国

式现代化建设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充分发挥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凝聚全国

１４ 亿多人口的力量，为人类现代化进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首

要特征，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人口现代化。 人口高质量发展是人口现代化应有之义和目标导向，也是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支撑。 人口高质量发展是人口数量与人口结构统一体，不仅注重人口本身的高质

量发展，更加强调人口与外部多领域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我国现代化建设面临新的人口形势，做好新时

代人口工作，应“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以人口高质量发展

支撑中国式现代化”。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边疆地区一个都不能少”。③ 陆地边疆地

区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人口现代化转型和人口高质量发展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

挥独特作用。 陆地边疆地区的人口发展具有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全国性共有特征，但由

于地理位置特殊性、区域发展差异性等，其人口高质量发展也具有独特优势和挑战。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中，全面认识陆地边疆地区人口发展新形势，持续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对于将陆地边疆地区打造成新发

展格局中的重要增长极、助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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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式现代化与陆地边疆地区人口高质量发展

　 　 现代化是世界近现代史的主流，是影响人类社会生活的最深刻变革。 从全球历史视野来看，现代化

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以来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它使工业主义

渗透到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并引起深刻变革。① 通向现代化的多样化道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

自发的、自下而上的、渐进变革的内生型现代化；一类是在外来因素冲击和压力的作用下，国家全力投入

追赶、强制的外生型现代化。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了经

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充分证明了现代化的中国模式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和强大生命力。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

情的中国特色。”③中国式现代化不是空中楼阁，是世界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遵循了现代化一般规

律，具有工业化、城镇化、科技进步等现代化的普遍特征，走的是学习国外经验、充分利用国内外合力但

却不照搬欧美、苏联、日本模式的中国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近代历史逻辑演进的必然结果，与西

方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有着本质区别，其扎根于中国大地，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

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创新与实践。 这是一条基于中国历史发展、契合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立足中国现实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人口转变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经阶段，中国式现代化决定了中国人口转变既有世界人口转变的普遍

特征，也具有中国特色。 中国人口转变的实质是从农业社会的人口“高位静止”状态（高出生率、高死亡

率、低自然增长率）向工业社会“低位静止”状态（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④这符合

世界各国人口转变的共有特征和一般规律。 中国现代化起步晚、底子薄、路程坎坷，党和政府基于人口

增长快、经济水平低的现实国情，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加快人口转型，人口过快增长被有效控制，蕴含巨

大规模劳动力资源的人口总量红利被释放，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提

供良好的人口环境。 中国式现代化将进一步提升人口素质和人口健康水平，优化人口结构与分布，持续

推进人口转型，为释放人口质量红利奠定坚实基础。 在人口转变与中国式现代化互促互进的动态发展

过程中，一个民族、一个地区都不能少。 目前，我国陆地边疆地区人口大约占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其人

口变化对全国人口走向具有重要影响。 陆地边疆地区人口既是中国式现代化成果的共享者，也是不可

或缺的建设者。 自 １９８０ 年以来，陆地边疆地区人口死亡率一直维持在低水平状态，同时出生率快速下

降，尤其是 １９９０ 年至 ２０００ 年期间下降速度更快；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２０ 年，陆地边疆各地区的人口出生率持续

走低，随着老龄化进程加速，死亡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态势，其人口转型完成时间总体上与全国平均

水平相一致。 陆地边疆地区内部差异较大，陆地边疆不发达地区虽然在人口转变进程方面滞后于发达

地区，但人口动力后发优势充足、赶超速度快。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国将陆地边疆地区纳入区域协

调发展战略和区域重大战略，推进固边兴边富民行动，加快陆地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为其人口高质量

发展筑牢坚实的时代根基并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 陆地边疆地区人口现代化的转型，持续推进人口高

质量发展，凭借沿边优势在特定历史阶段发挥着独特作用，支撑陆地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为全国缓解

人口增长压力提供回旋空间，为发达地区提供充足劳动力，疏导人口合理流动，促进民族文化融合，连接

境内外市场，促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维护边疆稳定和国家安全，从而反哺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二、陆地边疆地区人口高质量发展中的问题与挑战

　 　 （一）人口数量

陆地边疆地区区域辽阔、资源丰富、边境线长，充裕的人口数量是屯垦戍边、现代化建设的基础。 据

自 １９８２ 年的“四普”至 ２０２０ 年的“七普”数据显示，陆地边疆地区人口由 １９８２ 年的 ２. １４ 亿增长到 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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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２. ７７ 亿，之后开始减少，到 ２０２０ 年为 ２. ７４ 亿。 陆地边疆九省区的人口总量变动趋势的内部差异

较大，北部（特指内蒙古）和东北边疆（辽宁、吉林、黑龙江）地区先于全国最早进入人口负增长时期；云
南、甘肃与全国平均水平同步，于 ２０２２ 年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广西、西藏和新疆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仍

在 ０ 值以上，处于自然正增长状态。 １９８２ 年至 ２０２０ 年，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幅度和速度均高于全国人

口与汉族人口水平，各民族人口数量差异巨大，增长模式各异。①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２０ 年，内蒙古和甘肃的少

数民族人口规模呈现正增长趋势，而汉族人口规模已呈现负增长趋势；辽宁、吉林、黑龙江的少数民族和

汉族人口规模均呈现负增长趋势；广西、云南、西藏、新疆的少数民族和汉族人口规模均呈现正增长趋

势。 综合而言，虽然陆地边疆各区域、各民族的人口转型并不同步，但总体上人口发展普遍进入低增长、
零增长或负增长阶段，已经完成了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 人口负增长也成为陆地边疆地区在相当长周

期内的人口特征之一，有研究发现陆地边疆地区的边境县人口整体增长局势被全面打破，４１ 个边境县

出现人口负增长，人口连片负增长成为边境地区人口发展的新特征。②

（二）人口性别年龄结构

陆地边疆地区人口同样呈现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年龄结构老化等全国人口结构的共有特征。
１９９０ 年至 ２０１０ 年，全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上升，陆地边疆地区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动趋势与全国基

本相似，但除了广西，陆地边疆地区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至 ２０２０ 年，除了广西和

甘肃，陆地边疆地区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总体回归到正常轨道。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陆地边疆

地区的 ０ 岁至 ５９ 岁男性人口比女性多了约 ７５８ 万，其中城镇约 ２２５ 万，农村约 ５３２ 万。 从陆地边疆地

区内部来看，九省区 ０ 岁至 ５９ 岁男性数量均多于女性，男性人口过剩规模较大的是广西和云南，均超过

２００ 万。 分城乡分性别来看，除了吉林城镇和新疆农村地区，其他各省区城镇和农村均呈现男性人口过

剩的现象，且农村男性过剩规模要大于城镇。 总体上，相比于其他地区，目前西南和西北边疆地区的人

口性别比失衡更为严重。③ 在年龄结构方面，陆地边疆地区进入人口老龄化的时间普遍晚于全国平均

水平，但人口老龄化速度却快于全国平均水平，老龄化程度城乡倒置的趋势越来越严重。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２０ 年，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甘肃和新疆的老龄化速度快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老龄化速度最

快的是内蒙古、吉林和黑龙江，其年均增长率均超过了 ４％。 老龄化速度相对较慢的是广西、云南和西

藏，其年均增长率均低于 ３％。 至 ２０２０ 年，东北边疆 ６５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经超过 １４％，进入了中

度老龄化社会。 分城乡来看，至 ２０２０ 年，除了西藏农村并未进入老龄化社会外，新疆和云南的农村为轻

度老龄化社会，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广西的农村为中度老龄化社会，辽宁农村已经进入重度老龄化

社会。
（三）人口分布

陆地边疆地区面临人口内在自然增长和外在机械增长动力不足的双重劣势。 “七普”数据显示，陆
地边疆地区净流出人口超过了 １０００ 万。 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广西、云南、甘肃为人口净流出省份，其
中流出规模最大的是广西，净流出规模为 ６７５ 万，黑龙江和甘肃人口流入外省的规模均超过了 ３００ 万。
辽宁、西藏和新疆为人口净流入地区，流入新疆的规模最大。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２０ 年，陆地边疆地区对港澳

台居民的吸引力在大幅度增加，其中流入规模最大的是辽宁、广西和云南。 从增长速度来看，大多数省

区呈现为澳门居民数量流入增长速度高于香港居民、台湾居民数量流入增长速度最低的状况。 但也有

个别省区表现出不一致的特征，如内蒙古、吉林和甘肃，近 １０ 年在这三个省区的香港居民数量流入增长

速度快于澳门。 比较陆地边疆地区的外籍人口流入状况，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２０ 年，内蒙古、辽宁、黑龙江、西
藏和新疆的外籍人口规模呈现下降趋势，吉林、广西、云南、甘肃的外籍人口流入规模呈现上升趋势，其
中云南的外籍人口规模增长速度最快，增长了约 ３３ 万人。 根据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２０ 年外籍人口国籍综合分

析，陆地边疆地区对发达国家的吸引力显著下降，但对周边邻国的吸引力增强，来自缅甸、越南等东南亚

３１

①

②

③

段成荣、毕忠鹏、黄凡、梅自颖：《中国民族人口发展新趋势》，《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 年
第 ３ 期。

段成荣、盛丹阳：《中国陆地边境地区人口变动趋势研究———基于“三普”至“七普”数据》，《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 年第 ６ 期。

刘瑞平、李建新：《我国陆地边疆地区的人口特征、安全风险及治理策略》，《西北民族研究》２０２５ 年第 １ 期。



国家的人口大量涌入我国西南边疆。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陆地边疆地区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 按照以往研究对就业人口产业结构

类型与人口产业结构现代化阶段关系的分析判定，２０００ 年，辽宁的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例低于 ４５％，就
业人口产业结构属于发展型，处于现代化中期阶段，其他陆地边疆各地区人口产业结构处于现代化前期

阶段，就业人口产业结构由传统型向发展型转变。①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２０ 年，陆地边疆地区第三产业逐渐成

为主导产业，但后十年就业人口产业结构的现代化进程要远快于前十年。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１０ 年，全国第三

产业就业人口比例年均增长率约为 ２. ３２％，陆地边疆地区总体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例年均增长率为

１. ８５％，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云南、西藏和甘肃的第三产业人口比例增长速度均快于全国平均水平。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２０ 年，全国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例年均增长率为 ３. ２６％，陆地边疆地区的第三产业就业人

口比例年均增长率为 ３. ０５％，总体增长速度仍慢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北部边疆地区第三产业就业人口

比例接近全国平均水平，西南边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２０２０ 年，全国的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

的比例分别为 ２３. ６０％、２８. ７０％ 和 ４７. ７０％，陆地边疆地区的相应比例分别为 ３６. ６９％、１８. ９７％ 和

４４. ３４％，相比可见，陆地边疆九省区的人口就业产业结构均已属于发展型，但与全国平均水平仍有一定

的差距。
（四）人口素质

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促进了陆地边疆人口素质的不断提升，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规模大幅度增

长，文盲率持续下降，文盲率的性别差距极大缩小，陆地边疆地区的人口素质提升反过来将会更有效地

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加速推进。 １９９０ 年至 ２０２０ 年，内蒙古、广西、云南、西藏、甘肃每 １０ 万人口中大学

（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数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他陆地边疆地区的增长速度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 ２０２０ 年，东北三省和新疆每 １０ 万人口中大学（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数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其他陆地边疆地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１９９０ 年至 ２０２０ 年，陆地边疆各省区男性和女性的文盲

率均呈现持续下降趋势，而男性的下降速度快于女性；其中东北三省的下降速度快于其他省区，男性和

女性文盲率年均负增长率的绝对值都超过了 ７％。 １９９０ 年，广西、云南、西藏和甘肃文盲率性别差距最

大，尤其是云南、西藏和甘肃的女性文盲率均高出男性接近 ２７ 个百分点。 至 ２０２０ 年，除了西藏仍存在

较大的性别差距外，其他各省区的性别差距已经缩小到 １０％以下，尤其是北部边疆地区，其文盲率的性

别差距在 ５％以下。
平均预期寿命是反映社会经济发展、人口健康素质的重要指标之一。 根据《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

年鉴 ２０２３》数据显示，２０２０ 年，全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 ７７. ９３ 岁，东北三省和广西的人口平均预期寿

命均超过了 ７８ 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他陆地边疆五省区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其中西藏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最低，为 ７２. １９ 岁。② １９９０ 年至 ２０２０ 年，陆地边疆地区人口平均预期寿

命明显延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云南、西藏和新疆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增长幅度超过 １０ 岁，除了辽

宁和甘肃，其他陆地边疆各地区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每年增长 ０. ３ 岁以上，其中新疆、西藏和内蒙古人

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每年增长 ０. ４ 岁以上。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推进中，陆地边疆地区内部经济发展

水平差异较大，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健康素质与发达地区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但陆地边疆地区人口素

质的提升速度快，未来人才红利的释放对推动边疆高质量发展乃至全国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作用。

三、推进陆地边疆地区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

　 　 （一）强化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陆地边疆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高质量发展互促互进，共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是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物质基础和重要保障。 陆地边疆地区现代化始终是中国式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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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一极，党中央要求把陆地边疆地区纳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区域重大战略，“加快边疆地区高质

量发展，推动边疆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边疆治理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① 陆地边疆地区已经完成人口转型，搭上人

口高质量发展列车，经过全面而有效的治理，未来完全有可能发挥独特优势成为“国家发展的新增长

极”，②对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全国高质量发展以及进一步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发挥更大作用。 根

据陆地边疆地区人口高质量发展现状，未来陆地边疆地区要强化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深度融合，紧紧抓

住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乡村全面振兴和“一带一路”倡议等国家战略机

遇，融入新发展格局、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全面开放新格局，发挥沿边独特优势，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缩
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吸引并留住人才，破解全国人口负增长、人口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

化的难题，推进陆地边疆地区人口高质量发展。
（二）转变边疆人口治理理念，促进人口结构均衡性发展

新时代人口工作将“由调节数量为主向提升素质、稳定总量、优化结构、畅通流动转变”，③人口治理

重点在于优化人口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陆地边疆地区人口规模持续增加，在各地区已经或即将迎来人

口负增长的时代背景下，陆地边疆地区人口数量虽略有下降，但人口总量仍相对充裕。 陆地边疆地区与

全国相似，未来将在相当长时间内面临人口结构失衡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与此同时，陆地边疆地区人口

结构更加错综复杂，存在人口性别比失衡、人口老龄化、区域人口分布不均衡、外籍人口大规模涌入、人
口素质和就业人口产业结构相对滞后等多重交织的人口结构问题。 因此，陆地边疆人口治理应坚持系

统观念，树立“大人口观”，在坚持人口数量与人口结构相统一的基础上，促进人口结构均衡性发展。 陆

地边疆内部各省区人口之间及与其他各地区人口之间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陆地边疆人口高质量发展

应从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出发来谋划推进。 人口高质量发展不仅仅关注人口要素本身，更重要的是以高

质量人口发展态势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形成良性互动，要求“在不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通过动态

调整和优化人口政策，实现人口数量、结构、分布和质量的全面提升，确保人口与社会发展需求高度适

配”。④ 陆地边疆地区的人口结构治理应统筹人口、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各方面的相互关系，以全方位

全方面全领域的政策体系推动陆地边疆地区人口与内外部各要素的协同发展。 因此，陆地边疆地区的

人口结构优化不仅仅要依靠生育支持、人口迁移等人口政策，还需要系统谋划与之配套的住房、教育、就
业、医疗、养老等一系列政策，才能实现人口结构均衡性发展。

（三）促进各民族全方位嵌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关系到各族人民

切身利益，陆地边疆地区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阵地。 在“乡土中国”转向“迁徙中国”的大

背景下，当前人口流动活跃程度超越了历史任何时期，全国各民族人口大规模流动是人口发展的主要潮

流，呈现出大流动、大融居的新特点，这对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我国陆地

边疆人口流动日益频繁、多样，境内境外流动情况错综复杂，尤其是随着陆地边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

不断提高，对外籍人口的吸引力不断增强，周边国家人口大量涌入我国西南边疆。 边疆人口与外地乃至

外籍人口在语言、文化观念、风俗习惯等方面差异较大，影响各民族更广泛的交往交流交融，对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构成阻力。 在合理引导各民族人口空间领域流动融合过程中，要注重以更为完善的政

策保障体系、均等化公共服务、多元主体参与行动等体制机制，促进各民族人口在空间、文化、经济、社
会、心理等方面全方位嵌入，构建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增进各民族之间的互相理解和信任，
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以及中华民族凝聚力，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强大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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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防范化解人口安全风险，维护边疆稳定和国家安全

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边疆治理的底线要求。 “人口安全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底线要求”。①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框架下，人口安全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人口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非均衡变

化以及人口要素与外部环境的非均衡协调，既影响人口自身的发展，也直接对总体国家安全产生深远影

响，甚至威胁民族的长期生存能力。② 陆地边疆地区所面临的人口性别比失衡、老龄化、负增长、人口外

流、跨境流动人口活跃等人口问题，牵涉社会治安、边境安全、领土主权安全等问题，③多重人口安全风

险交织叠加，极易传导到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 陆地边疆地区防范化解人口安全风险，应坚持底线思

维和系统思维，既要前端治本，优化生育政策，稳定人口数量，改善人口结构，提高人口素质，从根源上消

除人口安全风险；又要后端治标，完善人口安全风险监测预警机制，深化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在陆地边疆

地区人口治理中的应用，建立全国统一的人口信息基础数据库，构建智能化的人口治理平台，加强人口

精细化、精准化治理，提升人口服务和管理水平。 陆地边疆地区人口安全风险具有跨区域性，仅靠一国

单方面的治理难以取得根本性成效，应建立健全周边安全工作协调机制，深化人口安全领域国际合作，
开展联合专项行动，打击跨国跨境人口拐卖、毒品走私、电信诈骗等犯罪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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