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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代学人不懈努力下，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步入了快速发展轨道，一门以中国边疆为研究对象的

独立知识体系正在建构、正在培育、呼之欲出。近年来围绕中国边疆学所展开的互动交流、学术讨论十

分热烈，有关研究成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可以说，构建“中国边疆学”已经从“呼声”转化为学科建

设的具体实践，成为边疆研究学术界的共同目标和任务。
关于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学术界提出了多种观点，可谓异彩纷呈，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

良好态势。但是在众说纷纭中，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的诸多命题似乎重新变得混沌起来，比如学科定位

问题、学科内涵问题、学术体系框架问题等等，思想在不断深化的同时，认识差异却有不断加大的趋向。
尽管认识上的不一致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尽管各种观点理应得到尊重，但“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在构建

中国边疆学的讨论中，我们不能忽视提出这一命题的初衷，更不能迷失这一命题的方向。因此，始终清

晰认识中国边疆学的理论起点、逻辑起点和实践起点，这是我们把握“初心”的根基；始终准确定位中国

边疆学的学科目标、学科任务、学科宗旨，是我们“牢记使命”的关键；始终牢牢把握中国边疆学的时代背

景、时代要求、时代方向，是我们“继往开来”的前提。唯有此，才能使中国边疆学的建设基础更牢固，才

能使中国边疆学的发展航向不偏离。
中国边疆学建设正处在一个定向定位的关键点，在这个节点上，需要回到原点加以冷静观察，更加

科学地回答什么是中国边疆学、为什么要构建中国边疆学、要构建一个什么样的中国边疆学等一系列基

础性问题。同时，还要从中国边疆学的性质、体系、结构、功能，从中国边疆学的理论、方法、手段、工具等

等问题入手，牢牢把握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的核心要义，进一步清晰地辨析中国边疆学的主体内涵和学

术外延。
在此，简要和大家分享３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什么是中国边疆学。
界定中国边疆学，是建构中国边疆学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环节之一。依据科学性、实用性、简明性、

兼容性、扩延性、唯一性六个原则，从边疆研究对象、研究特征、研究方法、学科的派生来源、研究目的、目
标等五个方面加以细致梳理、客观归纳、科学总结，才能更好地认知什么是中国边疆学，才能更好地探究

中国边疆学的学理属性。
中国边疆学是哲学社会科学中一门以中国边疆为研究对象的独立知识体系。它包含的第一要素是

“中国边疆”。中国边疆学把中国陆地边疆和海洋边疆作为整体进行全面考察，研究边疆起源、演进的规

律以及国家治理边疆的全过程。它包含的第二个要素是“独立知识体系”。边疆研究的理论或知识基

础，决定了中国边疆学所具有的独立性，它包含了中国边疆从无疆无界，到有疆无界，到有疆有界发生、
发展的全部历史；它包含了国家边疆治理从无到有、从初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全部进程。在空间

格局上，涵盖我国所有边疆地区；在时间脉络上，覆盖中国边疆由古至今的全时段。通过对边疆历史和

边疆现实多层次、宽领域的学术考察，揭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客观规律，诠释国家历史疆域与

国家领土形成演变的时代轨迹，凝练边疆治理与边疆发展历史嬗变的内在精髓。
二是，为什么要构建中国边疆学。
构建中国边疆学，是理论创新的必然，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我们之所以要构建中国边疆学，在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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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其目的在于通过强化边疆问题的整体性研究、综合性研究，以更加完整、规范的学术体系、理论架构，
实现边疆学理论研究的三个核心目标：一是探寻我国边疆形成、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为科学阐释中国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必然性、合理性和合法性提供理论基石；二是探寻我国边疆治理的历史脉络，在思想、
制度、手段、方式等多个层面追溯历史根源、阐释时代表征、破解现实难题，为我国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持；三是探寻我国边疆开发经营的历史轨迹、当代进程、未来方向，为边疆长

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为实现边疆人民的福祉提供理论支撑。
基于上述思考，近年来中国边疆研究所持续加大构建中国边疆学的力度，不仅把它作为学科建设的

核心目标，而且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支持下，中国边疆学被纳入“登峰战略”中，集中优势学科资源，整合优

势学科力量，展开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希望通过扎实、务实的工作，拿出我们构建中国边

疆学学科体系化的成果。
三是，构建一个什么样的中国边疆学。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我们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边疆学

学科指明了前景方向，明确了具体要求。按照习总书记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指示精神，构建中国

边疆学应围绕三个体系来展开：
首先，遵循学术规律，着力于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创新。所谓学科体系，指的是对专业学科门类整

体设置的系统化。学科是学术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它往往既体现社会实践的状况，也反映学术的进

展。学科体系的科学性和完整性，是中国边疆学建设的前提，也是中国边疆学持续进步的重要依托。任

何一门学问的体系化，首先是源于学问自身由碎片化向整合化提升的内在驱动。打造中国边疆学，必须

按照边疆研究的基本属性，注重多学科有机结合、彼此交融，注重多学科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相互渗透；
必须按照边疆研究的学术规律、形成具有时代特点、内涵多样、结构合理、立足前沿、适应国家需求的学

科体系。
其次，合乎学术规范，着力于中国边疆学学术体系创新。所谓学术体系，指的是学术研究的系统化，

其中既包括学术思想、理论观点的系统化，也包括学术标准、研究方法和科研手段的系统化。学术体系

是中国边疆学的基本内核，也是中国边疆学的核心支撑。没有科学完备的学术体系，边疆学将是缺乏宏

观性、系统性和整体性的低层次理论研究。建立完善的中国边疆学学术体系，必须准确把握边疆研究的

特性，从廓清其内涵、学术范畴入手，建立起边疆研究的学术结构，形成边疆研究的学术规范。同时，不

断创新学术思想，努力提出有客观依据、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原创性学术观点。
再次，顺应时代要求，着力于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创新。所谓话语体系，是指一整套表述一种思维

系统的语言系统。话语体系承载着特定思想价值观念，关乎价值表达、思想影响和真理传播等重大问

题，是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确立话语权的前提和基础。话语权的创立者法国人米歇尔·福柯指出：
“话语是权力，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力。”构建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是其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得以有

效提升的重要环节。任何话语体系都有其政治立场，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也不例外，对内它关系到边疆

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在边疆学研究领域的主导地位；对外它关系到中国边疆学在国

际上的话语权力和话语能力，关系到中国边疆学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和辐射力。构建中国边疆学话

语体系至少应把握四个要素：一是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场；二是

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科学方法；三是要注重从学理性、通识性、公约性上打造出作

用于构建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四是要努力建构具有原创性、标识性的中国边疆

学核心理论，这是构建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的决定因素。
在学者们的辛勤耕耘和孜孜以求中，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迎来了大发展和大繁荣的时期，中国边疆

研究正在成为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中富有朝气、充满活力的学科。尽管中国边疆学已经具备了独立“学

科”的若干特征，但是中国边疆学的学科构建并未完成，究其原因，恐怕在于我们对中国边疆学“共同理

论基础或研究领域相对一致的学科集合”的认识还不透彻，在中国边疆学研究对象、理论体系、知识基

础、研究方法等问题上的思考还不够深入。关于“中国边疆学”学科的讨论势必还将继续，思想碰撞势必

还将延续，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必将在学术交流、思想互动中得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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