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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语：本期栏目的两篇论文均偏重于现实问题研究，其中一篇论文涉及国外边疆治理研究。陆云教授

已经是二级教授，学问渊博，谦逊待人，发表在本期栏目的论文对云南边疆的治理有着重要的指导决策作用。

韦健锋博士的论文研究的是印缅边境的非法移民问题，选题新颖，研究深入，对国内边疆治理有着较好的借

鉴和预防作用。

“一带一路”战略下维护云南非传统安全的重要性

陆　云１，李思成２，王馨莹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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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亚太安全形势风云变化，作为中国西南安全门户的云南，处于“一带一路”的战略枢纽位置，不仅

面临着传统的军事威胁，信息、能源等非传统安全形势也日趋严峻，成为国内外敌对势力重点渗透地区。云

南陆疆非传统安全关乎国家总体安全和中华民族发展全局，反侵占、反分裂、反颠覆的任务艰巨繁重，维护

云南周边安全环境，加速西南大通道建设，对于中国与周边国家共赢发展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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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作为中国通往东南亚、南亚和印度洋距
离最短、最直接的陆路通道，在“一带一路”进程中

以及和平愿景下，既面临前所未有的对外开放发

展机遇，也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云南边疆的非

传统安全，对于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和国家安全大

局，具有重要而独特的地缘战略地位，维护云南非

传统安全，事关国家总体安全大局，对于“一带一

路”战略的顺利实施和国家对外开放大局具有重



要意义。

一、亚太安全形势新变化使云南

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

　　在过去的很长时期里，云南境外周边由于外来
军事威胁而造成的危及国家主权的传统安全问题，

一直受到普遍关注，但非军事威胁造成的非传统安

全问题，诸如“三股势力”威胁、毒品和艾滋病扩散、

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等问题，在

国家安全战略中尚未引起足够重视。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末，云南边疆毒品、艾滋病等问题已经趋于明显，

并在国际大气候的影响下，叠加了新的国际金融危

机、信息安全和恐怖主义破坏活动等一系列新的非

传统安全问题。当前，伴随着国际国内安全形势的

新变化，境内外非传统安全问题危害程度加深、危害

范围呈扩大趋势，云南边疆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

日渐凸显，云南对于国家总体安全和对外开放的特

殊性和重要性也愈加明显。

２０１６年，因全球经济内生动力疲弱，面临长期
停滞风险，世界经济低增长高风险局面难有根本改

观。随着全球经济越来越不稳定和变数增大，亚太

地区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地区紧张局势加剧，云南边

疆境外周边国家安全形势动荡不安，合作与对抗、冲

突相交织，非传统安全威胁呈上升态势。特别是近

年来，随着以缅甸为典型的民族武装冲突、各种国际

恐怖袭击事件的接踵而至，云南边疆作为中国西南

安全门户，面临的安全威胁既没有完全从传统的军

事威胁中摆脱出来，更被迥异于传统安全的非传统

安全问题所困扰。

当前，云南境外的一些国家有可能因民族宗教

矛盾、武装冲突、资源争夺等问题而引发局部冲突和

战争。西方大国霸权主义借“民主”进行的干预、渗

透、颠覆，引发了中南半岛一些主权国家的动乱及战

争，严重威胁着云南边疆的安全与发展。随着美国

在东南亚、南亚的战略调整，亚太某些国家企图借美

国重返亚太之机“倚美制华”，经济上借助中国、安

全上依靠美国的战略选择日趋明显。一方面，受全

球经济低迷的影响，亚太许多国家内顾倾向非常明

显，致使我国从云南走向东南亚、南亚国家对外开放

的发展严重受阻。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化，中南

半岛及其周边地区各类矛盾和历史遗留问题将进一

步凸显，一些固有的民族、宗教矛盾和一些国家间原

有的领土主权和经济权益纷争等问题有可能被激

化，并对云南边疆形成威胁。另一方面，世界主要大

国围绕国际政治格局和地区秩序的博弈有所加剧。

东南亚、南亚一些国家，包括越南、缅甸在内的民粹

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有抬头趋向，裹挟其内政的政

治右倾化突出。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发生大规模恐怖袭击事件

的可能性依然难以排除，中国周边安全形势日趋复

杂。美国亚太战略中遏制中国的态势不减反增，中

美在中南半岛的战略竞争与博弈日益凸显，致使云

南周边非传统安全形势错综复杂。另外，缅甸等周

边国家政治转型或政局变动影响到其对华政策的稳

定性。缅甸大选后民盟执政的政局变化及其对外政

策的新取向，以及越共十二大后对华政策的调整等，

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国周边安全态势及“一带

一路”建设的进程。中国周边中小国家政局变化及

其对华政策的调整、跨国毒品犯罪等问题对地区安

全的挑战严峻，东南亚、南亚—中亚—新疆的宗教极

端主义与恐怖主义弧形带的潜在连通，特别是“伊

斯兰国”极端势力的战略改变及其影响力的外溢，

使云南这一中国西南对外开放大门面临的境内外暴

力恐怖主义及非传统安全威胁进一步加剧。亚太地

区中南半岛地缘安全格局面临诸多新问题、新挑

战，云南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形势将更加复杂。在

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安全形势中，东南亚、

南亚地区形式多样的非传统安全危险不断上升、

加剧并出现许多新的特征，中国云南边疆周边境

外一些国家和地区被抑制的各种矛盾可能会集中

突发，各类矛盾和历史遗留问题将进一步暴露与

激化，致使云南边疆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与挑

战不确定性增大。

二、云南非传统安全对“一带一路”和国家

安全战略的权重增加

　　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８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
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国“一带一

路”规划正式公布，同时明确了云南在“一带一路”

中的定位。国家“一带一路”规划对我国各地方开

放态势进行了布局，其中对地处中国西南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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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的规划要求是：“发挥云南区位优势，推进与

周边国家的国际运输通道建设，打造大湄公河次

区域经济合作新高地，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

的辐射中心。”［１］因此，在国家打造“中国 －中南
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推动孟中印缅经济

走廊合作进程中，云南的战略枢纽区位位置日显

重要。

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起，云南省就启动了“大通
道”建设。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国际合作，在为

中国云南边疆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

带来了诸多风险和挑战。云南边境民族地区共有

４０６１ｋｍ的边境线，占我国陆地边境线的１／５，与缅
甸、越南、老挝三国山水相连。其中，中缅边境线为

１９９７ｋｍ，中老边境线为 ７１０ｋｍ，中越边境线为
１３５３ｋｍ。云南边境沿线共有８个地州和２５个县
市，其中２２个为民族自治地方，沿边有１０个国家级
口岸、１０个省级口岸、２０多条出境公路、９３条边贸
通道，以及难以计数的天然无屏障山间小路、便道。

云南省西北部到南部，连接缅甸、越南、老挝大大小

小的口岸、通道及小道不计其数，漫长边境线上的许

多地方，随便抬脚就可以跨出国境，边防管控任务十

分繁重，非传统安全问题亦十分突出。

在当前推进“一带一路”发展战略进程中，作

为中国通往东南亚、南亚和印度洋距离最短、最直

接的陆路通道，云南与东盟和南亚国家的政治、经

济合作，对国家和云南边疆自身政治稳定、经济发

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云南省“大通道”建设对中

国“一带一路”对外开放战略和发展与东南亚、南

亚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更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

意义。在国际国内安全新形势下，中国地缘政治

经济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云南边疆连接东南亚、

邻近南亚所具有的战略位置日益重要，云南的非

传统安全在“一带一路”和国家安全战略中的权重

日益增加。

云南不仅是我国连接亚洲大陆腹地与印巴次

大陆及中南半岛的枢纽，更是我国“一带一路”战

略的重要战略节点，是面向东南亚、南亚开放的重

要门户，是中国毗邻周边国家最多的省份之一。

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新形势下，云南边疆安

全对于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稳定西部边疆

安全和维护国家安全大局具有重要而独特的地缘

战略地位。因此，无论是“一带一路”战略顺利实

施的需要，还是维护国家总体安全的需要，都亟需

维护云南“一带一路”西南大通道良好的周边安全

环境，以化解不利因素，破解中国在西南方向的困

局，把借道发展变成合作发展，使云南边疆“一带

一路”西南“大通道”建设与周边国家的战略发展

变成共赢发展，因此，云南的非传统安全，对于新

形势下中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和国家安全具有

重要意义。

三、云南非传统安全关乎中国西南

能源安全通道安全

　　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Ｗ．舒尔茨曾指出，“能
源是无可替代的”。因此，能源安全问题亦是中国

西南方向面临的重要的非传统安全问题。随着中缅

油气管道建设项目的推进，云南日益成为保障我国

西南方向能源安全的重要大通道和储备区，云南的

非传统安全形势直接关系到中国西南进口能源的安

全系数。２０１５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首次突破
６０％，达到６０６％．［２］国际上，一般将石油对外依存
度达到５０％视为“安全警戒线”，６０６％是一个超过
高警戒线的危险数据，事实上已拉响了中国能源安

全的警报。可见，能源安全问题越来越成为中国经

济发展和国家安全面临的重大非传统安全问题。由

于我国能源安全系数存在变量，中央提出“稳定东

部，开发西部；东部挖潜，西部发展；海洋开拓，陆海

并进”的方针；同时，还提出：立足国内，瞄准世界，

走出国门，实现能源来源格局多元化”以应对能源

安全困局。［３］当前，云南边疆是我国开辟陆上能源

安全通道，积极开展能源外交，认真落实“走出去”

方针，全面实施我国能源来源多元化、开拓国际范围

内新能源合作的重要地区，亦是我国开拓能源大通

道建设的安全保障区。

为破解中国能源安全保障脆弱的困局，中缅

油气管道多年来一直被列为中国为实现能源进口

多元化而建设的四大战略通道之一。以云南为支

点的西南方向的中缅油气管道与东北方向的中俄

原油管道、西北方向的中亚天然气管道和中哈原

油管道，并列成为中国三大陆上能源进口通道，这

陆上三大能源进口通道，又与传统海上石油运输

线共同构筑起中国能源安全的四大战略通道。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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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缅原油管道的战略意义不可小觑。一方面，

管道绕开马六甲海峡，不仅缩短了至少 １２００ｋｍ
的路程，更可缓解和降低中国原油进口高度依赖

马六甲的压力和风险；另一方面，该管道原油输往

云南，可改变长期以来云南地区油品不足的局面，

因此，保障经云南边疆连通缅甸的能源通道和能

源运输、储备、供应安全，已经成为维护我国经济

安全的重要问题。［４］

当前，在云南边疆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能源

安全通道问题上，大国的身影无时不在，中国在云

南通道的能源安全面临相当严峻的挑战和威胁。

近年，这条能源通道面临不确定风险，因为缅甸是

个刚刚走上民主化进程的国家，缅甸克钦邦等中

缅油气管道经过区域内战不断，缅甸政府军与少

数民族地方武装的矛盾与交火，对中缅油气管道

构成了威胁，并且油气管道还可能成为缅甸国内

不同声音和派别反对中国的借口和经济、外交“人

质”。缅甸民主改革后，由于西方大国的“介入”，

中国在缅多项的投资遭遇波折，如密松水电站在

工程进展到一半时被停建，在中缅油气管道的建

设项目中，失去土地的农民反映赔偿不公且反对

和阻挠该项目的继续，这些都是大国势力幕后插

手的结果。鉴于与东南亚地缘政治安全环境复杂

交错，中国在中缅边境线内外的能源安全形势严

峻，维护云南边疆非传统安全，对于中国西南能源

安全通道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四、维护云南非传统安全对国家

总体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云南是全国世居民族最多、特有少数民族最多、
与境外同一民族毗邻而居的民族最多、人口较少民

族最多、民族自治地方最多、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最

多、民族文化最为多元的省区，其在地缘和民族宗教

文化上都与东南亚、南亚国家有着天然联系。云南

有１６个民族跨境而居，占全国跨境民族总数的１／２。
长期以来，云南边疆坚持以发展促和谐，以稳定保和

谐，统筹解决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全面推进

“平安云南”建设，进而巩固了云南边疆民族团结、

边疆巩固的良好局面。与此同时，云南边疆众多民

族杂居、多宗教并存，是毒品、枪爆、跨国犯罪的重灾

区和各种邪教、非法宗教活动较为猖獗的地区。另

外，云南作为中国经济欠发达区域，广泛存在的贫困

现象和跨境民族贫困群体，极易被国内外敌对势力

和“三股势力”所利用，并由此引发云南边疆一系列

局部性或整体性的社会安全问题，进而成为影响中

国国家安全和中华民族发展全局的重大隐患。当

前，云南边疆历史沉淀下来的深层次矛盾和改革发

展过程中产生的新矛盾较为突出，特殊的地缘位置

和区情使云南边疆地区具有鲜明的区域性特点，并

日益成为敌对势力特别是“三股势力”渗透破坏的

重点地区和重要通道。以 ２０１４年昆明火车站
“３０１”严重暴力恐怖事件为典型，已警示出“三股势
力”与境外敌对组织、敌对分子相勾结，以缅、泰、越

等国为基地，把云南作为活动的重要目标和通道，正

在加紧渗透并进行破坏活动。云南边疆作为防御境

内外“三股势力”的渗透和发展，打击走私贩毒等危

及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安全的各种跨国犯罪活动的

前沿阵地，已日益成为中国国家总体安全在西南版

块的重要保障。

目前，中国面临美国遏制防范中国的战略围堵

打压。我国不仅在东海、南海岛屿及资源的海疆安

全方面面临相关邻国非法侵蚀的严酷现实，而且传

统安全领域的地缘战略环境亦有所恶化；陆疆周边

反侵占、反分裂、反颠覆任务更加艰巨，发生在东南

亚、南亚国家和地区的一系列“颜色革命”和“民主

转型”，已警示了西方大国企图利用民主、人权、民

族、宗教等问题，干预、渗透、颠覆甚至阻碍中国和平

崛起的危险，如果云南边疆的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

题处理不当，将对中国总体国家安全产生重要影响，

甚至危及国家安全和西南边疆社会稳定。正如中共

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目前中国仍面临多元复杂

的安全威胁和挑战，维护国家统一、维护领土完整、

维护发展利益的任务艰巨繁重。”［５］目前，中国云南

边疆和平发展的外部安全环境日趋复杂，非传统安

全形势日趋严峻，暴力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宗

教极端主义“三股势力”威胁上升；重大自然灾害、

社会公共安全和公共卫生事件频发，影响社会和谐

稳定的因素增加，随着我国面向东南亚、南亚对外开

放的国家利益安全风险上升，维护战略机遇期的任

务更加艰巨。

云南与缅甸、越南、老挝三国接壤，毗邻泰国

和印度，是中国特殊的边疆、民族、贫困省份，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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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跨境民族、多民族文化交融的一个复杂汇聚地，

同时也是各种反华势力对我国进行不断渗透和实

施和平演变的一个重要通道。无论是推进“一带

一路”战略顺利实施的需要，还是维护总体国家安

全的需要，都亟需维护云南“一带一路”西南大通

道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以化解不利因素，破解中

国在西南方向的困局，并把借道发展变成合作发

展，使云南边疆“一带一路”西南大通道建设与周

边国家的战略发展由“对冲”变成共赢发展。总而

言之，维护云南的非传统安全，事关国家整体安全

大局，对于新形势下中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和

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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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文轩对于欢乐与痛苦的理解与法国作家罗曼
·罗兰有着共鸣，“我们应当敢于正视痛苦，尊敬痛

苦。欢乐虽然值得赞颂，但痛苦同样也值得赞赏。

这两位是姊妹，她们锻炼人类开展伟大的心魄。她

们是力，是生，是神。凡是不能兼爱欢乐与痛苦的

人，便是既不爱欢乐，亦不爱痛苦。凡是体味她们

的，方懂得人生的价值和离开人生时的甜蜜。”［１］２４６

作为一部儿童小说，《青铜葵花》不同于许多同时代

的儿童文学作品中弥漫的享乐主义气息，它追求的

是建立在认识苦难基础之上的乐观主义精神，表达

出一种深刻认识苦难之后的快乐，并且肯定了这是

一种真正的、有质量的快乐。

《青铜葵花》为少年儿童读者展示了与苦难与

困境结伴而行的成长，就像美丽的宝石必经熔岩的

冶炼一样，使少年儿童读者与青铜、葵花两位小主人

公一起，经历风雨、收获感动，潜移默化并且深刻地

影响了少年儿童读者的人生观建构与情感模式，也

启发了更多的读者由认识和理解文学中的苦难到直

面现实中的困境，并以处变不惊的优雅风度去从容

面对挑战，克服阻碍，从而获得人生真正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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