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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边疆地区跨境流动人口治理法治建设

吴立霞	

广西警院学院治安学院　530029

摘要：本文集中西南边疆地区跨境流动人口，分析边境地区治理问题。从推进我国“桥头保”战略出发，助力于西南开放，

研究边境地区境外人口非法流动的原因，并提出西南边疆地区跨境流动人口治理法治建设措施，旨在解决边境地区的社会

问题，助力于我国西南开放大局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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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代最为重要的特征就是人口跨境流动，云南

作为西南边疆与东南亚三国接壤的关键省份，在我国西南开

放内云南属于“桥头保”，拥有多个国家级、省级开放口岸，

对外开放步伐逐步加快。合法流入境外的商务型、劳务型与

文化交流型流动人口增加，对云南地区的经济、贸易发展有

积极性影响 [1]。在其开放过程中，若集中非法、无序人口流

动，将会对云南边境地区社会治理带来消极影响 [2]。基于此，

为促进云南边疆地区的健康发展，必须要正视非法跨境流动

人口现象，积极创新与健全管理，以此实现边疆地区民族的

社会稳定，社会的和谐发展。

1 西南边疆地区跨境流动人口现状

1.1 非法入境、滞留，严重侵犯国权

境外人员非法入境、非法滞留人员，对我国国家主权

形成严重侵害，对边境一带户籍与治安管理产生影响。长时

间的非法居留，为边境地区户政管理治理增加难度，侵犯国

家主权。除此之外，人群非法滞留行为，违反我国出入境管

理法规与治安管理法规，严重损害我国法律尊严。人口非法

流动，对我国边境管理秩序产生严重冲击，形成“有边无防”

混乱局面，这无疑是对我国边境管控的挑战。

1.2 境外人员违法犯罪，扰乱边境社会治安

境外流动人员在边境一线从事抢劫、盗窃与杀人越货

等违法犯罪活动，对边境地区的社会治安产生扰乱影响，影

响边境居民的生活与生产。边境村庄是我国边境的前沿地

带，这些百姓安全、村庄安宁与国家安全、边境地区和谐稳

定有密切关系。若我们不能有效的保护边境一线的村庄安

宁、宝兴安全，将会导致群众不信任政府，不相信国家。

1.3 走私违法犯罪活动频发，禁毒工作严峻

境外人员疯狂开展违法犯罪活动，不管是对我国还是

国际禁毒，均造成了严峻挑战。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

国对毒品走私一直保持着高压严打状态，但由于警力与技术

的限制，很难完全将走私犯罪扑灭。犯罪分子境外走私象牙、

香料等贵重物品，奇珍异兽走私案件也时常发生。调查可得

知，毒品走私对边境地区的村民健康有严重危害，一些村庄

的年轻人染上毒瘾，会导致家破人亡。毒品走私在内的各类

犯罪行为活动，严重影响非传统安全。

1.4 艾滋病防控难度大，卖淫活动屡禁不止

境外非法人员的非法就业，导致艾滋病的防控难度增

加。本文将非法就业集中在卖淫活动上，在云南部分地区可

见明显的黄、赌、毒相互交织。

1.5 境外人员非法传教对我国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

构成挑战

非法传教问题长期存在，纵观历史可得知，非法传教

是帝国主义入侵我国的工具。结合云南边境实际情况而言，

境外宗教渗透主要是基督教渗透。据不完全统计，从 2003

年开始，云南边境地区公安机关控制、驱逐出境的境外非法

传教人员总计 20 人。学术界与宗教管理部门认为，境外非

法传教者虽说人数不多，但这类现象在云南边境地区与内地

均存在，严重破坏我国宗教信仰政策，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

响。一些边境地区的村民文化程度较低，非法传教鉴别能力

不足，从众心理较强，从心理上被境外反动势力所俘获。不

少调查表明，一些云南边境村落，几乎全村就信仰基督教。

针对这些问题，地方政府应当选择措施，开展普法教育，举

办文化活动，以此避免非法宗教的蔓延，但实施效果并不显

著。全球化时代，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面临着较多挑战，

若是边境地区非法传教现象无法得到有效遏制与全面清理，

将会导致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难以在地方宣传，无法武装群

众，更无法掌握群众，影响边境地区群众对国家的认可。

2 西南边疆地区跨境流动人口治理法治建设

2.1 几何国家安全战略，加强境外流动人口管理

我国与中南半岛邻国之间山水相连，长期为和平相处

状态。传统安全问题逐步文静，但非传统安全问题却愈发明

显。新问题的出现，严重损害国家主权，且危害边境社会和

谐治理，比如：毒品、艾滋病、宗教渗透、非法通婚等 [3]。

我国属于和平发展的目标大国，不仅要注意国际冲突应对，

切实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还要处理非传统安全问题。

我国一以贯之的国策为对外开放，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们

应当紧抓西南开放“桥头堡”战略，促进其实施，加速发展。

与此同时，入境人员本身身份复杂，动机不一，必须要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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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境人员的管控。在建设贸易口岸的同时，扩大对外贸易

往来，不可简单的某些问题，走闭关老路，必须要始终坚持

对外开放。除此之外，还要克服麻痹大意的思想，与邻国要

友善，关注国家安全、维护边境安宁，强化出入境人员货物

检验、检查，加强往来人员活动监控，做好应急防范措施。

2.2 滞留境外流动人员，做好劝返工作

针对非法入境人员，必须要做好劝返工作，同时加大

清理力度与整顿力度。针对多次违反边境管理法规的人员，

应当依法开展强制性遣返。就不配合执法人员，也可实施刑

事拘留。基于此，建议中央与地方政府部门要适当加大经费

预算，确保工作婧翡翠红烛，建设考核奖励仅仅。扩大边境

一线巡逻防控人员数量，突破人员“瓶颈”问题。不少文献

研究表明，西南边疆地区跨境“有边无防”现象出现的原因

与警力有限、无法做到 24h 全服覆盖与无盲点监测有密切的

关系，必须要加强人员与物质完善。

滞留境外流动人员管理，可从以下几点入手：第一，

对于合法入境，且已经与我国人员结婚的境外人员，要适当

的简化办事程序，或选择几种服务方式，为这些人员登记办

理结婚手续 [4]。第二，针对在境内滞留 10 年以上、成家立

业的境外人员，可考虑下发居住证。将其纳入当地正常流

动人口管理体系内，针对其生育的子女，也应当加大关注，

确保社会和谐。目前，不少边境地区相关部门通过亲子鉴定

等技术，解决境外人员孩子户口问题，这一管理创新值得肯

定。后期工作中，应当加大制度创新，切实解决滞留问题，

杜绝社会遗留问题。第三，针对最近 1-2 年形成的非法婚姻，

可借助正当法律程序，坚决遣返。边境工作人员应当加强跨

国沟通，获得邻国政府的配合与支持。

2.3 安防警力双管齐下，加大犯罪预防打击

警力建设与村镇安防建设要同步进行，加大边境地区

可能出现的越境偷窃、抢劫犯罪活动预防力度与打击力度。

就发生在边境地区的犯罪活动，可见明显的突出、随机特点，

边境地区形式复杂，预防与打击难度较大。针对这类情况，

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第 1，建议对周边现有边防派出所的设置格局进行调整，

在犯罪率较高地区适当增设派出所，加强边境一线巡逻与监

控，以此提升破案率，为边境居民增强信心与安全感。

第 2，建议就居住较为分散的边境村落，实施并存定居

政策。若经费许可，当地政府可适当拨用，建设居民聚集新

村。配置简单的安防工具，成立护村队，在确保管理合理的

情况下，有效开展自卫。

2.4 强化安全观念，加强边检队伍建设

通过强化非传统安全的观念，积极建设边检队伍，针

对出现的走私活动、非法从业活动，加大打击力度。就走私

案件与艾滋病问题，我国采取了很多有效措施，也取得了一

定的效果，但依旧需要遵循“一个观念，两方面建设”原则。

一个观念知道的是，充分认知毒品走私、致癌并问题等，

国家必须要正视非传统安全问题，建设强大边防。全球化进

程内，各类非传统安全问题严重威胁国家健康发展与国家和

平安宁，必须要下功夫应对 [5]。

两个建设指的是：第一，加强与邻国执法合作，将边

防人员国家安全意识、整体战术能力提升。第二，加强与邻

国之间的执法合作，当前边境管理十分混乱，这与邻国政治

生态、管理理念与配合协同等方面有密切关系。

总而言之，针对进入我国实施卖淫嫖娼活动的境外人

员，在摸清底细的情况下，实施高压手段，统一行动。针对

涉及场所大规模清理与整顿，与邻国执法合作，严肃查处。

与此同时，处理运动打击，开展经常性排查与清理工作，避

免各类犯罪活动死灰复燃。

2.5 合理治理非法传教活动

第一，需要加大非法传教人员法律打击，与对象国密

切合作，予以遣返。第二，认知边境地区反宗教渗透公祖的

重要性，持续性开展工作。注重边境地区主流意识形态、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全面提升村民文化程度，铜鼓开展

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活动，建设文化长廊，加大正能量

传播，以此提升边境地区居民的精神水平与文明水平 [6]。

与此同时，明确边境地区居民错误宗教信仰的原因，实施标

本兼治疗，注意生产与生活问题解决，改善民生，以此实现

脱贫致富。边境地区群众只有相信国家政府能力，切实感受

到党组织与政府的关怀，才可更好的信任与拥护国家。积极

开展境外宗教渗透抵御，加强边境农村是合区建设，建设专

业社会工作机构，配合相关部门开展非法流动问题处理，以

此将社会矛盾化解。

结束语：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人口跨境流动属于客观

社会现象。正常、合法的人口流动，能够促进民族文化交流

与沟通，可促进流入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若是非法人口，无

须流动会为社会治理与社会法治建设带来问题与挑战，增加

社会治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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