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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学中的国门安全研究* 

 
王菲易  黄胜强 

 

【内容提要】 国门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实际上是指口岸管理中的进出境口岸。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口岸日益成为各国人员、货物（物品）和交通工具进出境

的唯一合法通道，口岸的主权性、开放性、国际性和国门安全风险源的多样性共同

导致了国门安全风险的流动性、跨境性、复杂性和外溢性。国门安全是国家安全不

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口岸管理是维护国门安全的主要途径。然而，在目前的国

家安全学研究中，国门安全仍是一个尚未引起学者关注的重要领域。当下的国门安

全研究滞后于进出境监管实践的发展，在响应国家安全战略方面存在不足。随着总

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国家安全内涵的拓宽、政府机构改革的推进和进出境监管实

践的发展，国家安全学必须不断拓展新的学科方向和研究议题。国家安全学研究不

能仅仅关注单个领域的国门安全问题，而必须基于国家安全的空间场域来凝练国门

安全的研究议题，并使国家安全学研究朝着巩固研究领域、促进学科构建的方向发

展。植根于维护国门安全的现实需求和完善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的理论需要的国门

安全学，应当成为国家安全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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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门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化的发展提升了口岸和国门安全在维

护国家安全中的作用。全球化要求货物、人员、资金和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机配置

和快速流通，而且上述要素的跨境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国门安全风险跨境传播的

速度和广度，使得国家安全所面临的挑战骤增。2018 年 4 月 9 日，教育部《关于加强

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提出设立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一方面，

在目前的国家安全学中，国门安全是一个尚未引起学者关注的重要领域；另一方面，

国门安全研究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国门安全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不断拓展，

逐渐从单一的进出境监管研究，开始形成一个以“国门/口岸”为关键词、具有多层次

意义的复合型研究群，使得国门安全研究与领域更为广阔的国家安全研究结合到了一

起。维护国门安全的目标催生了国门安全维护知识的系统总结和对进出境监管规律的

探索，进行对于国家安全学具有重要意义的国门/口岸和国门安全概念的内涵及其相关

概念的研究，并把这种普遍化的知识变成知识体系，以适应国际经贸发展和全球安全

形势变化的时代需要，已成为当下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的重要使命。 

 

一  国家安全学亟须关注国门安全研究 

 

国家安全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涉及学科众多、研究领域广泛、问题复杂多

样，加之学科形成时间短，使得研究队伍背景复杂，研究国家安全学的出发点和

角度纷杂，难以在较短时间内形成超越研究者原有学科背景的系统学科理论，国

家安全学在中国还处于一个尚未充分开拓的领域，在科学层面尚未完成国家安全

学学科体系的构建。
①
 当下的国家安全学研究，一方面未能梳理出核心的研究领

域和提炼出重要的研究主题，缺乏有效的研究路径、基本的分析框架和牢固的理

论基础；另一方面，对国家安全工作的路径依赖严重，存在理论落后于实践、实

践倒逼理论创新的状况，国家安全学在理论深度、学科交叉性、视角多样性等方

面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一）当下国家安全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其发展方向 

如何找到一种方法，从全局统领学科研究，脱离对国家安全工作的路径依赖，

改变当前国家安全研究散、乱、偏的局面，使得国家安全学研究由分散的部门管理

成为系统的学科，这是当下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的关键。 

                             

① 王秉、吴超、陈长坤：《关于国家安全学的若干思考——来自安全科学派的声音》，载《情

报杂志》2019 年第 7 期，第 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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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国家安全学的学科自觉意识有待加强。衡量一门成熟学科的标准是其努

力方向和建设目标，我们需要自觉按照成熟学科的标准推进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

国家安全学研究应该是一种目的性、预见性和规范性都十分明确和突出的自觉行

动，应主动、自觉和有计划地进行。如何理解国家安全研究的问题意识、学科内容

及其关系，如何理解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定位、学科性质及其关系，如何理解国家安

全学的学科边界、学科交叉及其关系，如何建设国家安全学学科专有理论知识和技

术方法，这些对于增进国家安全学科建设的自觉意识具有重要价值。 

第二，国家安全学的学科边界有待厘清。应用型学科从基础学科分化成独立学

科后，普遍存在由于研究边界模糊和研究范式不成熟所导致的学科发展隐忧。但是，

也正是因为这些对学科边界、研究范式、核心理论、研究价值的不断思考与反复辩

论，丰富了学科的内涵和外延，推动着学科螺旋式发展。① 一门学科的研究主题，

分支学科的构成，应有自身的发展逻辑和内在依据。由于国家安全的复杂性，以其

为研究对象的国家安全学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学科，不可避免地与其他学科存在交

叉重叠的问题，需要进行仔细梳理和细致分析。在国家安全学的学科构成中，既有

一个学科向另一个学科交叉形成的分支学科（如国家安全管理学、国家安全法学、

国家安全教育学等），
②
 又有一个学科向其实际部门（情报学、外交学等）工作交

叉形成的分支学科，其条件是这些学科之间存在研究共域，即研究领域的互相重合

或部分重合。交叉共域是国家安全学中分支学科产生的重要依据，任何忽略或强调

国家安全学某一分支学科的观点都是不科学的或者不可取的。 

第三，国家安全学的概念体系和核心理论有待建构。国家安全学学科内部尚未

形成一致认可的独特的学科核心理论、学科研究域、关键问题和学科体系的共识。

独立学科的独立性有多个条件，其中核心条件是必须具有不可替代的学科核心理论

及在其基础上构建的学科理论体系，必须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研究域。
③
 作为一门

正在成长中的学科，国家安全学并不成熟，也不完善，学科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一切都要从 基础的工作做起，即论证和构建由核心概念统领、基本概念组成的

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概念体系是在对学科进行全面考察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反

                             

① 徐晓林、刘帅、毛子骏、周博雅：《公共管理研究的非传统安全命题》，载《中国行政管

理》2018 年第 10 期，第 121 页。 

② 刘跃进：《对国家安全学学科门类合理化定位的思考》，载《情报杂志》2019 年第 2 期，

第 3 页。 

③ 冯广京等：《中国土地科学学科建设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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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了学科建设的整体框架，是国家安全学理论体系的支柱。 

第四，国家安全学的知识体系有待完善。国家安全学的体系结构问题至今还是

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尽管所有研究者都认为这是国家安全学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问

题，但是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一直没有真正展开。国家安全学的核心理论，尤其是不

能被其他学科理论替代的核心理论，是构建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的核心和主轴。知

识的积累和理论的创新是国家安全学发展的动力源泉，如果没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作

依托，国家安全学就只能等同于纯粹经验性的技术操作知识，其本身是否有资格作

为一门学科都要受到质疑；只有完成了核心理论尤其是不能被其他学科理论替代的

核心理论研究，才能够奠定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的理论基础。 

第五，国家安全学的研究议题有待凝练。“我国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比历史

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

何时候都要复杂。”
①
 国家安全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国家安全学应涵盖多样的、综

合的研究议题，诸如国门安全、网络安全、极地安全、外层空间安全、海外利益安

全等议题尚未纳入国家安全学的研究范畴。其中，国门安全研究滞后于进出境监管

实践的发展，在响应国家安全战略、推动国家安全能力建设方面存在不足。学科属

于一个历史性范畴，一门学科从诞生到发展都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这种外部环境

主要来源于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影响。② 随着国家安全内涵的拓宽、政府机构改革

的推进和进出境监管实践的发展，国家安全学必须不断拓展新的学科方向和研究议

题。国家安全学要将国门安全纳入其视野中，不能仅仅关注单个领域的国门安全问

题（如外来生物入侵等国门生物安全问题），必须基于国家安全的空间场域来确定

国门安全的研究议题，使得国家安全学研究朝着巩固研究领域、促进学科构建的方

向发展。 

（二）国门安全研究的着眼点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进出境监管活动越来越紧密地与国际安全、经济贸易

安全、国民安全、政治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和核安全等传统安全、非传统安

全的不同领域、多个层面相关联，国门安全的时空领域更加广阔、形势日益严峻；

只有对国门安全的基本内涵、构成要素和影响因素等进行系统分析和全面探讨，才

                             

①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外文局编：《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

文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00 页。 

② 李娟、李晓旭：《高等学校重点学科建设研究》，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5 年版，

第 1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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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为切实维护国门安全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数量众多而且

类型各异、布局复杂的口岸，国门安全形势复杂多变的国家而言，开展国门安全研

究不仅是维护国家安全的现实需要，更是提升国门安全治理水平的迫切要求。海关

和口岸在国门安全维护中的意义日渐突出，国门安全研究受到了越来越多国内外学

者的关注。2019 年 5 月，海关与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在上海海关学院挂牌成立，重

点关注国门安全研究。 

如何在口岸 大限度地实现人便于行、物畅其流的同时，防止重大疫情、国际

犯罪集团、恐怖主义、非法移民、新型有害生物、生物武器等通过口岸进入本国，

确保国门安全，是当下国门安全研究的核心议题。国外对国门安全的研究集中于三

个方面：（1）对自由贸易与国门安全关系的研究；①（2）恐怖主义与国门安全关系

的探讨；②（3）先进技术在国门安全维护中的运用研究等，如美国提出的“智能口

岸”（Smart Border）项目。九一一事件后，欧洲和北美国家对国门安全的关注空前

提升，学者们开始思考如何在确保正常国际交往的前提下，维护本国的国门安全。③ 

为防止恐怖分子对某些为促进贸易便利而疏于监管的供应链环节发起攻击，美国在

九一一事件后提出了“口岸外推”（Push the border outward）的口号，执法空间向

国境外延伸，实际上是将美国口岸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 后一道防线。在这个思路

下，美国海关推出了一系列举措，包括海关与商界反恐合作伙伴关系计划

（Customs-Trade Partnership Against Terrorism，简称 C-TPAT）、集装箱安全倡议

（Container Security Initiaitive）、全球盾项目（Global Shield Programme）、“信任旅行

者”（Trusted Traveller）计划、“全球通关”（Global Entry）、“24 小时提前申报规则”

等。口岸是有害生物、传染病、危险武器和恐怖分子进入一国的主要渠道，④ 国门

                             

① Stephen Flynn, “Beyond Border Control,” Foreign Affairs, Vol. 79, No. 6, 2000, pp. 57-68; 

Alan D. Macpherson, James E. McConnell, Anneliese Vance and Vida Vanchan, The Impact of US 

Government Anti-terrorism Policies on Canada-US Cross-border Commerce: An Exploratory Study 

from Western New York and Southern Ontario, Canada United States Trade Center and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 2006, p. 29. 

② Steven Globerman and Paul Storer, The Impact of 9/11 on Canada-U.S. Trade, Tora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8; Ackleson Jason, “Constructing Security on the U.S.-Mexico Border,” Political 

Geography, Vol. 24, No. 2, 2005, pp. 165-184 ; David Newman, “Borders and Bordersing: Towards an 

Interdisciplinary Dialogu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Vol. 9, No. 2, 2006, pp. 171-186. 

③ Emmhanuel Brunet-Jrilly, Comparing Border Security in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 Ottawa: 

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2007, p. 1. 

④ Tom Ridge, “Securing America’s Borders Fact Sheet: Border Security,” http://www.whitehouse. 

gov/; Tom Ridge, “U.S is More Secure,” http://www.usatoday.com/news/op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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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与国家安全同等重要。① 美国海关推出的“集装箱安全倡议”是美国全球反恐

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在于通过把甄别货物安全风险和查验的环节前置在

海运集装箱的出口港和转运港，将美国的国家安全防线延伸到美国国土之外，防止

恐怖分子利用海运集装箱藏匿大规模杀伤武器袭击美国。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

化的背景下，如何协调贸易便利化与贸易安全之间的冲突，成为当下国门安全研究

的热点问题。 

自 2010 年以来，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二大经济体，全方位开放

格局向纵深推进，对外开放的大门越来越大，国门安全面临新形势，国门安全风险通

过口岸渗透入境的方式更加隐蔽多样。这里既有安全准入风险，也有经济涉税风险；

既有静态和动态的风险，也有重大和特定的风险。“海关必须着眼国家安全大局，强化

口岸安全管控能力，坚决防范和打击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暴力恐怖、民族分裂、宗教

极端活动，把各类违禁物资拒于国门之外。坚决打击各类逃税涉税走私活动，持续加

大对各类危害生态安全走私活动的打击力度，坚决堵住危害人民生命安全的各类有害

物质的流入渠道，守住监管底线，有效破除安全威胁”，“当好新时代国门安全的守护

人”。② 各类国门安全风险不断涌现，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日渐突出，与此相关的议题逐

渐被提上国家安全学的研究议程。国内对国门安全的研究集中于政治地理学、国际关

系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侧重关注三大议题：边境安全、③ 国门非传统安全
④
 和供

                             

① Tom Tancredo, “Census Report Finds Illegals Threat to U.S. Security,” The Washington Times, 

http://www.stormfront.org/forum/t10993/. 

② 倪岳峰：《努力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海关》，载《求是》2018 年第 20 期，第

32 页。 

③ 胡志丁、骆华松、李灿松：《地缘安全视角下国家边界的“三重功能”及其优化组合》，

载《人文地理》2012 年第 3 期，第 73-77 页；丁建伟：《论宗教对中国西北边疆安全的双重影响》，

载《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1 期，第 10-17 页；高永久：《宗教

对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双重作用》，载《甘肃社会科学》2003 年第 4 期，第 5-8 页；栗忠献：《跨

境民族问题与边疆安全刍议》，载《学术论坛》2009 年第 3 期，第 57-60 页。 

④ 任娜：《中国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层次性与应对》，载《当代亚太》2010 年第 5 期，第 89-103

页；余潇枫：《“检验检疫”与口岸公共安全新挑战——基于非传统安全的分析》，载《中国社会

公共安全研究报告》2014 年第 1 期，第 36-58 页；廖丹子：《“多元性”非传统安全：网络安全

挑战与治理》，载《国际安全研究》2014 年第 3 期，第 26-39 页；赵振拴等：《非传统安全视角

下的中国国境卫生检疫风险识别研究及应用》，载《检验检疫学刊》2014 年第 3 期，第 60-64 页；

余潇枫：《非传统安全治理能力建设的一种新思路——“检验检疫”的复合型安全职能分析》，载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4 年第 9 期，第 80-89 页；余潇枫、赵振栓、廖丹子：《从“国门安

全”到“场域安全”——出入境检验检疫的非传统安全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年版；廖丹子：《中国国门非传统安全威胁：生成、识别与治理》，载《中国行政管理》2018 年

第 5 期，第 108-1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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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链安全；
①
 主要运用类型学方法对中国国门非传统安全问题进行分析。然而，这

些研究还无法满足支撑国门安全治理的需要。于是，通过国家安全学的构建与发展，

形成完整的、体系化的国门安全知识体系，就成为推进国门安全研究的必然选择。 

国门安全研究主要着眼于总体国家安全观与中国国门安全研究，以总体国家安

全观为指导，关注中国国门安全的现状、问题和对策，具体研究议题包括总体国家

安全观和中国的国门安全体系研究，各个具体的国门安全领域（国门经济安全、国

门生物安全、国门卫生安全、国门核生化安全等）现状、趋势和对策研究。任何社

会科学研究都要有现实关怀和价值导向，都以指导现实实践为 终目标，国门安全

研究的 终目的是探寻中国国门安全问题的解决之道和国门安全治理的有效之策。 

 

二  国门形态的演变与国门安全的基本特征 

 

国门，国家主权之所在。国门是一个抽象概念，实际是指进出境口岸（port of 

entry）。国门随国家的产生而出现，依托国家边界或国境(national border)而设立。边

界确定了一个国家的领土范围；它们是国防战略和国家安全政策的基本参考点。
②
 口

岸是国家对外开放的门户，既是进入国门的“第一关口”，也是走出国门的“ 后

防线”。由于国家边界经历了从地理的陆、海边界到陆、海、空、水、网的立体化、

全域化边界的发展，国门的形态不断演化，国门安全的内涵及其基本特征也在不断

变迁。 

（一）国门的概念、起源与演化 

人们通常把国门狭义地理解为设在国家陆路边境的口岸，认为海关和边防一

样，守护着国家的边境安全，这对国门的理解是不准确的。国门其实是指一切进出

境口岸。比如，北京首都机场被称为中国“第一国门”，但它并不在陆路边境地区。

国门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从国家口岸管理的概念上讲就是口岸。《国务院关于口岸

                             

① 刘永胜：《食品供应链安全风险防控机制研究——基于行为视角的分析》，载《北京社

会科学》2015 年第 7 期，第 47-52 页；丁俊发：《美国全球供应链安全国家战略与中国对策》，

载《中国流通经济》2016 年第 9 期，第 5-9 页；杜雅婷、杨向东、马卓元：《“一带一路”供应

链安全管理体系研究》，载《质量与认证》2017 年第 5 期，第 53-55 页；马宁：《中美 ICT 供

应链安全审查制度比较》，载《保密科学技术》2018 年第 4 期，第 16-22 页；晚春东、秦志兵、

吴绩新：《供应链安全视角下食品安全风险控制研究》，载《中国软科学》2018 年第 10 期，第

184-192 页。 

② Alan D Bersin, “Lines and Flows: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Borders,” World Customs 

Journal, Vol. 6, No. 1, 2012, p.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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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批复》中对口岸的界定是：供人员、货物、物品和交通工

具直接出入国（关、边）境的港口、机场、车站、跨境通道等。从概念上看，口岸

被定义为跨越国家边界的通道，从理论上讲，口岸应设在边界上，经过口岸的行为

被称为跨界或跨境流动。从口岸的演进历程和当代口岸的发展趋势可以看出，当今

国门的设置逐渐摆脱了传统的地理边界（geographic border），主要是依托口岸边界

（institution-based border）① 而设置。 

口岸是一个时空概念，在时间维度上它是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整合，在空间维度

上它是地理空间与社会交往空间的交融。从历时性角度和地理空间的角度来说，口

岸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空间的不断开拓，经历了从沿边口岸向沿海口岸、内地口岸的

发展；从共时性角度和社会空间的角度来说，口岸又经历了从陆地口岸、沿海口岸、

内河口岸到航空口岸、铁路运输口岸的发展。 

现代意义上的口岸起源于古代陆地边境上的“关卡”和允许对外贸易的港口。

中国设立关隘、开放港口的历史久远，早在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就有用于政治、军

事、治安保卫性质的陆地关卡和沿海港口的史籍记载。上溯至西周时期，商业被列

为王官“九职”之一，私人商业应运而生，但国家出于安全考虑，对行商等流动人

口“执禁以讥，禁异服，识异言”，具有现代口岸某些类似功能的“关卡”自此诞

生。② 在当时，口岸主要是指诸侯国之间的关隘，更多是与军事关卡联系在一起。

中国史书 早关于边关的记载是《礼记·王制》中“关执禁以讥”。“讥”就是“检

查、稽查”的意思，其职责“禁异服、识异言”，意思是“查缉与本国人不同的外

国奸细”。这表明，中国 早的关隘在周代已经出现。口岸管理机构也因时代不同、

职责也各异，中国古代曾有过“关津”“市舶司”“卡伦”等口岸制度，一般负责查

验过往人员的凭证、征收赋税、会哨巡逻、管理出入船舶、车辆等事务。③ 因此，

现代意义的口岸是由古代的商道边境关卡和港口、商埠演化而来的。随着国与国之

间的经济贸易活动和人员交往活动范围的扩大、所使用的运载工具的变化和进出境

                             

① Institution-based border 的提法出自《口岸管理现代化》一书，参见 Gerard McLinden, 

Enrique Fanta, David Widdowson and Tom Doyle, eds., Border Management Modernization, The 

World Bank, 2001, p. 38。从字面意思上看，institution-based border 可以翻译成“按机构设置地点

划分的边界”，这里的机构就是海关、边检、检验检疫等口岸执法机构，所以我们把 institution-based 

border 意译为“口岸边界”。参见王菲易：《海关语境中“border”的译法辨析》，载《海关与经贸

研究》2018 年第 6 期，第 80 页。 

② 朱振：《中国口岸开放与发展之路》，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8 页。 

③ 许渭生主编：《边境管理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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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的变化，口岸的选址历经国（边）境 → 沿海内河 → 内陆航空港站 → 内陆

公路铁路直通式港站的变化过程。①  

口岸的形态演变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 1494 年地理大发现以

前，口岸主要表现为边境军事要塞；第二阶段，随着远洋航运的发展，以通商为主

体的口岸，即商埠码头产生，口岸的外延发生了第一次扩展，口岸在当时也被称为

通商口岸。根据《政治经济学辞典》的解释，商埠是“一个国家指定的准许外国人

前来通商的地方”。② 第三阶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开始，随着航空、公路、

铁路运输以及集装箱运输、高速公路网、计算机技术的广泛运用，口岸的外延发生

了第二次扩展，出现了内陆型航空口岸和非边境的内陆型公路、铁路口岸。“口岸

设置摆脱了传统的自然地域局限，海陆空立体化口岸体系随之形成”。③  

从总体上看，国门/口岸的演化主要体现为两个基本向度：一是口岸地理位置

的变化，古代口岸就是要塞，现代口岸则是关境的跨境通道；二是口岸功能的拓展，

口岸不仅承担着 基本的跨境交通功能，还有政治、经济、社会和安全功能。国门

安全问题古已有之，随国家边界（国界）的出现而产生。国家边界的概念不断拓展，

经历了从地理边界到口岸边界的演化；国家边界内涵的丰富使得国门/口岸的概念

从地理的陆、海边界发展为陆、海、空、水、网的立体化、全域化的国门/口岸概

念，口岸管理也同样向立体化、全域化的方向发展，由此导致国门安全的具体内涵

也逐渐从边界安全或边境安全拓展到口岸安全。安全是口岸管理的关键词；口岸管

理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防线，既包含政治安全、国土安全等传

统安全，也包含经济安全、资源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

等非传统安全。④ 

（二）国门安全的基本内涵与主要特征 

国门安全⑤ 就是口岸安全，是海关等口岸执法部门通过保证人、货物（物品）

和运输工具的合法进出口岸所实现的国家安全。余潇枫等学者系统分析了中国国门

                             

① 李庚、连红：《世界口岸历史演变与当代特征》，载《北京经济瞭望·北京财贸学院学报》

1996 年第 4 期，第 4 页。 

② 许涤新：《政治经济学辞典（中册）》，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06 页。 

③ 郝玉柱、王明正：《内陆口岸及相关概念辨析》，载《时代经贸》2014 年第 4 期，第 310 页。 

④ 赵文斌：《安全是口岸管理永恒的主题》，载《中国国门时报》2018 年 2 月 27 日，第 1 版。 

⑤ 本文的“国门安全”概念就是余潇枫教授提出的“场域安全”概念。他认为场域安全有

三大特性：一是空间维度的延展性；二是时间维度的累积性；三是实践维度的多样性。参见余潇

枫、赵振栓、廖丹子：《从“国门安全”到“场域安全”——出入境检验检疫的非传统安全分析》，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9-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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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中的生态环境、进口食品、产品质量与公共卫生四大问题，提出了“场域安全”

的应对思路。场域安全是指处在复合关系状态下的“总体性安全”，是“具有整体、

交织、复合、时变性特征的安全语境”。① 
国家设立口岸的目的在于规定所有进出

国境的人、货物（物品）和运输工具都必须而且只能从口岸通过，口岸是合法进出

国境的唯一通道。口岸拓宽了国家安全治理实践的时空；维护国门安全已经成为口

岸管理的首要目标。口岸是国家安全在时间上的开始和空间上的起点，也是联结由

公共安全、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组成的国家安全体系中的一个个节点。截至 2018

年 12 月，全国共有经国务院批准开放的口岸 306 个，其中水运口岸 138 个（海运

口岸 83 个，内河口岸 55 个），航空口岸 73 个，铁路口岸 20 个，公路口岸 75 个，

这就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国门安全网络体系。 

随着口岸的演进和发展，国门的形态发生了变化，内涵逐渐丰富，主要表现在

三个方面：（1）国门逐渐向一国的腹地延伸，如内地口岸、内河口岸等；（2）国门

逐渐越过了一国的国家边界/国境，国门也有存在于一个国家领土之外的情况，比

如美国海关在加拿大机场进行执法活动，实际上是将美国的国门延伸至加拿大境

内；（3）依托情报搜集、数据分析和科技手段，国门逐渐摆脱了物理空间的制约，

虚拟口岸（virtual border）的概念开始出现，实现了对国家安全治理界限的虚拟化

延伸。
②
 因此，口岸已经不再是传统观念中所认为的维护国门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而是维护国门安全的 后一道防线。 

国门形态的演变也反映了后冷战时代国家安全的脆弱性，“冷战时期我们至少

能预料危险将来自哪个方向，而现在却不知何时何地就会遭殃。” ③ 随着国门安全

形势的变化，口岸的内涵和外延日益丰富，国门安全的内涵与外延也逐渐拓展并具

有多样形态，涵盖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

全、卫生安全、食品安全、质量安全和科技安全等领域，呈现出国际安全与国内安

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国境安全与关境安全交织的局面。应转变“国门安全

只是边界或边境安全”的狭隘定位，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域内重新理解口岸在国

家安全、国家利益、国家战略中的联结作用，重新理解国门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定

                             

① 余潇枫：《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报告（2014-201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年

版，第 2-5 页。 

② 王菲易、黄胜强：《海关、口岸安全与国家安全——关检融合后海关安全准入职能的内涵

与趋势研究》，载《海关与经贸研究》2019 年第 3 期，第 5-6 页。 

③ 陆忠伟主编：《非传统安全论》，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90-3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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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以及海关的安全准入职能。国门安全，不仅是保障国家贸易、产业和财政利益的

经济安全，还是通过国门公共安全防控职能保证国家在政治、社会、生态方面的安

全不会受到侵害和威胁；不仅是通过卫生检疫、动植物检疫、商品（食品药品）检

验等手段保护公众健康的国民安全，还在税收征管等经济领域以及国土安全等方面

体现主权独立及其维护的主权安全。在中国确定的涵盖 12 项国家安全内容的总体

国家安全观中，海关承担的国门安全维护职责几乎与所有安全领域都直接或间接相

关。其中，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生

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与海关职能直接相关，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等与海关职

能间接相关（参见表 1）。 

表 1  国门安全的维护路径 

序号 类别 维护路径 

1 
政治安全、国土安全、

军事安全 
封堵政治性有害出版物渗透入境、口岸反恐、缉毒、反洗钱、防

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打击走私等。 

2 
经济安全、社会安全、

文化安全 

实施贸易管制、实际查验、税收征管等，打击逃避海关监管、偷

逃海关税收等走私违法行为，防控与应对对外贸易安全的挑战，

防范出口骗税，进行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打击文物走私、非法出

版物及音像制品入境、知识产权海关保护、产品质量安全把控。 

3 生态安全、资源安全
打击和防范固体废物及破坏臭氧层物质走私、濒危动植物走私、

外来有害生物入侵、疫病疫情传入。 

4 核安全 
口岸核辐射监测、防止核扩散，防范放射性污染物及放射性废物

入境等。 

5 科技安全、信息安全 情报收集、数据分析，为维护国门安全提供科技支撑和信息支持。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在传统的国家安全概念中，地理边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确定了国家领土和主

权的空间范围，明确了国防和边境的范围；而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口岸边界

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引发了国家安全环境的重大变化。国门安全的

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国门安全是一种动态安全。国门安全是一个变动的存在，表现为一个动

态的过程。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域或空间，国门安全风险是相对单一的、静止的和

可控的，国门安全风险的演化过程也是简单的、线性的和可预测的，国门安全风险

的潜在危害是可预测、可防控的。但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口岸日益成为各国人

员、货物（物品）和交通工具进出境的唯一合法通道，口岸的主权性、开放性、国

际性和国门安全风险源的多样性共同导致了国门安全风险的流动性、跨境性、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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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外溢性。研究国门安全风险，必须考虑时间维度。
①
 

第二，国门安全是一种跨界安全。国门安全在问题属性、发生领域、关涉对象

等方面，具有跨越国家边界、跨越部门、跨地域的特点。口岸作为连接内地与国外

的重要节点，导致国门安全的影响不会局限于某一特定区域，而是呈现“内传和外

溢”，进而表现出跨境或跨国流动的趋势。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跨界性正在朝向无

界性的方向发展，国门安全是没有物理边界的。从主权国家的安全治理而言，传统

的国家观以及国家维护和捍卫主权而设立的以军队、警察、监狱等为核心的国防安

全设施和边界也形同虚设——虚拟边界已经拆除了一切地理边界的界限与藩篱。某

种程度而言，虚拟的国门安全治理取决于网络技术和供应链安全管理的有效性。

2012 年 2 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签发了《全球供应链安全国家战略》，把全球供

应链安全纳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第三，国门安全是一种共生安全（symbiotic security），②
 国门安全的跨界性衍

生了国门安全的共生性。一国的国门安全状况不仅仅取决于本国的国门安全治理情

况，还取决于与之相关国家的国门安全治理情况，这也表明了国门安全的相互依赖

性（interdependence），凸显了口岸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随着跨境电商的兴

起，其供应链从境内延伸到境外，必须依靠口岸国际合作，通过联合监管或数据共

享，共同维护国门安全。2011 年 12 月，由中国海关与美国能源部负责实施的“大

港计划”合作试点项目在上海洋山港启动，旨在通过在港口安装核辐射检测仪器设

备系统，阻止核和其他放射性物质非法贩运，以保障国际贸易供应链安全。2018

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跨境动物疫病联防联控合作机制正式成立，其目的是加强

跨境动物疫病防控政策交流，建立联合防控合作机制，保障人类健康、食品安全、

动物及其产品贸易安全和生态安全，推动贸易便利化。③ 

第四，国门安全是一种主动安全。国门安全不同于边界和边境安全，边界和边

境安全重在防范，国门安全的要务则在于保证进出口岸的人、货物（物品）和运输

工具具有合法性和安全性；口岸管理的实质是“准许进出”，目标是“安全进出”，

而边境管理的实质是“守护边界”，目标是“阻止进出”。边界和边境安全是被动安

                             

① 冯维江、张宇燕：《新时代国家安全学——思想渊源、实践基础和理论逻辑》，载《世界

经济与政治》2019 年第 4 期，第 23 页。 

② 关于“共生安全”的概念，参见刘雪莲、欧阳皓玥：《从共存安全到共生安全：基于边境

安全特殊性的思考》，载《国际安全研究》2019 年第 2 期，第 3-23 页。 

③《2018 年中国海关检出多例重点传染病，截获有害生物 68.5 万种次》，http://finance.sina.

别 com.cn/roll/2019-01-22/doc-ihrfqziz997585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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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防御，而国门安全是主动安全管控，这种安全管控不仅是消除威胁或化解危险的

被动管控，还涉及对安全条件的积极建构以实现可持续的国门安全。① 边界安全是

国门安全的前置和保障；国门安全是边界安全的后续和补充，但也是边界安全的漏

洞。边界安全是以边界线（line）为时空的安全防控；国门安全是对人流、物流（flow）

的全链条式防控，防范人与物进出境的安全威胁。国门安全更在于维护跨境流动过

程的安全。美国在九一一事件后不仅成立了国土安全部，而且迅速调整了口岸管理

政策，口岸管理的触角不断外移，积极反恐，以主动塑造安全的国际环境等成为美

国口岸管理的主要任务。 

第五，国门安全是一种国际性的国内安全（intermestic security）。随着互联网

技术和联通载体日新月异，全球范围内的人、物、交通工具跨境流动、纵横交织、

互联互通，“国际问题国内化和国内问题国际化”的特征日益凸显，跨境流动管理

过程中产生的国门安全风险更加复杂多样。作为一种全新的政治现象，国际安全问

题与国内安全问题的相互转化呈现的主要特点是“相互转化的速度加快，范围更大，

涉及的领域也更为广泛；往往会产生影响持续扩大的‘蝴蝶效应’。” ② 中国对外

开放格局已经全方位地卷入全球体系之中，中国的国门安全问题紧密镶嵌于全球供

应链结构与互动关系之中。国门安全的“外溢性”，在国内安全国际化、国际安全

国内化的背景下，使国门安全风险经常产生跨境的国际影响。口岸成为串联本土安

全和国际安全两种安全领域、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空间，可以说，没有国门安

全就没有国家安全。 

 

三  国门安全学的研究对象与学科归属 

 

国门安全学是一门以进出境监管活动为研究对象，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

为目标，探索国门安全治理规律的学科。国门安全学的构建与发展，需要全面把握

进出境监管活动的本质，科学界定国门安全学的基本内涵，厘清学科边界和学科定

位，明确学科内容和学科归属，探讨学科的核心理论、关键技术和学科体系以及学

科建设研究方向和研究路径。 

                             

① 李佳、崔顺姬：《论边疆安全如何成为积极价值——基于“安全化/去安全化”框架的分

析》，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1 期，第 70-76 页。 

② 赵晓春：《国际安全问题国内化与国内安全问题国际化研究》，载《国际安全研究》2013

年第 3 期，第 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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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门安全学的研究对象：进出境监管活动 

进出境监管活动构成了国门安全学的研究对象。进出境监管的客体是跨境流动

的人员、货物（物品）和运输工具。从具体内容来看，进出境监管活动主要包括对

进出境人员、货物（物品）和运输工具进行合法性和安全性检查、商品质量检验、

动植物检疫、食品药品监督等，阻截非法进出境人员、查禁禁止进出境物品并查缉

违反进出境管理法律法规的违法行为。从科学研究的层面来看，进出境监管作为对

人和物跨境流动行为进行监管的一种行为，具有相对独立性，而对这种监管行为的

研究，尚未进入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视野，而且很少作为其他学科的主要研究对象。 

张康之教授认为，一门学科能否成立，取决于四个标准：（1）完整的概念群

落，概念之间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排列起来；（2）拥有自己的问题域，即相对稳

定的研究对象；（3）有多种理论；（4）独立的研究方法。① 如果对照上述标准，

国门安全学作为一门学科可以说是非常勉强的。但是，如果不是把国门安全学作为

一门成熟的学科来看待，而是把它作为一门正在成长中的学科，或者说一门亟须建

立的学科来看，那么，我们只需要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既有的各门学科能不能满

足进出境监管的现实要求，而需要一门新的学科来研究和回答进出境监管活动中涌

现的诸多新问题。 

随着全球化的深度发展，国际人员往来、货物和服务贸易等跨境活动日益增多，

使得进出境监管逐渐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领域，各国在进出境监管范围、监管模

式以及监管手段等方面不断变化，进出境监管活动中蕴涵着各种各样的国门安全风

险，对此应进行专门的理论研究，而这为国门安全学的构建提供了可能和机遇。在

九一一事件以后的十年间，人体炸弹、美国时代广场炸弹袭击案、炸弹包裹事件

等三起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事件
② 都涉及人员或货物的跨境流动。国门安全的重要

特征在于其衍生性；当诸如疫病疫情等公共卫生领域的威胁通过人、货物（物品）、

运输工具等形式的跨境流动进入一国境内对该国造成风险、威胁甚至更严重的影响

时，就会演变为公共卫生安全问题。这就决定了国门安全学研究对象的跨领域、多

领域交叉的特点，也成为国门安全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特征。国门安全学的本

质是研究国门安全维护一般规律的学科，围绕着国门安全维护的目标，演化生成了

                             

① 参见李潇潇：《公共管理的自主性与开放性——张康之、周志忍、竺乾威、孔繁斌、何艳

玲五人谈》，载《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5 年第 3 期，第 14 页。 

② Alan D. Bersin, “Lines and Flows: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Borders,” World Customs 

Journal, Vol. 6, No. 1, 2012, p.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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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的概念谱系，如国门生物安全、国门核安全、国门经济安全等。作为一项重

要的公共产品，国门安全具有政治性、公共性和服务性等特点。 

国门安全学主要是以进出境监管的理论和实践为基础，以解决跨境流动过程中

产生的各类国门安全威胁为导向，以寻找维护国门安全的有效对策为目标，以进出

境监管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为其基本框架，对进出境监管的历史与现状、主体与

客体、基本规律与发展趋向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国门安全学不仅研究国门安全威

胁的基本理论和具体实践，而且研究解决国门安全威胁“对策”的基本理论和具体

实践。国门安全学的学科构建是由应对国门安全风险而产生的，口岸管理实践应成

为国门安全学的价值本源和现实来源，国门安全学应纳入国家安全学的学科体系，

成为国家安全学的分支学科。 

（二）国门安全学的学科归属：作为国家安全学分支学科的国门安全学 

学科是内在的知识建制和外在的社会建制有机结合的知识规范体，知识建制是

学科存在的根本，社会建制是学科发展的支撑，也是促进学科内在建制成熟的条件。

外在的社会建制必须能够契合学科的内在知识建制的基本特性，才能够推动学科内

在知识建制的健康发展。国门安全学的学科归属直接关涉其学科的社会建制。目前，

学界对国门安全学是一门什么性质的学科尚未达成共识，对学科性质的研究不够深

入，导致对国门安全学本质属性的认知不准确，引致国门安全学学科建设目标和发

展路径混乱、学科体系构建失范。在中国的学科专业目录中，与国门安全直接相关

的海关管理专业被归入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但现阶段国门安全学所涉及的研究领域

和范畴已超出公共管理的学科范畴。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指南里，与海关

相关的课题分别归在历史学、法学、应用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国际问题研究

等学科门类中。这种情况，一方面反映出中国的国门安全学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

实践中，都还没有展开其全部的丰富性；另一方面也说明，无论是法学，还是公共

管理学、应用经济学，都容纳不下完整意义上的国门安全学。 

从国门的起源、国门形态的演化与国门安全研究的发展趋势来看，国门安全学

与国家安全学之间存在重要关联，设立国门安全学是对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的非常

必要且有益的补充，有助于完善国家安全学的学科结构和知识体系。根据 2009 年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

法》，二级学科设置应符合以下基本条件：“（一）与所属一级学科下的其他二级学

科有相近的理论基础，或是所属一级学科研究对象的不同方面；（二）具有相对独

立的专业知识体系，已形成若干明确的研究方向；（三）社会对该学科人才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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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的需求。”① 可以根据上述条件对国门安全学的学科归属情况进行分析。 

首先，从研究对象来看，国门安全学以进出境监管活动为对象，研究影响国门

安全的因素及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特点和规律。主要内容包括研究国门安全的

构成要素，探讨影响国门安全的因素、分析国门安全风险以及建构国门安全防控体

系等。探讨国门安全学的学科内容，其意义在于维护国门安全的整体架构和实现路

径。国家安全学是一门新兴学科，需要厘清其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进而建立起完

整的学科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上才能科学、合理地设计学科知识结构与专业方向。

从总体国家安全观出发，建立国家安全学学科理论体系，需要以进出境监管活动为

研究对象的国门安全学充实其研究对象、核心概念和知识体系。 

其次，从理论基础来看，作为一门关于国门安全治理的学问，国门安全学以维

护国门安全为基本使命。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学，既涉及国内安全，也涉及国际安

全；既涉及国境安全，也涉及关境安全；既涉及传统安全，也涉及非传统安全。上

述这些安全领域，都与国门安全学的研究内容直接相关。将国门安全学纳入国家安

全学一级学科下，通过制订学科建设方案，明确科学研究的目标，促进跨学科、跨

专业的合作研究和学术交流，有助于为国家安全学的发展扎稳根基。在研究进出境

监管活动时，不仅需要全面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还应以国家安全学为学科指导，

把《国家安全法》《国家安全战略纲要》等作为指导思想，使得国门安全学与国家

安全学在理论体系、学科脉络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保持一致。 

后，从人才需求来看，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

增长动力的关键时期，对外开放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正发生深刻变化，海关安全准入

职能的强化、进出境检验检疫相关业务融入新海关等，国门安全学应用领域人才不

足的矛盾日益突出，难以适应日益复杂且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进出境监管工作的

现实需要。从人才培养来看，海关管理专业在专业大类上也可归属于国家安全类专

业。因此，将国门安全学纳入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下，也有助于明确和细化国家安

全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和就业方向。 

国门安全学的构建，不仅能够适应国门安全治理的需要，也能够在丰富国家安

全学的学科内涵和促进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建设方面发挥独特作用。我们建议把以国

门安全维护为研究目标的国门安全学置于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下，使其成为一个独

立的二级学科。国门安全学的学科使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建构国门安全治

                             

① 《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教育部网站，http://www.moe.gov.cn/ 

s78/A22/xwb_left/moe_833/tnull_454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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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理念、目标并致力于付诸进出境监管实践；二是设计能够有效维护国门安全的

组织架构和进出境监管制度；三是探寻科学有效的方法、技术和手段，构建国门安

全风险防控体系，提高国门安全治理水平。 

 

四  在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下加强国门安全研究 

 

学科是科学研究发展成熟的产物。科学研究发展成熟而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的标

志是：独立的研究内容、成熟的研究方法、规范的学科体制。
①
 一般认为，判断一

个独立学科是否形成有三大要素：独特的研究对象、严谨的理论体系和专门的研究

方法。② 其中，研究对象的独特性决定了学科的存在价值；理论体系决定了学科知

识体系的基本架构；研究方法关涉学科知识积累的广度和深度。要使国门安全学成

为一门独立学科，必须确立其研究对象，凝练核心概念，以构建自身的概念体系、

理论范畴、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将国门安全纳入国家安全学的研究视野之中，不

仅有助于拓展对国家安全研究的认知，口岸监管、口岸安全等相关概念的提出也为

国家安全学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 

（一）在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下加强国门安全研究的必要性 

拥有学科要求的完备知识体系并获得同行承认是国家安全学获得学科独立地

位的关键，学科建设应当以“内”定“外”，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注重内在的知识

建制，构建自身的研究范式。③ 核心理论是构建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的主轴，国门

安全研究不仅要力求发现被国家安全学所忽视的关键议题和研究领域，还要对如国

门、关境、关税等一些重要概念进行概念阐释和理论创新，在此基础上进行学科理

论与研究方法的创新，形成对进出境监管活动和国门安全治理的理论阐释。在国家

安全学一级学科下加强国门安全研究的必要性在于： 

第一，充实国家安全学研究对象、推进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构建的迫切需要。

进出境监管活动中容易衍生出各种国门安全问题；从总体国家安全观出发，建立国

家安全学学科理论体系，需要以进出境监管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国门安全学充实其核

心概念和知识体系。概念是学术研究借以开展的工具，要促进学术研究水平的不断

                             

① 蔡曙山：《科学与学科的关系及中国的学科制度建设》，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 年第 3

期，第 79 页。 

② 朱莉：《大学之路》，呼和浩特：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95 页。 

③ 吴国盛：《学科制度的内在建设》，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 年第 3 期，第 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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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任何学科都必须对它的基本概念有着共识性的理解。① 如果缺乏在基础性概

念基础上形成的积累性知识体系，建构国家安全学学科的话语体系就无从谈起。因

此，要建构积累性的和系统性的研究成果，就需要明确研究重点，促成重要议题获

得集中关注。 

概念构成认识之网上的一个个“网结”；在国家安全学的知识体系中，“国门/

口岸”就是这样的一个“网结”，一个观察、理解国家安全学的重要视点。在国家

安全学学科建设中，随着研究议题的不断变化以及理论视角的转化，国门安全研究

的主题及其概念结构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而正是与口岸内容相关的诸多概念在

本质上存在着共性，才使得国门安全研究能够在“国家安全学”的名义下有机联成

一体。我们需要在国门安全治理实践的演进中形塑与口岸相关的基础性概念，如口

岸安全、口岸监管、供应链安全等。 

第二，加强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的现实需要。国家安全学的建设与发展需要

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安全观的话语体系。在国

门安全研究的发展中，在其基本概念的历史演进中，我们可以发现，诸如海关、

口岸等基本概念的产生以及其内涵的获得和外延的拓展，都是与其特定的历史背

景联系在一起的，都反映了其所处时代需要解决问题的知识建构过程，学者们对

概念的选择、使用和赋予什么样的新内容，也反映了其对解决实践问题的追求。

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和九一一事件的发生，使得国门安全、口岸管控等国门安全相

关议题逐渐成为国家安全研究的重要议题。首先，国家安全语境下的学术对话需

要确定国门、口岸管理、国门安全、口岸监管等基本概念的准确涵义才能得以进

行。其次，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我们也需要确定

这些概念在英文中的准确内涵，才能够形成共同的学术概念和话语体系。这也可

以视为国家安全学界对学科基本概念的接受和再度反思的一个必经的过程。

后，需要尽快推动国门安全研究从零散的、局部的专题探讨逐渐走向全局的和体

系的思考和理论总结。 

第三，推进海关落实国家安全战略、顺应关检融合和海关职能转型的理论需

要。在 2018 年政府机构改革中，出入境检验检疫划入海关，机构改革后，海关

监管职责更多，监管范围更广，监管链条更长，维护国门安全面临的压力和挑战

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大。中国海关承担着维护进出口贸易秩序和国家经济安

                             

① 张康之、张乾友等：《公共行政的概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 页。 



国家安全学中的国门安全研究 

 · 70 · 

全、维护战略资源安全和宏观调控、保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生活稳定、维护生态安

全等重要职能。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发展、新变化，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

全威胁交织，海关在缉毒、反恐、反核扩散、反渗透、维稳、知识产权保护和环

境保护等方面的职责更加突出，而这些都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海

关在上述方面的各项职能都要服务于国家安全战略的现实需求和维护国门安全

的基本使命，海关安全准入职能的有效履行需要国家安全学理论的科学指引。国

门安全研究的根本目的是改进中国的进出境监管实践，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国门安

全，使得国家安全学能够在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中发挥“重

要的理论支撑作用和实践导向功能”。 

（二）在国家安全学的框架下推进对国门安全相关概念和议题的研究 

我们认为，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国门安全学已经开始形成，这决定我们在开展

国门安全研究时应当具有基本的学科自信，同时也要看到这门学科构建的任务依然

艰巨。应当承认，国门安全学的概念群落、核心理论、研究方法和学术共同体等，

都只能说仍处于学科建构期的准备阶段。国门安全研究要以国家安全学的知识体系

为基础，充分运用国家安全学的概念工具、核心理论和研究方法。 

第一，国门安全学需要从理论层面系统研究包括海关、国境、关境、口岸、

关税等核心概念，分析影响国门安全的一般因素及其作用规律，研究国门安全对

国家安全的影响机制。一门学科是否拥有被广泛接受和使用的核心概念，是否建

立起严谨完善的理论体系，是决定这门学科是否独立于其他学科并走向成熟的重

要标志。长期以来，我们对国门/口岸（border）的理解过于狭隘，将国门/口岸

等同于英文的 port（港口），将口岸管理(border management)等同于英文的 port 

management（港口管理），这不仅导致国家安全学没有对国门/口岸（border）和

口岸管理(border management)概念给予充分关注，也在客观上导致了国内的国门

安全研究无法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对话。
①
 在国家安全学研究中，关于国门/口岸、

国境、关境、口岸管理等基础概念的梳理和厘清，这项基础性工作已经到了必须

去做的时候了。纵观中国学界，存在着对国门/口岸、口岸管理等基本概念使用

上的随意性问题，许多专家学者并不关注国门/口岸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往往根

据自己的理解随意使用和解读国门/口岸和口岸管理等概念，造成了学术对话的

困难和理论研究的迟滞。如果不对国家安全学中的这些基本概念进行内涵和外延

                             

① 关于 border 一词的中文翻译，参见王菲易：《海关语境中“border”的译法辨析》，载《海

关与经贸研究》2018 年第 6 期，第 75-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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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清晰界定，就意味着我们始终处于国家安全学学科基础知识不牢的困境。进

而，在缺乏一个学科必要的基础知识和积累性的知识体系的条件下，国家安全学

的学科建设根本无从谈起。 

在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时代，“国门/口岸”的概念和内涵在不断拓展和

延伸，成为包括政治、经济、民族、社会、文化的多维度、多层次的复合型概念，

涉及地缘关系、治理理念等多种因素。在新的形势下，中国的口岸不仅是对外开

放的前沿阵地，而且是沟通内外的重要节点以及对内、对外开放的主要通道，国

门安全研究关涉传统与现代、国内与国际、局部与全局、地方与中央，所以，国

门安全在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安全体系中处于重要地位，无论是传统安全研究还

是非传统安全研究，其中的许多研究议题，都与国门安全研究的议题不断交叉和

交融。 

第二，未来应在国家安全学学科理论构建与应用研究两个方面推进国门安全

研究。在理论构建方面，一是要综合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国家安全学等学科的

研究成果，如整体性治理理论、非传统安全理论等；二是要结合典型国家的代表

性案例，揭示国门安全与国家安全等重要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识别国门安全的

影响因素，形成国家安全学自身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以科学解释当前的进出境

管理实践和口岸管理体制改革中涌现的各种问题。在应用研究方面，可以基于理

论框架构建国门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口岸通关效率评估模型，综合采用定性研究

与定量研究，形成兼具科学性与可操作性的方法体系，评价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

的变化趋势，监测国门安全动态变化态势，建构国门安全风险防控体系，有效应

对各类国门安全风险。 

第三，展望未来的国门安全研究，研究方式的复合化是国门安全学学科建设的

基本方法，是实现进出境监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增进国门安全学知识积累的现实

路径。研究方式的复合化是指学术研究对各种研究方法、学理逻辑和研究基础的组

合使用并融合，实现理论和经验结合。① 国门安全学既是一个研究对象横布在国际

关系学、公共管理学、边境管理学等众多领域的横断学科，又是一个需要充分利用

多门学科成果解决进出境监管活动中所产生的各类复杂问题而形成的综合性学科。

学科边界模糊是国门安全学发展中的一个难题，这与其产生的背景、研究对象的独

特性以及学科定位有关。如果说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边界是基于发生

                             

① 罗梁波、颜昌武：《从单一性到复合化：中国公共管理研究的现实与未来》，载《政治学

研究》2018 年第 5 期，第 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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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域的横向划分，① 而国门安全学的产生则更多蕴涵了纵向划分的成分，即侧重于

国门安全治理的宏观、中观和微观层次。横向、纵向双重维度加剧了国门安全学学

科边界的模糊性。以国家安全学的研究方法和主要理论来厘清国门安全学的研究旨

趣并拓展其研究范畴，以国际关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基本规律推进国门安全学的理

论研究深度，或许是当下国门安全学学科建设的一个合理选择。 

 

五  结语 

 

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演变和全球安全形势变迁的过程中，国门安全研究的范围

和影响正日渐增强。而在这中间，国门/口岸概念作为一个形塑国门安全研究话语

基础与主体框架的基本术语，就成为对具体的进出境监管问题与事务进行叙述与分

析的基本环节之一。在中国国家安全形势发展的现实需要和国家安全学学科发展的

支持推动下，开展国门安全研究的时机已经成熟。而且，已经有一些学者在公共管

理学的框架下对国门非传统安全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这

样的形势下，国门安全学完全有可能发展成为国家安全学的分支学科。国门安全研

究可以选择从基本概念和主要议题入手，提炼、总结国门安全治理的实践经验，探

索“进出境监管实践——进出境监管话语——进出境监管理论——国门安全学”的

学术发展路径。 

【收稿日期：2019-02-15】 

【修回日期：2019-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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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志忍：《公共管理学科发展需要结构化辩论》，载《中国行政管理》2017 年第 9 期，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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