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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一事件以来美国边境政策的调整淤

———基于“再边境化冶视角的分析

刘摇 一摇 摇 摇

也内容提要页特朗普执政以来竭力争取实施美墨边境墙修建计划,使美

墨边境和移民政策问题日益突出,这在本质上与欧洲国家的“再边境化冶不
谋而合。 作为与“去边境化冶相反的趋势,“再边境化冶是人们面对全球化浪

潮的一种退缩反应。 在美国,这种趋势在九一一事件之后呈现加强态势。
美国的“再边境化冶不仅体现在增强传统地理边境的壁垒效应上,还表现为

强化美国社会中的“身份建构边境冶,并突出地表现在严苛的移民政策上。
合理的“再边境化冶可以帮助人们塑造心理舒适区,但过度的“再边境化冶可
能会使美国加固“美国优先冶的观念建构,并带来相应的负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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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2016 年大选期间宣称要修建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边境墙。
他上任后采取限制移民的政策,在 2018 年中期选举时仍坚持抵挡来自拉美国家的

“移民大篷车冶( immigrant caravan),派军队守卫美国南部陆地边境。 这不仅是特朗

普的“美国优先冶理念在移民与边境政策上的体现,也与当今世界的保守趋势相吻

合。 美墨边境墙议题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与“去边境化冶
和“再边境化冶的进程密切相关。 特朗普对于修建美墨边境墙的重视,标志着九一一

事件以来美国的“再边境化冶趋势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将对美国产生广泛而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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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本文拟考察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边境政策的调整,并尝试说明特朗普政府执意

修建美墨边境墙和收紧移民政策的动因及其影响。 国内关于美墨边境安全、非法移

民与少数族裔问题、九一一事件后的反恐演变等方面的研究较为丰富,这为考察美国

边境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学术背景。 鉴于学术界关于边境、边境化、边境问题的研究成

果颇丰,淤本文将从“再边境化冶的角度对九一一之后美国的边境政策的缘起、路径和

影响进行说明,为阐释美国边境与移民政策提供一种参考视角,以期对美国边境与移

民政策的变化加深了解。

一摇 “再边境化冶理论的提出

从 15 世纪开始,领土及框定其范围的边界有了特定的含义。于 自民族国家诞生

以来,边境一直同国家主权与领土关系密切,它是一国主权所止之处,又是另一国开

始行使主权的地方,它代表了国家或政治实体的分界线,同时在社会建构意义上区别

了“我们冶与“他们冶,形成二元对立。 在关于边境的传统释义中,边境指由自然阻隔

或人类设定的政治地理边界,边境地区往往充满了军事与政治对立,国家牢牢地掌控

边境,在边境地带重兵设防,以至于形成了威斯特伐利亚式的边境管控状态。盂 用建

构主义的话语来说,这就是一种“霍布斯式冶的边境文化。 具体到美国而言,“霍布斯

式冶的边境文化始终存在,但相较于欧洲权势征伐的百年辗转,美国独特的历史经历

与相对单纯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其边境文化更多地涉及边疆(frontier)文化。榆 “边疆冶
是一个美国概念而不是欧洲概念,美国人在描述“边疆冶时,一般指定居区( settle鄄
ment)结束和“荒蛮冶(wilderness)开始的地方,或是白人定居区的边缘和土著人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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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淤 伴随着洒满印第安人血泪的西进运动,美国白人把领土扩展到太平洋,从
而使两大洋之间的领土连接起来。 美国又通过与墨西哥的战争基本奠定了西南方的

疆域。 美国幅员辽阔的领土从此大体确定下来,又因为它南北两面无强敌而保持了

整体边境的长期稳定,以至于形成了独特的、有安全感的美国边境文化。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政治地理边境与阻隔东西方

阵营的意识形态边境的消逝。 另一方面,方兴未艾的全球化使得各种要素跨过国家

边境自由流动,以至于人们惊叹于“地理的终结冶 于 “无边境世界冶盂和“后现代冶榆的

到来。 边境地区的互动成为地缘政治研究的焦点问题,“边境化冶而不是边境本身,
成为边境研究的核心内容。虞 边境作为传统政治地理分界线的意义在减弱,而它在

时空中的社会实践意义却在凸显。 边境化进程不再是空间的分界线,而是流动在人

群或场域中的持续不断的战略行为。愚边境在此时不仅仅代表着某个场域的边界或

该场域的终止,而且可以改变人们认知,使人们形成“边境思维冶。舆“去边境化冶是与

“再边境化冶相反的一种趋势。 “去边境化冶思想兴起于 20 世纪 90 年代冷战结束、全
球化快速发展的时代。 约翰·鲁杰( John Gerard Ruggie)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世
界应该进入后冷战时代,边境将表现出非领土形态的特征,边界或边境不再清晰,也
不再固定。余 马赛厄斯·艾伯特(Mathias Albert)与洛萨·布罗克(Lothar Brock)认
为,在冷战终结和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主权的概念在式微,“去边境化冶正在发生,并
且因此产生了新的国际关系空间。俞 乔基姆·布拉特(Joachim K. Blatter)则认为,在
全球化背景下,跨境合作产生了柔性且广泛的多层次系统,传统的民族国家被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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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交换网络或跨国意识形态联盟不停地冲击,淤这样,国家在政府的内外关系中离

其守门员的位置越来越远,信息、资本和服务等不同要素创造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流
动空间冶,逐步取代了民族国家时代建立的“领土空间冶。于 “去边境化冶就是一种去

掉或减弱边境壁垒功能的过程,使边境更易渗透,人们更容易越过它,这种趋势在欧

洲的“申根化冶进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冷战的结束,以及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发

展,为“去边境化冶思想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时空背景。
然而,“去边境化冶并没有如乐观的全球主义者预期的那样一直发展下去。 学者

彼得·安德烈亚斯(Peter Andreas)指出,九一一事件和 21 世纪初发生在欧洲马德

里、伦敦等城市的恐怖主义事件使得国家选择重新建起边境,造成了边境话语的安全

化转向。盂 在这种安全话语与实践的转向之下,众多学者对“再边境化冶的背景做出

了解释:全球化的黑暗面,即隐藏在全球化背后的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恐怖主义、西方

世界的新式帝国主义行径,以及对非法移民和跨国犯罪的担忧,被纳入到重塑边境的

话语体系之中。榆 安德烈亚斯和托马斯·比尔斯特克(Thomas J. Biersteker)主编的

论文集《北美的“再边境化冶》对北美“再边境化冶问题做出了全面的研究,指出了九

一一事件后北美边境重筑的实践转向。虞戴维·纽曼(David Newman)认为,恰恰是全

球化时代的恐怖主义使得国家重新关闭了边境之门。愚 布朗·温迪(Brown Wendy)
指出,国家、主权和边境等话语在全球化时代并没有消失,反而得到增强。舆 “再边境

化冶呈现了持续发展的态势,瓦萨米斯·米特赛莱盖斯(Valsamis Mitsilegas)在《全球

化时代的移民管控》一文中指出,全球化背景下的边境的可流动性增强了国家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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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传统意义上的国家领土的控制。淤 最后,就像学者罗伯特·阿尔瓦雷茨(Robert R.
Alvarez)总结的那样,边境研究,尤其是美墨边境研究,需要再次考虑国家地理边界

线的作用,边境并没有像有的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消失了,边境研究需要向国家中心转

向,以此为基础才能研究边境化效应。于所以,“再边境化冶变成了解释西方社会边境

与移民政策的重要概念,在本质上与国家主权紧密相联,重塑边境的理念在九一一事

件之后被广泛接受。 九一一事件的发生,使边境议题发生了显著的转向,就北美来

说,20 世纪 90 年代关于边境研究的文献主要涉及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发展,而恐怖袭

击之后,边境研究便迅速转向国家安全研究。盂“再边境化冶是恢复边境阻隔作用的一

种进程,它发生在边境地区,也可以流动在更为广阔的社会时空场域之中。 在传统的

政治地理边境上,“再边境化冶可以表现为边境墙的修建或加固,或重开检查站、检疫

站和海关机构,或对货物、商品重新增加关税,使得曾经失去的边境功能被恢复或增

强;在建构意义上的身份和社会边境上,“再边境化冶还可以表现为收紧移民政策,加
大对非法移民或难民的遣返力度,以及加深对非本国居民的歧视,等等。 概言之,
“再边境化冶不仅体现在传统的政治地理边境上,还展现在社会化进程之中,是一个

流动的时空概念。 在逆全球化和“再国家化冶的进程中,“再边境化冶会有所加强,自
九一一事件以来,美国社会呈现了“再边境化冶的特征,榆能够为解释当前西方社会的

内顾倾向提供独特的视角。

二摇 美国边境的发展演变及“再边境化冶的缘起

美国立国时间虽短,但在领土开拓上极具进取精神,用了不长的时间就从仅占据

大西洋西岸部分领土的 13 个殖民地发展成为横亘两大洋的一个巨型国家。 独立后

的美国积极地在与传统殖民强国的博弈及与邻国关系的转圜中进行土地扩张:1803
年美国从法国手中购得路易斯安那,之后又从西班牙和墨西哥的手中获得了西佛罗

里达、加利福尼亚与新墨西哥等领土,使其从密西西比河流域扩张到落基山脉,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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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其作为大国的强盛根基。淤 美国目前约有 983 万平方公里的广袤领土(其中约 915
万平方公里为陆地面积,约 68 万平方公里为水域面积),海岸线全长近二万公里,陆
地国境线全长约 1. 2 万公里,这其中包含与北部邻国加拿大之间的陆地边界 8893 公

里,以及与南部邻国墨西哥之间的 3155 公里边界。于

相较于历史上与当今的其他洲际大国,美国的地缘政治条件独一无二,有较为理

想的大国地缘环境。 在北部陆地边境,美国与加拿大保持了长期友好的边境关系。
自 1938 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安大略金斯顿发表演讲之后,美国与加拿大便开

启了同盟关系的时代,形成一种安全与政策默契。盂美国与加拿大的边境在九一一事

件之前是全球最长的不设防边境,其边境管控措施呈现低密度、低关注度和低优先的

特点,边境问题从来不是双边关系的中心问题。榆 超过 90%的加拿大人口生活在美

加边境 100 英里的范围内。虞

美国南部的陆地邻国是墨西哥。 美墨边境是世界上最为繁忙的边境之一:在北

美自由贸易区建立后的两年,即 1996 年有 7500 万汽车、350 万卡车货车和 2. 5 亿人

次从墨西哥进入美国,而在 1998 年有将近三亿人次合法地穿越美墨边境。愚相较于

问题较少的美加边境,美墨边境因为非法移民和各种犯罪问题从里根政府时期就被

军事化了,舆以至于有的学者称美墨边境需要墙,而美加边境需要就安全问题进行更

多沟通;美墨边境的威胁阻碍了美国与墨西哥的合作,而美加边境则可使两国一直保

持合作关系。余 尽管如此,美国依旧保持了相较于其他大国绝佳的地缘优势,即东西

向洋,南北无敌。
尽管美墨边境关系在 20 世纪以来呈现一种逐步紧张的态势,但是,20 世纪 90

年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和北美自贸区的运行,是北美地区最为显著的“去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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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化冶进程,这也为美国进入 21 世纪以来进行“再边境化冶提供了背景。 一定程度上

受到了欧盟建立内部无边境自由市场的刺激,美国希望主导自贸区的建设, 1994 年,
北美自贸区正式建立并投入运行。 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运行,不仅促进了双边自由贸

易(例如,美墨双边贸易额从 1994 年的 1000 亿美元左右上升到 2015 年的 5000 亿美

元左右淤)的发展,还使边境地区因为频繁的经济交流而变得像一座连接彼此的友好

沟通之桥(具体的“去边境化冶进程包括增加边境口岸,减少入关程序,缩短入关等候

时间等)。于 虽然不如欧盟的“去边境化冶彻底,但是北美自由贸易区曾经也因为美加

和美墨边境壁垒效应的减弱而成为一个生产要素能自由跨境流动的实体,并且形成

了类似于欧盟的贸易区外部边境(墨西哥与其中美洲邻国的边境,以及加拿大和墨

西哥的海岸线盂),以阻挡来自贸易区以外的破坏因素。 尽管兴起于 20 世纪 70 年代

以出口加工为导向的墨西哥客户工业在北美自贸区成立后因为关税的原因而出口效

果减弱,榆但美墨两国各种要素在边境地带的日益交融产生了“边境人冶,并且他们有

了共同的“地区归属感冶。虞

若用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的话语来说,美国与加拿大这两大民主国家的边境长期

以来保持着“康德式冶的边境文化关系,双方把彼此视为朋友;而美国与墨西哥的边

境关系则没有那么简单,如上文所述,美墨边境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但是总体趋

势是在收紧,“再边境化冶趋势明显。 在边境地区,生产要素总是伴随着毒品、非法移

民的往来而流动,形成了复杂的美墨边境文化。 在全球化浪潮涌动和欧洲一体化的

时代,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曾一度使北美边境文化的主流态势也向“去边境化冶方
向发展,但是北美洲并没有像欧洲申根国家那样实现彻底的“去边境化冶,而是选择

依旧保留边境,甚至在某种时空环境下进行更强的“再边境化冶进程。
第一,美墨边境存在的由来已久的问题成为美国“再边境化冶的长期原因。 美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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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非法移民和美国边境执法问题是被学者们广泛讨论的问题。淤 外国人非法越

境问题对美国边境管控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而这种挑战主要来自美墨边境。于 美墨

边境关系共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发展:1. 1848 ~ 1910 年,美墨边境处于“边疆时代冶,
即边境处于开放状态,边境的移民和商业并没有受到约束和管制;2. 墨西哥革命、美
国禁酒令的实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共同推动了美墨边境关系进入第二个阶

段,即双方的边境进入管制状态;3. 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保守主义的兴起,美墨

边境关系进入第三个阶段,即以打击边境犯罪为主的边境执法时期;4. 随着九一一

事件的发生,美墨边境关系转移到以保卫美国国家安全为主的第四阶段。盂来自墨西

哥的非法移民是美国经济的副产品和墨西哥落后经济的伴生物。榆 美墨边境的繁荣

忙碌无法掩盖两国边境关系长久以来的紧张态势,美墨边境开始进入边境执法时

期。虞 自从美国确立了以移民国籍为基础的限额制度后,非法移民便出现在美墨边

境上,并且先后出现了四波非法移民潮。愚 虽然近些年出现了墨西哥移民数量下降

的趋势,但是非法移民中大约 70%仍来自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舆目前,毒品走私猖

獗、非法移民和恐怖分子涌入等因素危害着美国的国家安全。余因此,出于历史与现

实原因,美墨边境的军事化,以及跨国犯罪,毒品、非法移民及恐怖分子入境等问题,
造成了美墨关系的长期龃龉。 此外,隐藏在背后的多元文化主义导致的分离倾向也

不应被忽视。俞美国推进“再边境化冶的逻辑背景就源于这些问题。
第二,九一一事件是美国“再边境化冶空前加强的直接原因。 虽然西方世界的欧

盟和美国都是在进入 21 世纪以后显著加强了“再边境化冶进程,但是两者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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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却不同。 欧盟建造外部边境的“再边境化冶行为逻辑主要是“在缺少内部边境管

控时形成统一的以各成员国为基础的移民、避难政策与外部边境管控冶 。淤重筑边境

的另一个原因则源于欧盟东扩,这使欧盟外部边境问题成为重要议题。 欧洲边境重

筑的时间点是以 2004 年建立的欧盟外部边境管理局(European Border and Coast
Guard Agency,Frontex)为标志。 欧盟的“再边境化冶逻辑的演变主要不是由九一一事

件后的安全话语与实践建构的。于 但是,美国进入 21 世纪以来显著增强的边境重筑

态势与其对国家安全议题的极度重视,直接源于九一一事件对美国本土造成的巨大

冲击。 九一一事件后,“再边境化冶,或者说边境的重筑,成为美国边境话语中重要的

词汇。盂 九一一袭击之后,美国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实行陆海空边境的高度戒备,榆之

后边境安全便成为公共政策中非常优先的议题,虞边境管控也由多部门多头管理向

海陆空全天候全方位统一执法与管理转型。愚 美国的“再边境化冶由此得到空前的

发展。
第三,美国国内存在社会问题是其“再边境化冶的内生动因。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

家,移民是促进美国发展的重要因素。 但是,移民的大量涌入改变了美国的人口构

成。 有研究称,到 2050 年,白人将从美国人口的绝对多数变成人口最多的少数族群,
美国人将因此对其他族裔(尤其是穆斯林)产生不信任感。舆 另一方面,美国经历了

从“熔炉冶政策到多元文化主义的转变,“肯定性行动冶被视为“政治正确冶,广大白人

普遍感受到了“逆向歧视冶。 白人认为这违反了机会平等的原则,侵害了个人自由。
因此,白人种族主义势力抬头,部分白人对少数族裔充满了歧视与偏见,新的种族隔

离现象出现,这导致了美国族裔间的边界更加清晰且不易消除。 此外,美国的经济发

展和福利制度并未缓解族群间的差距,族裔之间反而出现了分化趋势。 白人对非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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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裔、印第安人和亚裔等人群存有难以消除的歧视情绪,历史遗毒、政治权利的

缺失使割裂彼此的边界日益清晰,更加深刻地影响着美国“再边境化冶的发展。
第四,加强对美国的认同感是“再边境化冶的社会文化建构原因。 边境在当今时

代背景下不仅仅是国与国边界上的边境墙或栅栏,还可在社会中表现为区分“这里冶
和“那里冶、“我们冶和“他们冶、“自己冶和“别人冶、“里面冶和“外面冶的分界线。淤 通过

“边境化冶来实现对移民管束的秩序化(ordering)与他者化(othering),在九一一之后

的美国尤其突出。于 若从心理学上来说,边境本身是对不安全感、脆弱感与疑虑的防

范,它反映了人们为了形成心理舒适区而致力于获取控制感与安定感的战略努力。盂

因此,边境成为加固身份认同的有效媒介,不论是边境线上的日常实践,还是社会建

构层面的移民安全话语,都可以通过“边境化冶这种社会趋势来增强某一民族的身份

认同感。 美国和加拿大的边境关系一直良好,但是在九一一事件发生以后,美加边境

关系也发生了墨西哥化的情况,榆这对于建构美国的安全话语,增加美国人的身份认

同以动员更大的社会力量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特朗普在竞选时也曾经用较为激进的

话语来论述其建造美墨边境墙的原因:“当墨西哥向美国输入移民时,他们不输送最

好的,而是输送有问题的人,这些人带来毒品、带来犯罪,他们是强奸犯,只有一部分

是好人冶。虞 因此,在某种情势下,精英阶层通过某种实践与话语的建构,来区分精英

美国人与非法移民和不同族裔,增强精英阶层的美国身份认同,用以服务于其某种政

策目的。

三摇 美国“再边境化冶的路径

美国的“再边境化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路径,在不同时期也

会呈现不同的状态。 具体来说,美国“再边境化冶的路径可以表现为建造实体边境

墙,设置涉及边境管理的重要机构或建立数字边境,还包括对社会建构边境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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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和现实环境的影响下,美国边境管控的主要依据是美国宪法和其他相关法律,
这包括《移民和国籍法》 (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安全围栏法》 ( Secure
Fence Act of 2006)和《非法移民改革与移民责任法》( Illegal Immigration Reform and
Immigrant Responsibility Act of 1996)。 为了拒阻非法移民,保护美国国土安全,这些

法令构成了边境与移民管控的整体法律框架。
(一) 美墨边境墙的建造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边境的传统壁垒作用逐步减弱,边境不再是密不透

风的了,而是变得有渗透性。 虽然国家主权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式微,但是依旧通过某

种形态显现,美墨边境墙就是如此。 尽管美墨边境地区的居民共享远比一条边界线

多得多的东西(如历史、文化、安全、能源,等等),淤但美墨边境地带依旧是充满危险

和争议的地区。于 1970 年,美墨签订了边界条约,解决了所有的边界纠纷,使美墨边

境成为长达 3000 多公里、被穿越的最多的边境之一。盂 1993 年,美国总统克林顿授

权建造圣地亚哥和蒂华纳之间约 14 英里的边境阻隔。榆 1994 年,美国的“去边境化冶
进程和“再边境化冶进程同时发生:虞从北美自贸区成立之时起,美国陆军工程兵开始

在美墨边境建造阻隔物。 1996 年,国会通过《非法移民改革与移民责任法》延长美墨

边境阻隔物的建设,同时弥补之前边境的缺陷。愚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一直致

力于建造美墨边境的阻隔物。 九一一事件后,美国派出更多军队并增加更多科技装

备以保护美国边境安全。 2006 年 10 月,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由共和党议员彼得·
金(Peter T. King)提出的《安全围栏法》,以期全面掌控美国边境。舆 根据这一法案,
美国开始大规模地建设与墨西哥之间的安全围栏,围栏长度超过 1000 公里,大约占

整个美墨边境线的 1 / 3,但是边境线因为各种原因被隔开,围栏之间有众多缺口,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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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形成连贯的线。 而有的州,比如得克萨斯州,仍有大量边境开放,边境围栏并没

有连起来。 特朗普竞选时,安全围栏也不再被称为“围栏冶,而是被称为“墙冶,这打破

了多年的政治禁忌。 特朗普反复声称要建造边境墙,并表示“我要建造很坚固的墙,
没有人能比我建的墙好;相信我,我会用并不高昂的价格来建造它冶 。淤特朗普打破

了前任不敢触碰的政治忌讳,重新启用“墙冶这个概念,隐约呼应着冷战激烈对抗时

期的“柏林墙冶。 他不仅喊的口号激进,而且行为也十分大胆,号称要建造大约 1600
公里的边境墙,把除了自然隔绝的美墨边境以外的部分都封闭起来。 建造美墨边境

墙的耗费极大,远非特朗普所说的 40 或 50 亿美元,而是可能高达 200 亿 ~ 700 亿美

元,于而且实际进展也极为缓慢,但是美墨边境墙重回人们的视野,其背后所蕴含的

强烈的“美国优先冶情绪,已经随墙体隐现,框定了“山巅之城冶的乌托邦边界。 美墨

边境执法人员已经从 2001 年的 9100 人上升到如今的 1. 85 万人,盂布什总统曾说

85%的美墨边境非法移民被逮捕并且绝大多数可在 24 小时内被遣返。榆 尽管美国

曾表示无意实行美墨边境军事化,虞但美墨边境事实上已展示出边境军事化的情

势。愚 2018 年年底,“大篷车移民冶在美墨边境聚集,特朗普政府就在边界线上部署军

队与移民对峙,阻碍他们进入美国,完成了美墨边境军事化的建构。 边境墙就是“再
边境化冶的现实意象。

(二) 边境管理机构的加强和数字边境的建设

欧洲在内部边境“申根化冶的背景下,逐步加固了外部边境,这突出地表现在

2004 年欧盟外部边境管理局的建设上,它通过成员国让渡权力而成为欧盟共有边界

的执法机构,并在 2016 年因为难民危机的影响而被赋予了更多的权力。 美国边境执

法机构建立得较早。 1924 年国会通过了劳工拨款法案,美国边境巡逻队(U. S. Bor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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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Patrol)得以成立,并成为管理边境的常态化力量。淤 20 世纪 30 年代,罗斯福总统

通过行政命令成立移民与归化局,移民与归化局后来从劳工部划归司法部管辖。 进

入 21 世纪之后,美国相较于欧洲更早地加强了边境执法机构的建设,并且赋予执法

机构更多的决断力,这突出表现在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DHS)的建设上。 九一一事件的发生使美国人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因为其本土自立国

以来鲜有外敌入侵,因此,把守边境,抵挡恐怖主义,防范非法移民等与边境相关的议

题就被纳入到 2002 年成立的国土安全部的主要目标之中。于 2003 年国土安全部接手

移民与归化局。 在建制上,国土安全部把之前各部之中与边境管控相关的机构整合

起来,形成了囊括海岸警卫队、海关、移民和交通运输的综合边境管理机制。盂 美国

海关暨边境保卫局(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CBP)是国土安全部中具体负责保

卫边境的机构。 国土安全部的边境管理目标是:高效地保护美国的海陆空入境检查

点;保护合法的商业和旅行活动并为其提供便利;打击并阻止跨国犯罪和恐怖主义组

织。榆当今的边境管控机构相较于 1924 年成立时的边境管理机构有很大不同,但是

其首要目标并没变,即发现和阻止非法进入美国的外国人。 特朗普总统 2017 年 1 月

和 3 月密集发布了四次行政命令,以增加人力和物力保卫边境,更好地实施移民法,
并且拒阻有危险的人进入美国。 边境安全、防范恐怖主义和防止非法移民入境,成为

衡量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话语。 总之,国土安全部的建立是美国政府对九一一恐怖

袭击事件的直接反应,它随历届政府不断发展壮大,表明 21 世纪以来美国的“再边

境化冶得到了空前的加强。
伴随着九一一事件发展的另一种“再边境化冶的表现形式就是数字边境的建设。

数字边境以生物识别(biometric)科技为支撑,利用这一技术识别个体身份,这包括个

体身体特征(脸部、虹膜、手、指纹等)或行为特征(声音和签字等)。 如果一个人的身

份与既有数据库的信息相吻合,其身份就会被迅速确认。 这种监控体系以防范危机

作为根基,用以识别出未被授权或被禁入的个体。 这种私人管理术和国家统治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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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融为一体,使得边境管控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淤 这是一种智能边境(smart border)
建设,即根据国家的政治好恶运用高科技手段对出入境要素进行管理。 九一一事件

一年之后,美国移民与归化局通过条令建立了国家安全出入境注册系统(National Se鄄
curity Entry鄄Exit Registration, NSEER),该系统结合了既有的数据库,以生物识别技术

为基础,对可能进入美国的外国人进行注册识别,建立了关于危险外国人的数据库。
这个数据库带有明显的歧视性,因为它把特定的国家,如伊朗、伊拉克、利比亚、苏丹

和叙利亚等,作为潜在国家安全威胁的输出国。 2004 年,美国访客暨移民身份显示

系统(United States Visitor and Immigration Status Indicator Technology, US鄄VISIT)开始

逐渐取代国家安全出入境注册系统,它要求每个人必须录指纹和拍照片,每一个来美

国的外国人都要与数据库比对。 这个系统对进入美国的人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注册登

记、筛选和监视。于 2013 年,生物识别身份管理办公室(Office of Biometric Identity
Management)取代了美国访客暨移民身份显示系统,标志着美国数字边境的建设取得

了进一步发展。
总之,赋予边境执法机构更多职权,以及建造以高科技手段为支撑的数字边境,

是美国“再边境化冶的重要途径,这使得美国边境成为了可不依托传统边境的、流动

的、面状的监测网络。
(三) 社会建构边境的加强

边境的含义是多重的,不仅包括地理、领土意义上的边境,也包括由地理边境建

构的边境地区的实践活动,还包括有可能不依托实体边境的想象或心理边境。 传统

边境的壁垒作用在式微,其沟通桥梁作用在增大,以至于移民与边境会有直接联系,
比如,移民从母国进入目的地国时,不管是通过合法还是非法渠道,都需要穿越目的

地国家的边境,并在日后为申请合法居留办理手续时与政府边境机关打交道。 此外,
移民与边境还有渗入关系,这包括移民目的国所形成的对待移民的特殊文化。 一般

说来,因为语言、宗教、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本国公民冶与“外国人冶会产生疏离

感,因此很容易建构一道心理或想象意义上的边境。 从 1941 年到 1990 年,伴随着移

民配额的增加,美国人口增长了近 1 亿人,白人比重却降低了大约七个百分点,排斥

移民的情绪显著上升,盂这隐约构筑了美国“本国人冶与移民之间的心理边境。 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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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件的发生更使美国人开始重新审视其移民政策,寻找移民政策中的漏洞。淤美国

开始对非法移民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主要是来自拉丁美洲的移民受到了更多的安

全检查,例如,从 1996 年到 2000 年,有不到 1. 2 万人被驱逐出境或被禁止入境,而仅

在 2006 年一年就有约 1. 3 万人被禁止入境;此外,2007 年有大约 100 万移民(89%
的墨西哥人)被国土安全部扣押,除了自愿遣返的,有大约 31 万人被拘留,并且被拘

留的人数增速很快。于

美国本就是移民国家,正是移民的融入才使得美国充满多元的色彩。 但是,美国

的移民政策在九一一事件后的反恐话语下,已经与国家安全议题紧密相关,美国通过

移民政策的收紧和对移民的歧视完成了美国人对移民的二元对立的建构。 在特朗普

上台之后,这种趋势更为明显,例如,2017 年年初,特朗普颁布了“穆斯林禁令冶,禁止

向伊拉克、伊朗等国家的普通公民发放签证,以此拒阻恐怖分子入境美国。 这个禁令

十分具体,涉及工作签证、非法移民、移民福利救济和移民积分制度等各个方面,它既

违背美国宪法,也违背美国移民法,从侧面反映出特朗普政府移民政策的收紧态

势。盂特朗普在 2018 年度的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 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nfer鄄
ence,CPAC)上宣称移民是危险的,移民是可以杀人的,特朗普还重新使用了他竞选

时对移民的蔑称:蛇。榆特朗普拟大幅度削减移民归化成美国公民的配额,致使移民

没有政治权利,这或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重大的政治排斥行为之一。虞这也是美国政

府近几十年来对合法移民体系发起的最大挑战,或许会使约 2000 万人受到影响。愚

美国对移民的社会建构“再边境化冶早已有之,但是,九一一事件之后移民被纳入到

国家安全话语体系中,受到了空前的重视,对他们的管控也呈现出逐步收紧的态势。
如果说之前的移民政策更多地涉及对非法移民的管理,那么如今的特朗普政府似乎

还要更进一步,对合法移民也进行更加严格的控制,这无疑是美国“再边境化冶在移

民政策中的突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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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摇 美国“再边境化冶的影响

美国的“再边境化冶随着边境关系尤其是美墨关系的变化而逐步推进,但是,直
到 21 世纪初九一一事件发生之后,才经历了更快速、更深入的发展。 而这种趋势在

特朗普入主白宫之后发展更快,不仅使边境关系更加紧张,还使得美国社会的边境呈

现割裂特征。 “再边境化冶是国家在外部边境发生变化后的一种应激反应。 在全球

化时代,它会在国家面临安全威胁的情况下帮助国家抵御危险要素的流入,从而使国

家构建起自己的边境安全区和心理舒适区。 合理的边境重构可以使国家获得安全收

益。 但是“再边境化冶若一直发展下去或被强化,而“去边境化冶发挥不出应有的作

用,就会给国家带来长期的负面效应。 因为在全球化的今天,一味的“再边境化冶将
会阻塞要素的流动,从而阻断联系,给边境和社会带来不良影响。 就美国来说,加强

“再边境化冶可能会使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龃龉,长久维持国家“例外状态冶还会破坏

个人自由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平衡关系,并最终促使美国形成更趋向于孤立主义的行

为特征。 具体来说,过度的“再边境化冶将造成如下消极影响:
(一)加剧国家间关系的紧张

边境本身是国家关系的晴雨表,良好的“康德式冶边境关系会使得国家边境的作

用减弱,促进国家之间的交流,增加国家间信任,但是若重返“霍布斯式冶边境,则会

使得国家间关系因为边境的过分收缩而越发不和。 总之,边境情势变化多端,边境类

型可以反映人类文明和当代社会的状况。 如果国家之间的关系良好、国内的社会关

系和谐,边境地区就会呈现较为稳定有序的状态,反之则可能呈现紧张失序的状

态。淤美国的边境关系不仅牵扯到美加、美墨之间的南北陆地边境关系,还包括美国

与墨西哥以南的拉美国家的边境关系。
就美国与中美洲的关系而言,美国把墨西哥变成更加紧密的贸易伙伴之后,整个

北美自由贸易区形成了一片共同的自由要素流通区,也形成了共同的外部边境。 墨

西哥对于其南部边境越发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小布什总统任内对于本国安全

的格外重视,这种重视甚至超越了墨西哥本身对于其南部边境的重视。于据统计,
2015 年有大约 340 万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人居住在美国,很多中美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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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人确实面临着生存危机。淤很多人依旧义无反顾地开启他们危险的北上之路,但
是往往会遇到美国的顽强拒阻。于因此,美国与墨西哥的共同边境对于中美洲国家的

人来说是难以跨越的天堑,使得美国与中美洲的关系并不像美国宣称的那么重要,因
为移民问题始终是阻碍双方关系的关键议题。

当然,美国“再边境化冶的过度发展对于南北邻国墨西哥和加拿大来说影响更

大。 美墨边境不仅包括传统的地理边境,也包括更为广义的边境巡管区,边境线上的

高墙和安全栅栏始终代表着美国方面严格的移民政策。盂 在特朗普向美墨边境派出

警卫队之后,墨西哥方面想采取反制措施,暂缓双边合作,这也增加了墨西哥人的怨

气。榆特朗普的筑墙行为并没有获得墨西哥人的理解。 墨西哥总统表示,墨西哥现在

不会,将来也不会为美墨边境墙买单,北美其他国家也绝对不会支持此项目。虞因此,
美国在南部边境单方面的筑墙行为破坏了美墨关系,不利于双方在边境地区加强安

全合作。 美加边境关系虽然不如美墨边境关系那样紧张,但是九一一事件后美加边

境再也无法像之前那样保持自由畅通,例行的边境检查始终存在。 此外,特朗普认为

北美自贸区对美国人不利,希望与墨西哥和加拿大两国重新谈判贸易问题,迫于压

力,墨西哥只好妥协。 但是加拿大与美国在美国乳制品进口、延长专利保护等方面有

严重分歧,使得双方的谈判十分艰难。愚虽然墨西哥和加拿大现在都与美国达成了新

的自由贸易协议,但经贸上的边境壁垒却不利于美加、美墨关系的长期发展。
(二)个人自由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平衡关系受损

全球化背景下的“去边境化冶代表了一种自由融合的趋势,框定主权范围的边境

被逐渐打开,在这个过程中,以生物计量科技为支撑的数字边境建设更多地表现为国

家治理的转变,即通过对人的日常管理,保证生产的连续性,而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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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行为者(例如私人部门)参与到政府的日常管理之中,就会使政府的管理权下

放,并使国家主权式微。 九一一事件后,存储信息更全面、甄别手段更发达、设备更加

高科技化的生物识别系统出现在美国的边境上,这使国家治理和主权发生了这样的

变化,即个人信息常被滥用,隐私被过度分享,国家安全被过分强调。 这就会使国家

进入一种“再边境化冶之后的“例外状态冶。 具体来说,这种“例外状态冶是国家主权

所具有的长久特性,它总能对这个国家的人进行定义和限制,并且从空间概念上与国

家主权及“想象的边境冶密切相关,边境是永久的“例外状态冶。淤

“再边境化冶会使这种边境的常态影响国家的治理方式,“安全化冶通过话语与实

践在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行着广泛的社会建构。 九一一事件之后,西方对于恐怖主义

的极度重视使得安全被列为高于主权和自由的首要目标,安全机构网使得安全处于

多头管理的状态。于 监视科技的进步、商业活动的私人化,以及安全的个人化使得安

全的含义发生了变化。 安全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领土安全,安全在“安全化冶的进程中

涉及到可能危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任何一种情况都可以被建构成对整个社会的威胁。
此刻,“政治权力就像太阳,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但是没有人能够直视它。冶盂在美

国,斯诺登事件反映了自九一一事件以来边境管控状态的社会化,即把之前仅存于边

境地区的“例外状态冶扩展到了整个社会。 安全和情报机构不受节制地获取信息是

灾难性的,因为对于西方世界来说,民主与民众紧密关联:西方从古至今的历史表明,
新闻和公众意见这些民主的重要概念仰赖于人们自身的思考和判断,而对于秘密的

再度狂热膜拜使人们又倒退到了之前的历史,在那段时光里,人们无法获知对于他们

什么是好的,而人民让渡出来的主权却可以知道关于人民的一切。榆 为了保证国家

主权这个最高准则,民主、各种形式的多元主义、公民社会都会被限制甚至被牺牲。虞

在特朗普上台之初,美国的情报机构就担心现任总统可能滥用权力,他不仅会继承前

任的巨大的监视机器,还可能扩大其权力。愚特朗普曾经表示斯诺登是一个叛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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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发表过要监视特定的清真寺的言论。淤 有支持特朗普移民政策的企业在美墨边

境及其之外通过无人机或监控器等人工智能手段对边境安全进行监视,人们的踪迹

被监视,公民自由受到限制,使 “监视社会冶在美墨边境上过度展现。于

(三)加剧人道主义危机

传统地理边境的军事政治对峙现象在今天虽然依旧存在,但已不是边境地区形

势的主流。 如今,边境是可以被渗透的,而不是铁板一块。 边境的首要功能不再是抵

抗敌军和征收关税,而是防范“隐蔽跨境行为体冶 (Clandestine Transnational Actor,
CTAs)的渗透,这种行为体在非传统安全的语境下多指非法移民、犯罪分子、恐怖分

子、人贩子、贩毒者等,总之,边境呈现警务特征而少见军事和经济特征。盂因为边境

地区更多地牵扯到人的流动,“再边境化冶(比如,趋紧的边境政策和移民政策)会因

为对人的严格控制而产生侵犯人权的人道主义危机。 美国政府宣称基本人权保护是

美国立国的基石,并且宣称这可以维护和平,促进法治,打击犯罪,防止人道主义危机

的出现。榆但是,事实上,美国边境已经有了人道主义危机,这与西方一直宣扬的自

由、人权等价值观相违背。 “如果一段特定的边境变成了人道主义牵涉的空间,这仅

仅是因为边境被用来为特定的世界上的人群所穿越,而这关乎生死,……如果边境关

乎生死,所有“硬边境冶的形式都会被认为是北方在防范南方移民和难民‘入侵爷时的

政治必要与合法必需冶。虞就美国边境情势来说,南方移民主要来自拉丁美洲,尤其是

墨西哥的移民,而北方代表着自由与民主的美国。
总的来说,美墨边境线上的人道主义危机体现在三个方面:艰苦和遥远的边境穿

越点带来的伤病;(美国方面)大量地检举和扣押移民;在移民拘留营地对非法移民

的虐待。愚 自 1994 年美墨边境管控收紧以来,美国的边境巡检力度大幅加大,非法

移民的路径选择有限,只能把穿越点选在更为危险的沙漠地带,索诺兰沙漠已经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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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阻止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国境的一道重要的物理屏障,有超过 5000 人丧命于此

地。 此外,严厉的移民政策对儿童造成的伤害也破坏了美国的声誉,移民中的儿童会

面临经济困境、教育障碍、体弱多病、被歧视和家庭成员被捕等问题,总之,以安全为

中心的边境政策给儿童带来了不可言说的伤害。淤 最近,美国在美墨边境强制把移

民儿童与其父母分开,并将他们安置在几百英里以外的收容中心,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和愤怒,于这进一步反映了美国强硬的移民政策缺少人道主义关怀。 美国是世界上

唯一没有签署《儿童权利公约》( Convention of the Rights of the Child)的国家,而特朗

普政府的“零容忍冶边境安全政策造成了儿童与亲人的分离,被联合国指责为不可接

受的行径。盂 总之,“再边境化冶的过分发展使美国边境出现了人道主义危机,损害了

西方社会引以为傲的人权价值观。
特朗普曾在其社交媒体上说过,没有边境就没有国家。 特朗普有着与其前任政

治家不一样的价值优先选项,特朗普更加看重爱国主义、宗教自由和经济效益,而较

少关心民主、平等与人权,这使其边境移民政策十分严厉。 榆 特朗普政府显著增强的

“再边境化冶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国内政治,府会之争、两党之争、政治极化

在移民与边境事务上表现得十分突出。 特朗普上台后开始兑现竞选承诺,呼吁改革

移民制度,但是却在国内引起了极大争议。 例如,奥巴马政府出台的“梦想者冶计划

(Deferred Action for Childhood Arrivals)被特朗普叫停。 虞 特朗普的这一行为使民主

党人和 15 个州认为他对移民带有根本的偏见,从而使两党关系趋于紧张。 此外,移
民归化、投资移民计划(EB-5)政策等问题使得两党、府会之间的矛盾加剧。 在所有

有关移民政策的问题中,边境墙的修建是最难达成共识的问题。 在中期选举之后,特
朗普重提 2006 年的《安全围栏法》,指出包括民主党人在内的很多人都需要更坚固

的边境墙。愚 但是,国会两党在美墨边境墙修建款项方面未能达成一致,府会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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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剧致使美国部分联邦机构于 2018 年 12 月 22 日开始停摆。
特朗普希望重筑边境以减少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增强美国人对国家的身份认

同,树立起“美国优先冶的意识,从而建立分隔美国人与外国人的“身份边境冶。 然而,
过分僵硬与不可调和的社会建构边境会促使美国政府出台更多的严厉的移民政策并

增加美国民众对移民的歧视,这不仅对移民造成困扰,还会因美国居民受到过分监视

而使公民自由和人身权利受到更多的侵犯。 此外,即使在美国人内部,美国白人对于

少数族裔的歧视也不减反增。 历史上积怨很深的种族冲突、不同族裔间的歧视仇恨,
以及“白人至上冶的顽劣理念已经造成了美国长期无法愈合的伤痕,而特朗普入主白

宫之后所表现出来的不顾少数族裔利益的保守主义倾向,又对美国的种族主义起到

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总之,特朗普政府过度“再边境化冶所带来的传统物理边境与社会身份建构边境

的重筑,符合特朗普一贯的执政思想,遵循美国“天定命运冶与“例外论冶的历史传统,
也暗合当下美国孤立主义的偏执作风。 最终,美国通过打破战后国际秩序并奉行坚

定的单边主义,形成了“堡垒美国冶(Fortress America):淤即通过筑起政治体外缘的边

境来封闭自己,阻隔它不愿接收的人,从而保障自身的安全并增强自己的身份建构。

结摇 摇 语

因九一一事件而快速发展的美国“再边境化冶持续地影响着美国社会,在特朗普

上台之后又呈现出加剧的态势,这不仅表现在特朗普对于修建更长、更坚固的美墨边

境墙的兴趣上,体现在中期选举前他对拉美“移民大篷车冶的坚决排斥上,还暗藏于

其更加严苛的移民政策中,这与美国日渐保守的政治风貌总体吻合。 合理的“再边

境化冶体现了美国人对于寻求心理舒适区、维护国家安全、增强身份认同的一贯诉

求。 但是,如果美国过度重筑边境,则会增加美国与其邻国的矛盾,加深美国社会的

内部动荡,破坏人权,从而最终增加美国在与其他国家接触时的不可预期性。

刘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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