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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和加强陆地国界

工作，保障陆地国界及边境的安全稳定，

促进我国与陆地邻国睦邻友好和交流合

作，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根

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陆地国界

的划定和勘定，陆地国界及边境的防卫、

管理和建设，陆地国界事务的国际合作

等，适用本法。

第三条 陆地国界是指划分中华人

民共和国与陆地邻国接壤的领陆和内水

的界限。陆地国界垂直划分中华人民共

和国与陆地邻国的领空和底土。

中华人民共和国陆地国界内侧一定

范围内的区域为边境。

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和

领土完整神圣不可侵犯。

国家采取有效措施，坚决维护领土

主权和陆地国界安全，防范和打击任何

损害领土主权和破坏陆地国界的行为。

第五条 国家对陆地国界工作实行

统一的领导。

第六条 外交部负责陆地国界涉外

事务，参与陆地国界管理相关工作，牵头

开展对外谈判、缔约、履约及国际合作，

处理需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的问题，组

织开展国界线和界标维护管理。

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边境地区公安

工作，指导、监督边境公安机关加强社会治

安管理，防范和打击边境违法犯罪活动。

海关总署负责边境口岸等的进出境

相关监督管理工作，依法组织实施进出

境交通运输工具、货物、物品和人员的海

关监管、检疫。

国家移民管理部门负责边境地区移

民管理工作，依法组织实施出入境边防检

查、边民往来管理和边境地区边防管理。

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

分工，依法行使职权，开展相关工作。

第七条 在 中 央 军 事 委 员 会 领 导

下，有关军事机关组织、指导、协调陆地

国界及边境的防卫管控、维护社会稳定、

处置突发事件、边防合作及相关工作。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

察部队按照各自任务分工，警戒守卫陆

地国界，抵御武装侵略，处置陆地国界及

边境重大突发事件和恐怖活动，会同或

者协助地方有关部门防范、制止和打击

非法越界，保卫陆地国界及边境的安全

稳定。

第八条 边境省、自治区的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在本行政区

域内，保证有关陆地国界及边境的法律

法规的遵守和执行。

边境省、自治区的各级人民政府依

照法律法规规定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陆

地国界及边境相关工作。

第九条 军地有关部门、单位依托

有关统筹协调机构，合力推进强边固防，

组织开展边防防卫管控、边防基础设施

建设与维护管理等工作，共同维护陆地

国界及边境的安全稳定与正常秩序。

第十条 国家采取有效措施，加强

边防建设，支持边境经济社会发展和对

外开放，推进固边兴边富民行动，提高边

境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改善

边境生产生活条件，鼓励和支持边民在

边境生产生活，促进边防建设与边境经

济社会协调发展。

第十一条 国家加强陆地国界宣传

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弘扬中

华民族捍卫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精

神，增强公民的国家观念和国土安全意

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教育科研机构

应当加强对陆地国界及边境相关史料的

收集、保护和研究。

公民和组织发现陆地国界及边境相

关史料、史迹和实物，应当依法及时上报

或者上交国家有关部门。

第十二条 国家保障陆地国界工作

经费。

国务院和边境省、自治区的县级以

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陆地国界及边

境相关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规划。

第十三条 公民和组织应当维护陆

地国界及边境安全稳定，保护界标和边

防基础设施，配合、协助开展陆地国界相

关工作。

国家对配合、协助开展陆地国界相

关工作的公民和组织给予鼓励和支持，

对作出突出贡献的公民和组织按照有关

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第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遵守同

外国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有关陆地国界

事务的条约。

第十五条 国家坚持平等互信、友

好协商的原则，通过谈判与陆地邻国处

理陆地国界及相关事务，妥善解决争端

和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

第二章 陆地国界
的划定和勘定

第十六条 国家与陆地邻国通过谈

判缔结划定陆地国界的条约，规定陆地

国界的走向和位置。

划定陆地国界的条约应当依照法律

规定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决定批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的决定予以批准。

第十七条 国家与陆地邻国根据划

界条约，实地勘定陆地国界并缔结勘界

条约。

勘界条约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由国务

院核准。

第十八条 为 保 持 国 界 线 清 晰 稳

定，国家与有关陆地邻国开展陆地国界

联合检查，缔结联合检查条约。

第十九条 勘定陆地国界依据的自

然地理环境发生无法恢复原状的重大变

化时，国家可与陆地邻国协商，重新勘定

陆地国界。

第二十条 国家设置界标在实地标

示陆地国界。

界标的位置、种类、规格、材质及设

置方式等，由外交部与陆地邻国相关部

门协商确定。

第二十一条 陆地国界的划定、勘

定、联合检查和设置界标等具体工作，

由外交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有关军

事机关和有关边境省、自治区依法组织

实施。

第三章 陆地国界
及边境的防卫

第二十二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

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应当在边境开展边

防执勤、管控，组织演训和勘察等活动，

坚决防范、制止和打击入侵、蚕食、渗透、

挑衅等行为，守卫陆地国界，维护边境安

全稳定。

第二十三条 边境省、自治区的各

级人民政府统筹资源配置，加强维护国

界安全的群防队伍建设，支持和配合边

防执勤、管控工作。

边境省、自治区的各级人民政府建

设基础设施，应当统筹兼顾陆地国界及

边境防卫需求。

公 民 和 组 织 应 当 支 持 边 防 执 勤 、

管 控 活 动 ，为 其 提 供 便 利 条 件 或 者 其

他协助。

第二十四条 国家根据边防管控需

要，可以在靠近陆地国界的特定区域划

定边境禁区并设置警示标志，禁止无关

人员进入。

划定边境禁区应当兼顾经济社会发

展、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居民生产

生活，由有关军事机关会同边境省、自治

区人民政府提出方案，经征求国务院有

关部门意见后，报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

员会批准。

边境禁区的变更或者撤销，依照前

款规定程序办理。

第二十五条 国家根据陆地国界及

边境防卫需要，可以在陆地国界内侧建

设拦阻、交通、通信、监控、警戒、防卫及

辅助设施等边防基础设施，也可以与陆

地邻国协商后在陆地国界线上建设拦阻

设施。

边防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在保证

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前提下，兼

顾经济社会发展、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保护、野生动物迁徙、居民生产生活的需

要，并且不得损害陆地国界与边防基础

设施之间领土的有效管控。

边防基础设施的建设规划由国务院

和中央军事委员会批准。

第四章 陆地国界
及边境的管理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十六条 国家对陆地国界及边

境的管理和相关建设实行统筹协调、分

工负责、依法管理。

第二十七条 陆地国界及边境管理

应当保障陆地国界清晰和安全稳定。

第二十八条 依照本法规定在边境

地区设立经济、贸易、旅游等跨境合作区

域或者开展跨境合作活动，应当符合边

防管控要求，不得危害边防安全。

第二十九条 在陆地国界及边境管

理中遇有重要情况和重大问题，有关地

方人民政府、军事机关应当立即按照规

定向上级机关报告。

第三十条 边境省、自治区可以根

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制

定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对陆地国

界及边境管理执行中的问题作出规定。

第三十一条 国家可以与有关陆地

邻国缔结条约，就陆地国界及边境管理

制度作出规定。条约对陆地国界及边境

管理制度另有规定的，按照条约的规定

执行。

第二节 陆地国界管理

第三十二条 界标和边防基础设施

受法律保护。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擅自移动、

损毁界标和边防基础设施。

界标被移动、损毁、遗失的，由外交

部与陆地邻国相关部门协商后组织恢

复、修缮或者重建。

第三十三条 为保持陆地国界清晰

可视，国家可以在陆地国界内侧开辟和

清理通视道。

第三十四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边

境省、自治区的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

措施维护界河（江、湖）走向稳定，并依照

有关条约保护和合理利用边界水。

船舶和人员需要进入界河（江、湖）

活动的，应当由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或者

备案，向公安机关报告，并接受查验。

第三十五条 国家经与陆地邻国协

商，可以在靠近陆地国界的适当地点设

立边境口岸。

边境口岸的设立、关闭、管理等，应

当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条约确定，并通

过外交途径通知陆地邻国。

第三十六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经与

陆地邻国相关部门协商或者根据照顾边

民往来、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的需要，可以

设立边民通道并予以规范管理。

第三十七条 人员、交通运输工具、

货物、物品等应当依照相关法律法规通

过陆地国界出境入境，并接受有关主管

部门的检查、检疫和监管。

特殊情况下，通过缔结条约或者经

外交途径、主管部门协商后，有关人员、

交通运输工具、货物、物品等应当从国务

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或者其授权的部门

批准的地点出境入境。

第三十八条 禁 止 任 何 个 人 非 法

越界。

非法越界人员被控制后，由公安机

关等主管部门处理；非法越界人员为武

装部队人员的，由有关军事机关处理。

非法越界人员行凶、拒捕或者实施

其他暴力行为，危及他人人身和财产安

全的，执法执勤人员可以依法使用警械

和武器。

第三十九条 航 空 器 飞 越 陆 地 国

界，应当经有关主管机关批准并且遵守

我国法律法规规定。未经批准飞越陆地

国界的，有关主管机关应当采取必要措

施进行处置。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未经有关主管机

关批准不得在陆地国界附近操控无人驾

驶航空器飞行。模型航空器、三角翼、无

人驾驶自由气球等的飞行活动，参照无

人驾驶航空器管理。

第四十条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未经

有关主管部门批准不得在陆地国界附近

修建永久性建筑物。

第四十一条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

得在陆地国界附近通过声音、光照、展示

标示物、投掷或者传递物品、放置漂流物

或者空飘物等方式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或

者影响我国与邻国友好关系的活动。

个人在陆地国界及其附近打捞或者

捡拾的漂流物、空飘物等可疑物品，应当

及时交当地人民政府或者有关军事机

关，不得擅自处理。

第三节 边境管理

第四十二条 国家根据边防管理需

要可以划定边境管理区。边境管理区人

员通行、居住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实行专

门管理措施。

边境管理区的划定、变更、撤销由边

境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提出方案，经征求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有关军事机关意见

后，报国务院批准并公告。

第四十三条 国家支持沿边城镇建

设，健全沿边城镇体系，完善边境城镇功

能，强化支撑能力建设。

第四十四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边

境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依照有关规定，可

以建设或者批准设立边民互市贸易区

（点）、边境经济合作区等区域。

第四十五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边

境省、自治区的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

措施保护边境生态环境，防止生态破坏，

防治大气、水、土壤和其他污染。

第四十六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边

境省、自治区的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

措施预防传染病、动植物疫情、外来物种

入侵以及洪涝、火灾等从陆地国界传入

或者在边境传播、蔓延。

第四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国家可以封控边境、关闭口岸，并依照有

关法律法规采取其他紧急措施：

（一）周边发生战争或者武装冲突可

能影响国家边防安全稳定；

（二）发生使国家安全或者边境居

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重

大事件；

（三）边 境 受 到 自 然 灾 害 、事 故 灾

难、公共卫生事件或者核生化污染的严

重威胁；

（四）其他严重影响陆地国界及边境

安全稳定的情形。

前款规定的措施由国务院有关部

门、有关军事机关和地方人民政府依照

相关法律和规定组织实施。

第五章 陆地国界
事务的国际合作

第四十八条 国 家 按 照 平 等 互 利

原则与陆地邻国开展国际合作，处理陆

地国界事务，推进安全合作，深化互利

共赢。

第四十九条 国家可以与有关陆地

邻国协商建立边界联合委员会机制，指

导和协调有关国际合作，执行有关条约，

协商并处理与陆地国界管理有关的重要

事项。

第五十条 有关军事机关可以与陆

地邻国相关部门建立边防合作机制，沟

通协商边防交往合作中的重大事项与问

题，通过与陆地邻国相关边防机构建立

边防会谈会晤机制，交涉处理边防有关

事务，巩固和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共同维

护陆地国界的安全稳定。

第五十一条 国家可以与有关陆地

邻国在相应国界地段协商建立边界（边

防）代表机制，由代表、副代表和相关工

作人员组成，通过会谈、会晤和联合调查

等方式处理边界事件、日常纠纷等问题。

边界（边防）代表的具体工作在国务

院有关部门、中央军事委员会机关有关

部门指导下，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会同外

事、公安、移民等相关部门组织实施。

第五十二条 公安、海关、移民等部

门可以与陆地邻国相关部门建立合作机

制，交流信息，开展执法合作，共同防范

和打击跨界违法犯罪活动。

第五十三条 国家有关主管机关和

有关军事机关可以与陆地邻国相关部门

开展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

和极端主义活动。

第五十四条 国家提升沿边对外开

放便利化水平，优化边境地区营商环境；

经与陆地邻国协商，可以在双方接壤区

域设立跨境经济合作区、跨境旅游合作

区、生态保护区等区域。

国家与陆地邻国共同建设并维护跨

界设施，可以在陆地国界内侧设立临时

的封闭建设区。

第五十五条 边境省、自治区的县

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依照国家有关规

定，可以与陆地邻国相应行政区域地方

政府开展经济、旅游、文化、体育、抢险救

灾和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

第五十六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可以

与陆地邻国相关部门在口岸建设和管

理、自然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疫情

防控、应急管理等领域开展合作，建立相

互通报、信息共享、技术与人才交流等合

作机制。

边境省、自治区的县级以上各级人民

政府可以在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指导下，参

与相关合作机制，承担具体合作工作。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七条 有违反本法第三十二

条第二款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有关规定处

罚。损毁界标、边防基础设施的，应当责

令行为人赔偿损失。

有违反本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或者

第四十一条规定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

关处警告或者两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

重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两千元以上

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八条 有违反本法第三十七

条、第三十八条第一款或者第三十九条

规定行为的，由有关部门依照相关法律

法规，按照职责分工处罚。

有违反本法第四十条规定行为的，

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恢

复原状，处五千元以上两万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处两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罚款。单位有违反该条规定行为的，处

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有违反本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第

三十九条第二款或者第四十一条规定行

为之一的，还可以收缴用于实施违反陆

地国界及边境管理行为的工具。

第五十九条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

员在陆地国界工作中不履行法定职责，

泄露国家秘密或者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徇私舞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六十条 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六十一条 界标是指竖立在陆地

国界上或者陆地国界两侧，在实地标示

陆地国界走向，且其地理坐标已测定并

记载于勘界条约或者联合检查条约中的

标志，包括基本界标、辅助界标、导标和

浮标等。

通视道是指为使陆地国界保持通

视，在陆地国界两侧一定宽度范围内开

辟的通道。

第六十二条 本法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新华社北京10月 23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陆地国界法
（2021年 10月 23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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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人也

不可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

人间……”

长征途中，红军靠什么力量征服了

这座难以逾越的高山？近日，西宁联勤

保障中心某部组织官兵利用行军拉练时

机徒步翻越夹金山，以重走长征路的方

式缅怀先烈、汲取力量。

虽未入冬，夹金山气温早已降到零

度以下。尽管出发前已添了冬衣，列兵

权行行还是被冻得打了个冷颤。

“1935年初，红军从贵州进入川南，随

后在四川境内转战，先后翻越夹金山、梦笔

山、打鼓山等多座雪山，这段艰苦卓绝的战

斗历程后来被统称为‘过雪山’。”在红军长

征翻越夹金山纪念馆，讲解员介绍说。

纪念馆馆藏的老红军回忆录，无声

地讲述着那段艰苦历程——

“寒风吹在身上，冷飕飕的；雪粒打

在脸上，像刀割似的疼痛……”

“接近山顶时，天空突然乌云翻滚，

狂风大作，大雪夹着鸡蛋般大小的冰雹

劈头盖脸地砸下来……”

“下山时已不像上山时那么吃力，但

山高路滑，许多同志摔下山去……”

……

大家表示，雪山再高、寒风再冷，也

阻挡不了红军将士的脚步。

由纪念馆出发，官兵沿山间公路前

行。行至海拔 3000 多米的“五道拐”时，

阴云遮住天空，刹那间，冰雨掺杂着雪粒

拍打在官兵脸上。

亲身感受到夹金山变化莫测的天

气，官兵对于伟大长征精神有了更深理

解。党员何世超说：“如果没有坚如磐石

的理想信念，红军不可能完成这段充满

艰难险阻的远征！”

海拔逐渐升高，官兵行进的速度渐

渐变慢。

“加油！”“来，我替你背一会！”不少

党员主动为战友加油鼓劲，并接过他们

的装备背在肩上。

“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

难……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

天！”行进途中，有人带头唱起《长征组歌·

过雪山草地》。顿时，激昂的旋律响彻山

间，官兵鼓起斗志，向山顶发起冲锋。

伴着嘹亮歌声，官兵登上海拔 4000

多米的夹金山垭口，迎着大风展开鲜艳

的党旗——一场重温入党誓词仪式在雪

山之巅展开。该部一位领导说：“实现强

军梦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我们要

高擎伟大长征精神火炬，发愤图强、开拓

进取，创造新的荣光。”

利用行军拉练时机，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部组织官兵徒步翻越夹金山—

再 作 长 征 岂 畏 难
■本报记者 张 放 通讯员 冯冬阳 吴国鸣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南广场绿化和鲜花装饰工程基本完成，静待进博会开幕。图为 10月 23日拍摄的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南广场。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