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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下推进学科建设 
 

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  刘跃进 
 

    “国家安全学”正式列为一级学科后，如何建设好这一学科，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其中最

重要的一点，就是学好总体国家安全观，将其科学概念、价值理念和丰富内容落实到国家安全学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中。 

    明确国家安全的总体性概念 

    长期以来，由于政治、军事等传统安全问题异常突出，国家安全常被“简化”为政治安全和

军事安全，极大地缩小了国家安全的范围和内容。此外，由于不少情报机构以“国家安全”命名，

又使国家安全常被“误解”为情报活动及其涉及的安全问题。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人

们开始关注和研究非传统安全问题，在西方形成了各种非传统安全观。非传统安全观下的安全研

究，虽然不同程度地消解了“国家”这一传统安全主体和“国家安全”概念，但却合理地拓展了

“安全”和“国家安全”的范围。 

    在西方学者深化安全研究时，中国学者提出了建立“国家安全学”的构想。尽管中国重视的

依然是“国家”这一传统安全主体，但并没有将国家安全及国家安全学的内容局限于传统领域。

2014年 4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使国家安全概念由简化”转向“总体”，

也不再局限于情报领域的界定。“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大战略思维，更是把“国家安全”界定为

与“国家发展”相应的概念，强化了国家安全的总体性。 

    只有深入学习领会总体国家安全观，认清国家安全是一个国家的“总体安全”“全要素安全”，

才能使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真正步入科学轨道，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学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确立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价值观 

    传统安全观在把国家安全简化”为政治军事安全而失去科学性的同时，更因无视国民的核心

地位而“异化”了国家安全的终极价值。 

    19世纪中叶诞生的马克思主义，在批判“异化”的帝王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同时，开创了

塑造真正民主新国家的道路。从此，国家安全由“异化”的帝王安全、资本安全、统治者安全转

向人民安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时，要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

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

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这不仅从科学角度确立了国家安全的总体性，而且从价值理念角度确立

了国家安全的人民性，确立了人民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核心与宗旨地位。 

    “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理念和第一要义。在“以人民安全为宗旨”

的总体国家安全理论体系中，“异化”的国家安全得以回归，回归为每一个普通公民的生活安全，

并使每个公民都有不可剥夺的国家安全话语权。这种以人民安全、人民利益、人民安居乐业为最

高价值取向的“人民安全观”，正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和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在国家安全领域

的价值选择。只有确立“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国家安全核心价值观，把人民安全落实到国家安

全学学科建设中，国家安全学才能为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实现作出应有的贡献。因此，

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既要确立总体性的国家安全科学概念，更要确立人民性的国家安全核心价

值。 

    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丰富内容 

    任何学科建设都需要构建一套严密的概念体系，确立一系列基本命题，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第 2页 共 2页 

当前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需要把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丰富内容全面落实到国家安全学的学科体

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构建中。 

    第一，要深入研究国家安全不同层级的构成要素。总体国家安全观明确提出的人民安全、国

土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等国家安全基本要素，与粮食安全、网络安全、深海安全、太空安

全等国家安全次级要素，以及由内外角度划分出来的海外安全，包括海外利益安全和海外国民安

全，都是国家安全学迫切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还需要不断挖掘和探索更广、更多、

更深层的国家安全要素，通过对国家安全各个要素深入细致的研究，构建完整的国家安全要素体

系。 

    第二，要深入研究影响和威胁国家安全的因素，特别是国家安全风险因素。在首次提出总体

国家安全观时，习近平总书记不仅讲到了国家安全本身的构成要素，而且提到了影响和威胁国家

安全的因素，这些都是需要认真对待和深入研究的问题。此外，民族和宗教问题既是影响国家安

全的因素，也是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恐怖主义作为威胁国家安

全的因素，不仅需要对其进行深入研究，还需要结合反恐开设专门的课程和专业。新冠肺炎疫情

的发生及蔓延，既是总体国家安全观涉及的重要现实问题，也是提炼威胁国家安全特别是人民安

全理论的来源。结合古今中外疫情史，系统研究疫灾对国家安全的危害，进而扩展到更为广泛的

“生物威胁”问题研究，无疑会使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更加丰富和完善。

更为重要的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升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的重要论述，深入研究国家安

全风险问题，不仅可以深化对威胁危害国家安全因素的认识，更能直接服务维护国家安全的现实

需要。 

    第三，要深入研究国家安全保障及国家安全保障体系。当前，世界多国形成了不同形式的国

家安全保障体系，既包括安全机构、安全队伍、安全机制，也包括不同的安全观、安全战略和安

全法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为主体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不断完善，以总体

国家安全观为核心的国家安全理论体系不断丰富，以新《国家安全法》为基础的国家安全法治建

设不断推进，以《国家安全战略纲要》和《国家安全战略（2021—2025 年）》为文本的国家安全

战略制定实施，以及国家安全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深入开展，如此等等，既是我国国家安全保

障体系不断完善的标志，也是国家安全学必须研究的现实问题。 

    总之，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应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充分认识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国家安

全内容的丰富性，从基本概念、理论体系、学术规范、研究方法等入手，沉下心、下苦功，把国

家安全学建设成为兼具科学性和人民性的综合学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