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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学科建设的探索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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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 � 要: 20世纪 90年代初,国家安全学科建设在中国还是空白, 涉及这一领域的专家学者和研究成果

少之又少,把国家安全作为自己专门研究对象的专业人员几乎没有。经过 10多年的探索,国家安全学学科

在我国已经初露端倪,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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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世纪 90年代初, 国家安全学科建设在中国

还是空白,涉及这一领域的专家学者和研究成果少

之又少,把国家安全作为自己专门研究对象的专业

人员几乎没有。 10多年来, 国家安全学从无到有,

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和发展的过程。对这一过程进

行总结,将有助于国家安全学科和专业在今后的继

续发展。

� � 一、�国家安全学 �概念的提出及对学科体系的

最初探讨

� � 就目前所见, �国家安全学�一词在中文文献中

的第一次出现是 1994年。在发表于当年 �中国科技

信息�第 12期上的 �安全科学与预防事故 �一文中,

作者朱奕宝在谈到安全学科时, 提到了 �国家安全

学 �,认为 �安全科学的学科可以很广, 如国家安全

学、社会安全学、生态环境安全学、劳动安全学

等 � [ 1]。显然,这篇文章并不是从国家安全学科建

设的角度提出 �国家安全学 �的, 而是在讨论 �生产

安全�或 �安全生产�的 �安全学科 �建设中涉及这一

术语的。

两年后,在中文文献中第二次提到 �国家安全
学 �的还是朱奕宝。他在发表于 �中国科技信息 �

1996第 12期上的 �城市减灾重在防 � � � 一个不容

回避的重大课题 �一文中, 从同样的角度重复了两

年前的同一个观点: �安全科学由许多学科组成,如

国家安全学、社会安全学、生态环境安全学、劳动安

全学等。� [ 2]

�国家安全学�在中文中的第三次出现,是蔡培

元先生发表在 �中国高教研究 �1998年第 1期上的

�人类的安全需要与保卫学的理论研究 �一文。这
篇文章是从保卫学的角度, 把国家安全学作为保卫

学的分支学科,并以举例的方式给 �国家安全学�下

了一个定义。他说: �所谓保卫学, 从广义上说就是

研究人类安全需要发展变化规律以及如何实现这种

需要的科学。从这个定义出发, 我们就不难推断其

所属各分支学科的概念, 如国家安全学就是研究国

家安全需要发展变化规律以及如何以隐蔽工作为主

来实现国家安全目标的科学。� [ 3]与前面两篇文章

相比,这篇文章虽然已经在学科建设的角度上把国

家安全学放在了比较重要的地位上, 但是它依然不

是一篇真正讨论国家安全学和国家安全学科建设的

文章。

最早从国家安全学及国家安全学科建设的角度

公开提到 �国家安全学�一词的文献, 是刘跃进发表

在�国家安全通讯 �1999年第 1期上的�建立 �国家

安全学�初探�[ 4]
一文。事实上,这篇文章是对作者

发表于内部刊物 �首都国家安全�1998年第 2期上

的�为国家安全立言 � � � �国家安全学 �构想 �[ 5]的

摘转,而这篇内部短文的形成, 则源于 1997年夏天

桑松森研究员召集的一次教材建设讨论会。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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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的桑松森研究员, 根据主管

部的要求和国际关系学院教学改革和专业调整的需

要,提出了编写 �国家安全学 �教材的想法, 并为此

召集部分教学科研人员进行讨论。会上, 大家围绕

桑松森研究员拿出的国家安全学教材编写提纲,提

出了各种意见,本人也发表了看法,主要是认为国家

安全学教材编写要符合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 因而

应有别于相关机构的业务培训教材。会后, 本人对

这些想法进行了梳理深化, 写成短文 �为国家安全

立言 � � � �国家安全学 �构想�,寄给了内部刊物 �首

都国家安全 �,并在该刊 1998年第 2期刊出。

需要一提的是, �国家安全通讯 �在压缩修改后

公开转载上文的同时, 还在该刊上开辟了 �国家安

全学理论探讨 �专题, 两年内陆续发表了以国际关

系学院教学科研人员为主要作者的一系列关于国家

安全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的文章,其中主要有: �国

家安全与国家安全学� (桑松森 )
[ 6]
、�主权独立:国

家安全的基础 � (陈东 )
[ 7]
、�领土完整: 国家安全的

空间� (陈文波 )
[ 8]
、�试论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

战略地位� (张平 )
[ 9]
、�信息安全: 国家安全学研究

的新课题� (陈东 )
[ 10]
、�保守国家秘密与国家安全 �

(曹扬 )
[ 11]
、�浅议建立国家安全行政管理学 � (阎宇

红 )
[ 12]
、�文化安全: 国家安全的深层主题 � (林宏

宇 )
[ 13]
、�政治制度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 � (杨建

英 )
[ 14]
、�极端民族主义与恐怖主义� (朱素梅 )

[ 15 ]
、

�制定国家安全战略势在必行 � (刘跃进 )
[ 16]
、�金融

安全: 国家经济安全的重中之重 � (胡新智 )
[ 17]
、�国

家科学技术安全浅议� (刘跃进 )
[ 18 ]
、�生态环境安

全初探 � (赵晓春 )
[ 19]
、�外交: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

手段� (陈文波 )
[ 20]
、�有组织犯罪与国家安全 � (林

宏宇 )
[ 21 ]
、�打击有组织犯罪, 维护社会政治稳定 �

(林宏宇 )
[ 22]
、�国民安全与国家安全 � (刘跃

进 )
[ 23]
、�当代民族问题与国家安全刍议 � (胡祥

云 )
[ 24]
、�国家首脑与国家安全 � (刘跃进 )

[ 25]
、�国

家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 � (桑松森 )
[ 26 ]
。

与此同时,本人还在�首都国家安全 �1999年第 2期

上发表了�超越过去, 认清现状,开创未来 � � � 谈谈

为什么要建立国家安全学及国家安全学科体系 �[ 27]

一文, 对国家安全学科建设的必要性做了进一步阐

述。

在此还应注意的是, �国家安全通讯 �在 1999

年第 1期发表 �建立 �国家安全学 �初探 �一文时所

加的 �编者按 �。在这一按语中,编辑部写道: �当今

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但国家安全并不

因此而变得可有可无,相反,国家安全的范畴变得比

以往更加宽泛。世纪之交的世界安全形势, 给我们

理论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课题, 即用国家安全的科学

理论指导跨世纪的国家安全工作, 为我国的经济建

设服务。因此,建立国家安全学便成为一项具有重

要实践意义的理论课题。刘跃进的文章,把这样一

个重要的问题提了出来, 并阐明了国家安全学的具

体构想,应该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从今年起,本栏

目开辟�国家安全学理论探讨 �专题, 旨在繁荣学术

研究,推进理论研究进程。特邀请原国际关系学院

院长、研究员桑松森同志为专题顾问。欢迎广大读

者关注和参与国家安全学的理论探讨。� [ 28]

2001年以后, �国家安全通讯 �虽然不再开设

�国家安全学理论探讨�专题, 但我院的教学科研人

员还继续在此刊物上发表探讨国家安全学及其具体

理论的文章,例如 �积极应对 �入世 �对中国产业安
全的冲击 � (胡新智 )

[ 29]
、�威胁国家信息安全的几

个客观因素 � (陈东 )
[ 30]
、�新冷战思维对国家安全

的影响� (林宏宇 )
[ 31]
、�略论加入WTO与我国的市

场安全� (张澜涛 )
[ 32]
、�试论当代国家安全的 10个

方面 � (刘跃进 )
[ 33]
等文。

虽然不能说这些文章在理论深度和科学性方面

具备了多高的水平,但这在我国毕竟是第一次在公

开刊物上集中地探讨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问题, 因

而在国家安全学科建设方面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

义, 甚至可以说是国家安全学科建设正式开始的里

程碑,为以后国家安全学教材的正式编写印行奠定

了基础。

� � 二、国家安全专业建设和内部教材 �国家安全

学基础�的编写

� � 其实,在 20世纪 90年代中期国内公开提出 �国

家安全学 �一词的同时, 国际关系学院已在内部开

始探讨 �国家安全学 �学科和专业建设问题,并在不

同阶段开设过名称虽然不同但都属 �国家安全学

科�范围内的课程, 甚至可以认定, 国际关系学院是

国内最早开设国家安全类课程和 �国家安全学 �课
程的高校, �国家安全学 �作为一门综合性新兴学科

在国内正是由国际关系学院首创的。

20世纪 80年代末, 国际关系学院政治理论教

研部就根据学院的特殊性质和主管部的需要, 以各

种形式为全院本科学生开设了不同类型的 �国家安

全�课,其中包括名为 �国家安全概论�的课程。

20世纪 90年代中期, 国际关系学院不仅设立

了一些国家安全专业,而为了专业教学的需要,还在

主管部重点科研立项的强有力支持下,开始编写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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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教学需要的各类国家安全教材, 主要包括 �国家
安全情报学基础 � (桑松森、吴汝华主编, 1999年 6

月内部印行 )
[ 34]
、�国家安全院校学生修养 � (戴守

英主编, 1999年 6月内部印行 )
[ 35]
、�国家安全侦察

学基础 � (桑松森主编, 2000年 10月内部印行 )
[ 36 ]
、

�国际问题研究与编写 � (林宏宇编著, 2001年 7月

内部印行 )
[ 37]
、�国家安全学基础� (徐国光、刘跃进

主编, 2002年 10月内部印行 )
[ 38]
等。 �国家安全学

基础�2002年编印使用后,原来的 �国家安全概论 �

课也更名为 �国家安全学基础 �课, 列入全院本科生

必修课,并为此组建了专门的国家安全教研室和资

料室。正是在学院国家安全专业建设和专业教材的

编写过程中,我们开始自觉地探讨建立国家安全学

和国家安全学科体系问题。以上由 �国家安全通

讯 �公开发表系列文章,就是这种探讨的产物。

三、国家安全专门研究机构的成立与演变

根据教育教学改革发展的需要, 特别是为了支

撑专业建设和教材编写,经过多年酝酿,并报请主管

部核准,国际关系学院还于 2001年 3月 15日成立

了以研究国家安全理论与实践为主要任务的 �国家

安全战略研究所 �(对外名称为 �国际战略发展研究
所 � )。按照学院要求和向主管部报送的请示报告,

研究所的任务当时被具体确定为: 在广阔的国际关

系背景下研究国家安全问题,其中最基本的任务是

对国家安全基本理论的研究,同时包括对政治安全、

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以及国家安全法制、国家安全情

报、国家安全侦察等等方面的普遍性理论问题和现

实问题的研究。

2004年 12月 10日, 在 �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

全战略研究中心揭牌仪式暨第 6次国家安全论坛 �

上, �国家安全战略研究所 �正式更名为 �国家安全

战略研究中心 � [ 39] [ 40]
。参加这次更名挂牌仪式暨

第 6次国家安全论坛的除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政

府部委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外,还有主管部负责人以

及时任教育部社政司科研处处长的张东刚、北京市

教委科研处处长叶茂林等职能部门领导。兼任国家

安全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的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刘慧在

所致欢迎词中说: �为了进一步加大国家安全研究

的力度,现在学院决定组建 �国家安全战略研究中
心 � ,以便集中校内外力量,重点研究国家安全基本

理论和实际问题。� [ 39]

张东刚在讲话中指出,国际关系学院成立国家

安全战略研究中心,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中,是一个重

要举措,为今后在国家安全领域创造新知识和培养

人才奠定了基础。在全国高校中, 国际关系学院较

早地开始了国家安全专门研究, 特别是较早地甚至

是独一无二地对隐蔽战线的国家安全问题进行了研

究, 取得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 其中既有公开发表

和出版的论文和专著,也有对国家安全工作发挥了

积极作用的内部教材和参考资料。这些研究成果,

对其他高校开展国家安全研究, 是具有积极的借鉴

和参考作用的。国际关系学院抓住国家安全这一课

题, 符合学院办学的目的和办学特色,找到了一个有

不少空白需要填补的新领域。希望研究中心能够按

照人才培养、资料建设、学术交流、体制创新等进行

建设,加强与兄弟院校交流与合作,把该中心建设成

一个在国内、国际上有知名度的科研基地
[ 39]
。

叶茂林在讲话中特别提了几点希望: 一是希望

继续保持和发挥国家安全理论研究和教学力量强、

水平高的优势, 认真贯彻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

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 �, 在国家安全理论研

究领域中,按照传统学科与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相协

调, 基础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

统一的要求,重点建设一批一流学科,培养一批拔尖

人才,培育系列精品成果, 在此基础上,努力建设国

家安全理论研究基地。二是希望继续坚持特色办学

方向,致力于服务国家安全事业, 紧紧围绕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的战略性、前瞻性问题, 围绕国际国内新形

势下出现的根本性、全局性、动态性问题,组织各学

科力量进行联合攻关。三是希望在富有特色的教学

和科研工作中,发现新人,造就名家。通过深厚的人

文精神、宽广的社会视野和历史责任感、使命感的教

育, 全面提高师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
[ 39]
。

在 2008年 1月 15日国际关系学院举办的 �当

前国际局势与安全问题研讨会暨国家安全战略研究

中心更名和中国国情调查研究所挂牌仪式 �上, �国

家安全战略研究中心�更名为 �国际战略与安全研
究中心� [ 41 ]

。

国际关系学院的国家安全研究机构虽然几经更

名, 但其对国家安全专业建设和国家安全学科发展

一直发挥着积极的支持作用。

四、�国家安全论坛 �与国家安全学科建设

2001年 12月 24日上午,刚成立不久的国家安

全战略研究所和 �国家安全学刊 �编辑部召集举办

了以 �全方位研究国家安全 �为主题的第一次 �国家

安全论坛 �。参加这次论坛的有研究所各研究室负

责人和学刊编辑部成员以及院内部分教学科研人

员, 时任副院长的刘慧主持, 院党委书记周红军、院

�115�

刘跃进: 国家安全学科建设的探索历程



长戴守英及副院长郭惠民与会
[ 42 ]
。

此后,国际关系学院举办了不同主题的 �国家

安全论坛� 10次, 而 2002年一年内就举办了 4次。

当年 3月 26日举办的第二次 �国家安全论坛 �, 主
题是 �全球化、WTO与国家文化安全 �, 出席人员有

院党委书记周红军, 院长戴守英, 副院长惠文玉、刘

慧、郭惠民, 主管部有关部门的领导和研究人员及

�国家安全通讯 �有关编辑以及我院相关的教学科
研人员

[ 43]
。7月 1日举办的第三次国家安全论坛,

主题是 �国家安全文化建设�,主要研讨国家安全机

关内部文化建设问题
[ 44]
。 9月 17日举办的第四次

国家安全论坛, 主题是 �国家文化安全研究中的几

个问题 � [ 45]。

这里特别需要提及的是, 2002年 11月 14日举

办的第五次 �国家安全论坛 �。这次论坛的主题是
�国家安全学科建设与国家安全学若干问题 �, 由副

院长兼研究所所长刘慧主持,院党委书记周红军出

席并讲话,研究所各研究室成员、国家安全教研组成

员以及 �国家安全学基础�教材编者和作者等共 16

人参加研讨。这次论坛围绕刚刚内部印行的 �国家

安全学基础 �教材以及已经被北京市列为精品教材

建设立项项目的公开版 �国家安全学�新教材的编
写, 比较深入地探讨了国家安全学科的建设问

题
[ 46]
。

后来, 国际关系学院还分别于 2004年 12月、

2005年 12月、2006年 5月、2009年 1月、2009年 6

月举办了第六次
[ 39]
、第七次

[ 47]
、第八次

[ 48]
、第九

次
[ 49]
、第十次国家安全论坛。

2009年 1月 16日举办的第九次国家安全论

坛,以 �危机、挑战与应对 � � � 2008年中国国家安全

形势回顾 �为主题, 结合 �2009年中国国家安全概

览 �的编写工作, 对 2008年我国国家安全形势进行

了回顾总结。这种将 �中国国家安全概览 �编写工
作与国家安全论坛结合起来进行讨论的做法还是第

一次。这种做法有利于推动国家安全研究领域实现

跨学科的联合科研,凝聚科研队伍。此次论坛发言

大体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从 2008年国际关系发展变

化的角度探讨其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主要涉及

2008年国际关系总体特征、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东

南亚地区形势;二是从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角度

探讨中国国家安全在 2008年经受的挑战, 主要涉及

全球化背景下的非传统安全、台湾问题与两岸关系、

金融安全、社会公共安全、环境安全、能源安全、国际

恐怖主义、文化安全、有组织犯罪、公共卫生安全、奥

运与国家安全、国家安全研究概况等广泛内容
[ 49]
。

2009年 6月 17日举办的第十次国家安全论

坛, 以 �国家安全学科的现状与未来研讨会暨北京

市国家安全学教改项目鉴定会 �为主题, 邀请了中

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

京联合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等在京相关高校的教学

科研人员参加,同时还邀请外地及有相关实际工作

部门的研究人员与会。会上,北京市 2006年教改项

目 �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地位及教学内容与方法 �负
责人介绍了项目组的研究成果, 指出国家安全学科

建设近年来取得了突出进展: 2004年出版的 �国家

安全学�2006年被评为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

2008年获北京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

等奖; �精品通识课国家安全学体系建设 �被评为北

京市教育教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国家安全学 �在

2005年被列为学院精品课后, 又被列为北京市参评

市级精品课。围绕主题, 与会人员展开了多方面讨

论, 并就这一成果的推广应用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

议, 同时还就一些国家安全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进

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
[ 50 ]
。

五、�国家安全学刊 �与国家安全学科建设

2002年 2月, 在学院领导的支持下, 国际关系

学院内部资料性刊物 �国家安全学刊 �问世。时任

院党委书记的周红军在贺词中写道: �希望 �国家安

全学刊�能够真正办成一份全方位研究国家安全的

学术刊物,对我国国家安全学科建设和我国国家安

全工作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 51 ]
这就非常恰当地

说明了�国家安全学刊 �首先要为新兴的国家安全

学科建设服务。

此外,刘跃进在�全方位研究国家安全 � � � �国

家安全学刊�发刊词 �中,对国家安全学科建设作了

更具体的阐述。�发刊词 �指出: �由于当代国家安

全和国家安全活动都是包括多方面内容、涉及多方

面问题、具有多方面关联的复杂系统,因而仅仅研究

其中的某一方面,如仅仅研究军事安全,或者仅仅研

究政治安全,或者仅仅研究军事斗争在维护国家安

全中的作用,或者仅仅研究间谍情报斗争在维护国

家安全中的作用, 或者仅仅研究外交外事活动在维

护国家安全中的作用,都不可能全面认识国家安全

和国家安全活动。同样, 我们如果仅仅是从政治学

的角度,或者仅仅是从军事学的角度,或者仅仅是从

外交学的角度,或者仅仅是从间谍情报学的角度,来

研究国家安全和国家安全活动, 那么对国家安全和

国家安全活动的认识也是不够的, 也必然是片面

的。��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活动、国家安全机构、国

�116�

刘跃进: 国家安全学科建设的探索历程



家安全保障体系以及与国家安全相关的社会问题和

自然因素等等在客观上的多方面性、多层次性、多关

联性, 决定了我们必须从各个角度全方位地研究国

家安全和国家安全活动, 研究国家安全和国家安全

活动涉及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种关系。�[ 52]
这

就需要建立一个专门的学科, 即国家安全学。发刊

词还说明了国家安全研究和国家安全学的综合性

质,指出需要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学者合作研究。

这些想法, 后来都反映在刘跃进在 �中共中央党校

学报�2002年第 3期发表的 �全方位研究国家安全 �

一文中。

�国家安全学刊 �虽然是一份非正式的内部资

料性刊物,但在推动国家安全学科建设方面却发挥

了重要作用。从创刊到 2008年, 刊物发表了大量与

国家安全学科和专业建设有关的学术文章。例如,

在 2002年第 2期上, 刘跃进借 �国家安全学基础 �

印行的机会, 发表了 �关于国家安全学若干问题的

思考 � � � 写在�国家安全学基础�问世之际 �, 对当

时的国家安全学科建设进行了回顾, 并针对刚刚印

出的�国家安全学基础 �存在的问题, 对国家安全学

的研究对象、任务、性质、学科地位和专业地位等进

行初步的探讨
[ 53] [ 54]

,这就为以后的精品教材 �国家
安全学 �的编写和出版奠定了基础, 同时也为探讨

国家安全学学科地位和专业地位拉开了序幕。

六、�国家安全学 �精品教材建设

在世纪之交编印 �国家安全学基础 �的同时,我

们又以 �国家安全学基础�为题申请了 �北京市高等

教育精品教材立项项目�, 并于 2001年 12月获得批

准。虽然�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公布 2001� 2002

年度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建设立项评审结果的

通知�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文件, 京教高 �2001�27

号 )发布于 2001年 12月 17日, �国家安全学基础 �
立项编号为 2001- 02 - 03 - 006,但真正得到通知

并开始研究和编写工作,已经是 2002年的事了,所

以我们把 2002年认定为国家安全学建设走向社会

的开始年。以此为标志, 国家安全学科建设突破了

�内部探索 �, 公开走向社会, 在保持国际关系学院

特色的前提下,融入到了普通高等教育的主流之中。

精品教材建设立项被批准后, 我们首先想到是

这部新的国家安全学教材必须是能够公开出版发行

的教材,因而不能有任何涉密内容,同时还需要进一

步强化教材的专业性, 对国家安全理论要进行更深

入的研究和拓展。后来,我们经过反复讨论与思考,

把项目申请拟用的书名 �国家安全学基础 �改成了

�国家安全学�。经过几年努力,作为北京市高等教

育精品教材立项项目的 �国家安全学�终于在 2004

年初定稿, 2004年 5月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发行。

作为国内第一部公开出版的国家安全学专业教

材, 政法版 �国家安全学 �受到各方好评, �光明日

报�、�学习时报 �、�江南社会学院学报 �、�中国人

民公安大学学报 �、�华北电力大学学报 �等大众传
媒和学术刊物曾以书评等形式予以广泛介绍, 同时

还在 2006年被评为 �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 �,

2008年被评为 �北京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二等奖 �。

该教材出版后不久,由群众出版社于 2008年 8

月出版的国内第二部�国家安全学 �教材, 广泛采用

了该教材内容,特别是该教材的独创性内容。近年

来, 众多研究国家安全的学术论著以及硕博士论文,

更是广泛参考和引用该教材的观点和内容, 使该教

材在国家安全研究领域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

此外,政法版 �国家安全学 �还被国际关系学
院、华东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等高校相关专

业选为本科或研究生的基本教材,被国防科技大学、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选为相关专业研究生入学考试或

复试的指定参考书,被国家安全机关选为相关考试

出题的基本材料和参考书。

七、�国家安全学�精品课程建设

如前所述,在 20世纪 90年代初期的教学改革

和专业调整中,国际关系学院开设了多种国家安全

类课程,其中与后来的 �国家安全学�课程一脉相承
的是 �国家安全学基础 �课。然而细究起来,最早开

设此种课程的时间还可以追溯到到 20世纪 80年代

后期。当时,国际关系学院马列教研部革命史教研

室的老师,就不仅在革命史教学中开设了 �中共情
报史 �专题,而且还设计了 �国家安全概论 �教学大

纲,开展了 �国家安全概论 �教学, 并在 90年代初期

开始专业调整后强化了 �国家安全概论 �的教学工
作。 2002年�国家安全学基础 �内部印行后, 课程名

称也相应地改为 �国家安全学基础 �。 2004年 5月

政法版�国家安全学 �公开出版后,课程名称改定为

�国家安全学 �, 并把其定为全院本科生必修的 �通
识课 �。为进一步推进我院教学改革, 根据本科教

学评估工作进程安排, 2006年 7月 26日国际关系

学院召开院学术委员会会议, 经过到会的全体委员

讨论,审议通过了双语教学课程的 5项立项, 精品课

程的 A级 4项、B级 5项立项, �国家安全学 �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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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正式列为学院 A级精品课建设项目予以立项支

持。由此,正式开始了 �精品通识课 �国家安全学 �

体系建设�工作。

在学院领导和教务科研部门的支持下, 在 �精
品通识课�国家安全学 �体系建设�过程中,我们还

在原来的 �国家安全教研组�的基础上,重新组建了

专门的 �国家安全学教研中心 �, 这就为本课程体系

的建设和实际教学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组织保障。与

此同时,我们还编制了比较完善的教学大纲,形成了

包括文字和多媒体在内的多种形式的教案, 设计并

不断丰富着 �试题库�和 �论题库 �,部分教学环节还
在学院教育技术中心协助下拍成了教学视频, 有些

老师的 PPT课件在校级课件比赛中获奖。 2009年

初, �精品通识课 �国家安全学 �体系建设 �被北京市

教委评为 � 2008年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 (高

等教育 ) �, 2010年 3月份公示结束, 即将由北京市

人民政府授奖。

�精品通识课 �国家安全学 �体系建设 �不仅取

得了预期效果,而且超出了校级立项水平,无论在教

材建设方面,还是在大纲、教案、课件、题库等的设计

方面以及具体的教学活动方面,都达到了省部级甚

至国家级水平,因而 �国家安全学�课程在 2009年 6

月又被评为 � 2009年度北京市高等学校精品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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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 ent of the Science of National Security

L iu Yuejin

(Teaching and R esearch Cen tre of the Science of N ational S ecurity,

University of Interna tional R elations, Beijing 100091, Ch ina)

Subtract: In the early 1990s, itw as still a virg in field in the sc ience of nationa l security in China. Therew ere

few experts, scholars or research results involved and nearly no professiona l tak ing the science as h is study ob jec.t

Through 10 years� probe, the sc ience of national security has show ed its sprout and presented a fine momentum o f

deve lopmen.t

Key words: the sc ience of nat iona l security; subject construction; new sub jec;t prob ing course; h igher edu-

c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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