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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宗旨和基石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2014 年 4

月，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上首次提出总体

国家安全观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家安全

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2020年 6月，在专

家学者座谈会上就防疫问题发表重要讲话

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

的基石”。这两个重要论断，是对人民安全在

总体国家安全体系中的科学定位，对构建国

家安全学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特别是对维

护和塑造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我们党诞生于国家内忧外患、民族危难

之时，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有着刻骨铭心的

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对发展和安

全高度重视，始终把维护国家安全工作紧紧

抓在手上。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

我们治党治国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重大原

则。我们党要巩固执政地位，要团结带领人

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证国家

安全是头等大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

导，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纳入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从全局和战略

高度对国家安全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

强化国家安全工作顶层设计，完善各重要领

域国家安全政策，健全国家安全法律法规，有

效应对了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保持了我国

国家安全大局稳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

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

的建议》，首次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纳入“十四

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并列

专章作出战略部署，突出了国家安全在党和

国家工作大局中的重要地位。

2014年 4月 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首次提出

总体国家安全观重大战略思想。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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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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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

安全观的这段重要论述，揭示出当代国家安

全的基本构成要素，即人民安全、政治安全、

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等。

此外，习近平总书记在这些会议上还讲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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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

全、核安全等。

2017年 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安全工

作座谈会上指出：“国家安全涵盖领域十分广泛，

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习

近平总书记不仅强调要突出抓好政治安全、经济

安全、国土安全、社会安全、网络安全等各方面的

安全工作，而且要求“加强交通运输、消防、危险

化学品等重点领域安全生产治理，遏制重特大事

故的发生”。由此，交通安全、生产安全、危险化学

品安全等等，也被纳入国家安全体系，使国家安

全体系更加完整。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我们，既

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

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

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

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准

确把握我国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

坚持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

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

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

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切实做

好国家安全各项工作。

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宗旨

在不断丰富国家安全要素的同时，习近平

总书记不断发展和丰富“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

国家安全价值观。把人民安全置于国家安全所

有其他要素之前，首先强调“以人民安全为宗

旨”，这充分说明，在整个国家安全体系中，无论

最终包括多少要素，也无论这些不同要素在国

家安全体系中处于什么地位，人民安全都处于

各种要素的首位，是整个国家安全的核心要素。

如果说在国家安全众多要素构成的“同心圆”框

架中，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那么在国家

安全体系中，人民安全则是整个国家安全和国

家安全工作的最终目的。

我们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

旨，把人民群众作为包括国家安全工作在内的

各项工作的最终目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

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

前进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发展和安全

是国家大战略的两方面重要内容。统筹发展和

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

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在提出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从统筹发

展和安全的高度，提出了“以人民安全为宗旨”

的国家安全观。

2014年 4月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时，

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强调国家安全要“以人民安

全为宗旨”，而且明确要求，“既重视国土安全，

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

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

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这里的“国家安全

一切为了人民”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一条重要

原则：任何一项国家安全工作，都要以为人民安

全服务为最终目的。

在 2017 年 2 月召开的国家安全工作座谈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国家安全工作要

“以人民安全为宗旨，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

路”，同时还进一步明确指出：“国家安全工作归

根结底是保障人民利益，要坚持国家安全一切

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群众安居乐业提供

坚强保障”。这就在“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一切

为了人民”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国家安全工

作的最终目的，即保障包括人民安全在内的人

民各方面利益，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提供坚强

保障。由此，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国家安

全领域得到明确而具体的贯彻落实，包括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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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在内的人民利益，被确立为国家安全和国

家安全工作的根本目的和终极价值。

在国家安全众多要素组成的同心圆中，人

民安全居于这个同心圆的中心位置。国家安全

体系中人民安全的核心地位，这是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以人民为中心”在国家安全领域的体

现。把“以人民为中心”贯彻落实到国家安全领

域，就必然把“人民安全”置于整个国家安全的

核心地位。由此，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人民性

和总体性来看，国家安全就是一个国家所有国

民、所有领域、所有方面、所有层级安全的总和，

其核心是人民安全。

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对人民安全的定位中，

“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这一

重要论述，既通过“一切为了人民”表达了人民

和人民安全、人民利益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宗

旨地位，又通过“一切依靠人民”表达了人民安

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基石作用。具体来说，

“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是对“以人民安全为

宗旨”重要命题的通俗解释，也必然得出“国家

安全工作归根结底是保障人民利益”“为群众安

居乐业提供坚强保障”的结论；而“国家安全一

切依靠人民”则是夯实国家安全群众基础的必

然要求，也蕴含了“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

石”的重要思想。

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就是要“以

人民安全为宗旨”，要始终把人民利益和人民安

全作为国家安全工作的最终目的，“为群众安居

乐业提供坚强保障”；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依靠人

民”，就是要“以人民安全为基石”，要把人民群众

作为保障国家安全工作的基本力量，夯实国家安

全的群众基础。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用“以人民

安全为宗旨”的重要论断，确立了国家安全和国

家安全工作的终极目的与核心价值，而且以“人

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的重要论断，确立了

我国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途径和方法。

在“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

民”重要论断中，“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阐明

了国家安全和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目的，体现

的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国家安全核心价值

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根本宗旨；“国家安全一切依靠人民”阐明了人

民群众对国家安全的基石性作用，以及我国国

家安全工作的重要原则和方法，体现了中国共

产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

国家安全工作一旦忘却初心，脱离人民，背

离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安全和利益服务的宗旨，

“一切依靠人民”的工作途径就会走不通，“一切

依靠人民”的工作方法也就难落实，人民群众就

难以成为国家和国家安全的基石。只有在国家

安全工作中真正做到“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一

切为了人民”，把人民安全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

上，工作中才能做到一切依靠人民，才能落实一

切依靠人民的工作方法，才能使人民和人民安

全真正成为国家安全和国家安全工作的基石。

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要充分

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切

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安全权益，始终把人民作

为国家安全的基础性力量，加强国家安全人民

防线建设，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汇聚起维护

国家安全的强大力量。

我国的国家安全工作，必须在“以人民安全

为宗旨”“一切为了人民”“保障人民利益”的前

提下，认真做到“一切依靠人民”，充分听取人民

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并由此充分发挥人民群众

在国家安全和国家安全工作中的基石性作用。

（作者：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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