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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列为新时代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14 条基本方略之一，提

出“要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安全政策”，“健全国家安全体

系，加强国家安全法治保障”，“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增强全党

全国人民国家安全意识，推动全社会形成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

合力”。近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国家安全，在总体国家安

全观的指导下，对国家安全工作进行了战略性总体布局，初步

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

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健全国家安全制度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逐渐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特别是政治局）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为主体的国家

安全领导体制，但这种具有明显传统特色的国家安全体制，已

不适应当前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

安全问题相互交织的国家安全新形势。为此，党中央从 2004

年开始，就一直在探索健全完善国家安全工作机制和国家安全

体制。到 2013 年 11 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时，这种探索终于

有了一个具体的设想，就是决定设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

2013 年 11 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

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设立国家安全委

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

2014 年 1 月 24 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成立，习近平

总书记任主席。2014 年 4 月 15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

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

“总体国家安全观”，同时对设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目的和

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原则作了重要阐述。设立中央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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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国家安全总体布局
刘跃进

安全委员会，既是健全完善国家安全体制机制的一个重要结果，

又是进一步完善国家安全体制机制的基础和开端。

在 2017 年 2 月 17 日召开的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又提出了完善国家安全体制机制的一些具体任务。例如，

“要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提高社会治理整体水平”，

“要筑牢网络安全防线，提高网络安全保障水平，强化关键信

息基础设施防护”，“要积极塑造外部安全环境，加强安全领域

合作，引导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国际安全”等。

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我国虽然初步健全了国家安全体制机

制，但问题并未彻底解决，任务并未全面完成。为此，党的

十九大报告在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 14 条基本方略之一时，依然强调“完善国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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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制度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这说明，今后还需要

进一步健全国家安全制度体系。

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创新国家安全思想理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国家安全问题，

针对不同时期的不同问题和挑战，从不同方面维护国家安全。在

2014 年 4 月 15 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我国国家安全思想理论的

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新。

总体国家安全观内容丰富，涉及的问题广泛，大体上可以

概括为 ：提出要走一条“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中国特色国家

安全道路 ；要求构建一个集外部与内部、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

题为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 ；把安全与发展放在同等重要地位上，

形成一种以安全与发展为中心的新思维 ；超越本国安全的狭隘

思维，把他国安全与本国安全紧密联系起来，倡导“以促进国

际安全为依托”的共同安全理念。

总体国家安全观虽然主要是国家安全问题，但它并不局限

于国家安全，而是把国家安全作为一个开放系统，与整个社会

发展联系起来进行思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重视发展问

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

这种安全与发展并重的思想，把国家安全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时

作为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

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突破了国家安全，而且还超越了本国

安全，把本国安全与他国安全及整个人类的安全联系起来进行

思考。在阐述总体国家安全观时，习近平总书记分别以“国际

安全”“外部安全”“共同安全”三个重要理念阐述了本国安全

与他国安全的关系。在阐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从而把

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联系起来进行思考 ；在阐述“贯彻落实总

体国家安全观”时，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

又重视内部安全”，这就把国家安全理解为内部安全与外部安

全的统一，从而在理论逻辑上把本国安全天然地与国际安全、

他国安全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看待和处理国际安全、外部安全、

他国安全问题上，总体国家安全观超越传统安全思维，强调共

同安全，强调他国安全、国际安全对本国安全的重要性。

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后不久，习近平主席在亚洲安全观中

提出了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国际安

全新理念。习近平主席指出，“共同，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每一

个国家安全”，“综合，就是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

安全”，“合作，就是要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各国和本地区安全”，

“可持续，就是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

总之，总体国家安全观把各种传统要素和非传统要素有机

统一到“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中国特色国家安全体系之中，

是一种民主的系统国家安全观，也是一种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

观。党的十九大报告阐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

略时，明确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列入其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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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在强化“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在

国家基本方略中重要地位的同时，再次明确把国家安全与经济

社会发展置于平等的地位。

颁布系列国家安全法律，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中关于设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向中央全会作说明

时，提出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四大职责，其中一项就是“推进

国家安全法治建设”。

过去我国的国家安全法律体系并不完善，国家安全法治建

设相对其他领域也较为滞后，一些较为明显的问题长期得不到

解决，一些比较重要的修法和立法难以完成。在这种情况下，

明确把“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作为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

的主要职责之一，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国家安全立

法工作的迅速推进、国家安全系列法律的快速出台，起到了

重要作用。

正是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思想

的指导下，由旧《国家安全法》修订而来的《反间谍法》在

2014 年 11 月颁布实施，旧《国家安全法》同时被废止。此后，

新《国家安全法》便在 2015 年 7 月 1 日颁布实施。此外，《反

恐怖主义法》《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网络安全法》

《国家情报法》等国家安全相关法律也陆续颁布，我国国家安

全法律体系得以初步形成。按照《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

规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

划纲要》，还有大量的国家安全法律将在未来几年内颁布实施。

随着国家安全相关法律修订或制定完成颁布实施后，我国将形

成一个更加完善的国家安全法律体系。

虽说国家安全立法是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的起点和重要

步骤，但比较完善的国家安全法律体系的形成并不是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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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建设的完成。国家安全领域仅仅“有法可依”还不是国家

安全法治。国家安全法治不仅要求“有法可依”，更要求“有

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因此，要真正推进国家安

全法治建设，并且最终实现国家安全法治，还有相当长的路要

走，需要各界携手合作、共同努力。为此，十九大报告在提出“有

效维护国家安全”这一总任务时，再次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

法治保障”。

出台《国家安全战略纲要》等重要文件，完善国家安全方略

谋划

制定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是当今世界各国保障国家安全

的重要措施之一。中国学术界在世纪之交就提出了制定中国

国家安全战略的建议。2015 年 1 月 2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会议审议通过中国第一个完整的国家安全战略文本《国家安

全战略纲要》，其在中国国家安全理论与实践方面具有非常

重要的开拓意义，也是中国国家安全理论与实践的一个重要

创新。

《国家安全战略纲要》是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根据

总体国家安全观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制定的，是一部以人民安

全为宗旨，统领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着眼于全面

保障中国国家安全的总体性国家安全战略。总体国家安全观确

立的“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核心价值观，首先被落实到国家

安全战略文本中，成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根本目标。把人民

的利益和安全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根本目标，既是贯彻落实总

体国家安全观的必然要求，也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和“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实质的体现。

在明确国家安全战略根本目标的同时，《国家安全战略纲

要》也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确立了国家安全战略的总体

目标。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国家安全战略纲要》时

要求：“坚持正确义利观，实现全面、共同、合作、可持续安全。”

这里的“坚持正确义利观”“合作安全”可以看作是实现安全

的措施和手段，“全面安全”“共同安全”“可持续安全”则是

中国国家安全的总体目标。从空间布局看，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总体目标是兼顾内部与外部、本国与他国、人与物、传统与非

传统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安全”“共同安全”。从时间布

局看，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总体目标是兼顾当下与长远的“可持

续安全”。当然，在根本目标和总体目标之外，《国家安全战略

纲要》还给出了一些具体目标。

国家安全战略既需要通过更加具体的国家安全方针政策加

以贯彻落实，也需要通过更有针对性的不同领域的国家安全战

略规划加以贯彻落实。在总体国家安全布局中，不仅“全面

保障国家安全”将成为我国的国家大战略，而且具有中国特

色的国家安全话语体系也将成为整个国家大战略的重要组成

部分，并在包括党代会报告和人代会报告在内的党政重要文

件中，成为与军事国防、外交外事、社会治理等问题并驾齐

驱的一部分。

设立“国家安全教育日”，推动国家安全进入国民教育体系

和公务员培训体系

进行国家安全宣传教育，是开展国家安全工作和强化公民

国家安全意识的重要措施。从以往不同名称、分门别类的国家

安全教育，到统一完整的总体性国家安全宣传教育，是近年来

中国国家安全宣传教育的重要转变，也是中国国家安全宣传教

育的重要创新。在国家安全宣传教育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是新《国家安全法》对“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的确立，以及

对国家安全进入国民教育体系和公务员培训体系的规定。2015

年 7 月 1 日颁布实施的新《国家安全法》，将 4 月 15 日定为“全

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新《国家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进一步规定：

“国家加强国家安全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通过多种形式开展

国家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将国家安全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

公务员教育培训体系，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

2016 年 4 月 15 日，在首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到来之际，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深入开展国家安全宣

传教育，切实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这里的“国家安全宣

传教育”，是总体国家安全观论及的总体性国家安全宣传教育，

其主要内容就是总体国家安全观、新《国家安全法》，宣传教

育的组织者不再是过去的国家安全部和地方国家安全厅局，而

是从上到下的统领性国家安全领导机关，即中央国家安全委员

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以及组成人员不同以往的地方各

级国家安全领导小组。  
（作者为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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