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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15日，在中央国家

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并阐述总体国家安全

观。后来，在国际国内众多场合，针

对各方面具体问题，习近平总书记

反复强调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同时也从不同方面不断充实和完

善总体国家安全观。2018年4月，在

十九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

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

讲话，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

家安全观，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

作新局面。我们要准确把握国家安

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

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

国家安全道路。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丰富内容

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丰富的

内容，我们可以把其主要内容概括

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五个既重视又重视”、十二个国家

安全要素、四个国际安全理念。

 “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居于首位。对此，习近平总书记的

具体阐述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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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就是一

条“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统筹国家

安全方方面面的国家安全道路”。

“五个既重视又重视”是习近

平总书记在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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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观时指出、后来反复强调的，也

是当前中国国家安全理论与实践

需要处理好的“五对关系”，这就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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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

平总书记进一步把“坚持总体国家

安全观”列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十四条方略之一，并从国

家大战略的高度强调了这五对关

系，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 “是我

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

同时要求“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

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

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

安全”。这五对关系，从不同角度体

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国家安

全方方面面”的重要特征。

国家安全的十二个要素，是

习近平总书记在首次阐述总体国

家安全观时提到的人民安全（或

国民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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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国家安全学理论来看，这十二个

要素中的前十一个，是国家安全

的基本构成要素，最后的核安全

是国家安全的次级构成要素。后

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外不同

场合讲到更多的国家安全次级要

素，如信息安全下的网络安全，经

济安全下的金融安全、粮食安全、

食品安全等，资源安全下的能源

安全、水资源安全、土地资源安

全等，还有社会安全下的交通安

全、消防安全，等等。由此，可以从

一个侧面看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

“总体”是非常丰富的。这些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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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上的国家安全要素，是中国

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统筹国家安全

方方面面”在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上

的体现。

四个国际安全理念是习近平

总书记在2014年上海亚信峰会上

做主旨发言时首次提出，后来在

多个国际场合反复强调的，指“共

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

持续安全”。共同安全就是要尊重

和保障每一个国家安全，不能一

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

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

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

求自身的“绝对安全”。综合安全

就是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

统领域安全。合作安全则是要以

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安全，坚持

通过对话合作促进世界各国的安

全，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

胁。可持续安全就是要安全和发

展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这四个

国际安全理念，正是中国特色国

家安全道路中“以促进国际安全

为依托”的具体体现。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的各

类讲话，不仅在国家安全构成要

素上把金融安全、粮食安全、公共

安全、社会安全、甚至交通安全、

生产安全、消防安全等都纳入了

国家安全体系，使其成为国家安

全不同层级上的构成要素，而且

还谈到了民族、宗教、改革、开放、

国际安全、邻国关系等影响国家

安全的因素，谈到了恐怖主义、贪

污腐败、地区冲突、自然灾害等危

害和威胁国家安全的因素，特别

是通过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深

化国防与军队改革、提出总体国

家安全观、颁布实施系列国家安

全法律、出台国家安全方略政策、

开展国家安全教育宣传，以及反

腐倡廉、深化改革、强化开放等一

系列措施，在影响国家安全因素、

危害国家安全因素和国家安全保

障问题等方面，不断拓展和丰富

着总体国家安全观。

总体国家安全观，就是一种

统筹当代国家安全各方面问题的

系统的国家安全思想、科学的国家

安全理论。面对国家安全这样一个

异常复杂的社会大系统，我们必须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运用系

统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科学认识

和处理各方面的国家安全问题。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价值

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要求系

统全面认识和把控当前范围十分

广泛的各方面国家安全问题，而且

要求在所有国家安全问题中确立

“以人民安全为宗旨” “一切为了

人民”的国家安全核心价值观。

如前所述，早在2014年提出

总体国家安全观并阐述中国特色

国家安全道路时，习近平总书记就

把人民安全置于政治安全、经济安

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

等国家安全的所有其他要素之前，

强调国家安全要“以人民安全为宗

旨”，从而确立了人民安全在整个

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首要地位。紧接

着，他进一步强调国家安全工作

要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要

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

民”。

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

场合、针对不同问题，反复强调人

民安全、国民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

宗旨性、目的性地位。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为人

民服务”为宗旨的政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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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中国共产党奉行的“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宗旨在国家安全领

域的贯彻；正是宪法规定的“一切

权力属于人民”根本性制度在国

家安全领域的体现。为此，传统国

家安全工作机关，各种非传统国

家安全工作部门，都要深入学习，

认真领会，把“以人民安全为宗

旨”的核心价值观扎扎实实落实

到各自不同的国家安全工作中。

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

在十九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

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在总结四

年来国家安全工作成绩时，把“形

成了国家安全理论体系”作为其中

的一个重要方面。这说明，经过多

年的发展与完善，总体国家安全观

已成为系统的“国家安全理论体

系”。

理论体系上的总体国家安全

观，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一是

统筹当代国家安全各个方面的系

统科学性，二是“以人民安全为宗

旨”的国家安全核心价值观。因此，

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

须既重视国家安全和国家安全工

作的系统性，更重视中国特色国家

安全工作的人民性；要坚持立足于

防范，又有效处置风险；还要坚持

科学统筹，始终把国家安全置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中来把

握，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形成

维护国家安全合力；更需要站在国

家大局和国家大战略的高度，坚持

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

在这次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

会议上，习近平特别强调，要坚持

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

实施更为有力的统领和协调。会议

审议通过了《党委（党组）国家安全

责任制规定》，明确了各级党委（党

组）维护国家安全的主体责任，要

求各级党委（党组）加强对履行国

家安全职责的督促检查，确保党中

央关于国家安全工作的决策部署

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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