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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大以来中共中央关于国家安全的论述与决定

刘跃进
(国际关系学院 , 北京 � 100091)

摘 � 要: 1992年以来, 在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七大报告中, 中共中央对国家安全的认识不断拓展和深化, 从国际扩

展到国内, 从传统安全领域扩展到了非传统安全领域。在倡导以 �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 �国际安全观�

的同时, 越来越重视 �公平、正义、法治、民主�为核心内容的 �国内安全观�,并决定 �针对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

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的新情况, 增强国家安全意识, 完善国家安全战略�, �抓紧构建�和 �健全��维护国家安全

的科学、协调、高效的工作机制�,从而形成了一种统领国际与国内两个大局、兼顾传统与非传统两个方面的全面系

统的新安全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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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党的十四大报告中的传统安全观念

1992年, 在十四大会议上,中国共产党首次在其

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使用 �国家安全�一词, 同时还

多处使用 �安全 �一词。党的十四大报告第二部分

�九十年代改革和建设的主要任务 �中的第十方面任

务 �加强军队建设�,对 �安全 �和 �国家安全 �作了集

中论述: �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必须按照邓小平同志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思想,走

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要继续加强人民武装警

察部队和公安、安全等部门的建设,更加有力地维护

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在这一段表述中, �安全 �一词出现了 4次, 其中

一次是 �国家安全�。这也是 �安全 �和 �国家安全 �在

整个报告中出现的次数。中共中央虽然由此开始以

公开文本讨论 �国家安全 �这一长期处于秘密状态的

�高阶政治 �问题, 但依然把军事和政治作为国家安

全的主要内容, 甚至无形中把 �国家安全 �等同于军
事安全问题和政治安全问题。用今天的视角来看,这

其实体现了一种传统的安全观。此后不久,中共中央

不仅更多地公开论述 �国家安全 �, 而且开始把一些

非传统安全问题纳入自己的安全视野中, 而不像过去

那样只是在军队建设、国际形势、对外关系等部分才

论及 �国家安全�。

二、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的初现

与党的十四大报告只是在有关 �军队建设 �中提
到 �安全 �和 �国家安全 �不同,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六

次提到 �安全 �(包括三处 �国家安全 �)时, 则是分散

在报告的不同部分,且有一些方面涉及到非传统安全

问题。

党的十五大报告第一处提到 �国家安全 �是在第

二部分 �过去五年的工作 �中, 具体是在论述军队建

设成就时指出: �在保卫国家安全、维护祖国统一和参
加国家经济建设、完成抢险救灾等任务中,人民军队

作出了重要贡献。�接着, 在第七部分中的 �文化建

设 �后,又用一段文字论述军队建设, 其中两处出现

�国家安全 �一词。这段原文中的两处 �国家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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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在讲了经济、政治和文化任务之后,这里要专门

讲一讲国防和军队建设。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是国

家安全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保证��继续加强中国
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公安、国家安全等部门的建设。�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继十四大后, 在党的全国代表大

会报告中第二次提到国家安全部门,而且与党的十四

大报告笼统说 �安全 �部门不同, 这里更准确地表述

成了 �国家安全 �部门。
报告中另外三处提到 �安全 �的地方是: 在第五

部分 �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 �的第七个方面

�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中,要求 �正确处理对外开

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 维护国家经济安

全�; 在第六部分 �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的
第五个方面 �维护安定团结 �中, 讲到 �搞好社会治

安,是关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改革、发展、稳定

的大事�; 在第九部分 �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 �中, 报

告指出: �扩大军事集团、加强军事同盟,无助于维护

和平、保障安全 �。
由此可见, 党的十五大报告虽然仍把 �安全 �和

�国家安全 �问题主要放在 �军事 �中进行论述, 但已

经开始超越军事和政治, 进入经济和社会领域。报告

论及的 �国家经济安全�、�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国
际� �安全�等, 都是一些非传统的安全领域。这说

明, �冷战 �结束后世界范围内的安全观变化,已经开

始影响到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开始更新自己的

国家安全观念,开始关注经济安全、国民安全等非传

统安全问题。

事实上,党的十五大报告不仅使用了 �国家经济

安全 �和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这样的术语,而且

对相关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也提出了相应的观点和对

策。报告一方面要求 �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

场、两种资源�;另一方面要求 �完善和实施涉外经济
贸易的法律法规�, �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非常明显,中

国共产党已经认识到,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 经济开放

必然带来相应的风险。而这些经济风险将不仅仅影

响个别企业,还可能损害整个国家经济体系和国家经

济安全。在这种情况下, 通过完善立法来化解经济风

险, 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对整个国家安全来说就成为

一项非常重要的非传统的安全战略和任务。当然,在

报告中体现的这种非传统安全意识只是初步的, 还没

有明确化、系统化。

其实,当时的中国社会,包括学术界, 都还没有形

成明确系统的非传统安全观念和理论。虽然中国政

府从 1996年就已经开始对 �新安全观 �进行探索,但

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 1999年 3月, 江泽民同志

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提出: �新安全

观的核心,应该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 �。2001年 7

月 1日,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80周年大会上的讲

话中把 �合作 �改为 �协作�,提出 �国际社会应该树立

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这意

味着中国政府开始自觉地确立一种新的安全观。

2002年 7月 31日,在斯里巴加湾市召开的东盟地区

论坛外长会议上, 中国代表团发表了 �中国关于新安

全观的立场文件�,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在新形势

下的安全观念和政策主张, 这标志中国政府更为系统

的新安全观的正式形成。 2002年 11月, 这种新安全

观便出现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

三、党的十六大报告综合 �传统 �与 �非传统�的

新安全观

党的十六大报告虽然只有三处提到 �国家安

全 �,但有 11处提到 �安全 �一词。这是首次在党的
全国代表大会上论述以 �互信、互利、平等、协作 �为

核心的 �新安全观 �。同时, 在论及 �安全构成 �时,超

越了军事国防,再次强调 �国家经济安全 �问题;在论

及 �安全威胁 �时, 超越了 �传统 �安全威胁, 注意到

�非传统 �的安全威胁, 并且强调传统安全威胁与非

传统安全威胁的相互交织。

具体来说,在总结 �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十三年的

基本经验 �时,报告认为: �我们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

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 �, �始终把国家的

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 �; 在论述 �经济建设和经济
体制改革 �时,报告强调: �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

安全的大型国有企业、基础设施和重要自然资源等,

由中央政府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 �, 特别是 �在

扩大对外开放中, 要十分注意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在

讲到 �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 �时, 报告要求: �加
强国家安全工作,警惕国际国内敌对势力的渗透、颠

覆和分裂活动 �; 在 �国防和军队建设 �部分, 报告指

出: �建立巩固的国防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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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

障�; 更重要的是,在论述 �国际形势和对外工作 �时,

报告认为: �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 �,
�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

恐怖主义危害上升 �, 强调 �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

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 通过

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

胁。�
党的十六大报告已经明确扬弃了把安全问题局

限于军事和政治的传统安全观,形成了一种既包括传

统的军事安全、政治安全,又包括非传统的经济安全、

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等在内的综合安全观, 以及强调

�互信、互利、平等、协作 �的国际安全观。
四、�能力决定 �对国家安全的集中论述

2004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一个

决定,对国家安全问题作了前所未有的、更集中更全

面的论述。这就是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

建设的决定� (本文简称 �能力决定 �)。
出台于 2004年 9月的 �能力决定 �,共 16次提到

�安全 �一词,其中四次是 �国家安全 �, 同时还依次出

现了 �公共安全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新安全

观�、�传统安全威胁�、�非传统安全威胁 �、�国家安
全意识�、�国家安全战略 �、国家安全 �工作机制 �、

�政治安全 �、�经济安全 �、�文化安全 �、�信息安

全�、�国防安全 �等术语, 而这些术语中的 �公共安

全�、�国家安全意识 �、�国家安全战略 �、国家安全

�工作机制 �、�文化安全 �、�信息安全�等,都是在以

前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没有出现过的。

�能力决定�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第八部分 �坚持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

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对国家安全前所未有的集中论

述: �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维护国

家安全。针对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

素相互交织的新情况, 增强国家安全意识, 完善国家

安全战略,抓紧构建维护国家安全的科学、协调、高效

的工作机制。坚决防范和打击各种敌对势力的渗透、

颠覆和分裂活动,有效防范和应对来自国际经济领域

的各种风险,确保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

全和信息安全。�

对国家安全的这段集中论述, 不仅在党的文件中

前所未有,而且至今仍是对国家安全问题最集中最完

善的论述。它揭示了当前我国在 �安全威胁 �、�安全

内容�和 �安全保障 �三个层次上存在的问题和应采
取的战略措施。

第一,通过 �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

因素相互交织 �, 以及 �坚决防范和打击各种敌对势

力的渗透、颠覆和分裂活动, 有效防范和应对来自国

际经济领域的各种风险 �的表述,具体说明了当前所

面临的 �安全威胁 �既有传统因素,也有非传统因素。

第二, 通过 �确保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

化安全和信息安全 �这样的表述,具体说明了当前的

�安全内容 �既包括 �政治安全 �、�经济安全 � (以及

�能力决定�后面提到的 �国防安全 � )等传统要素,也

包括 �文化安全�、�信息安全 �等非传统安全要素。

第三,通过 �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完善国家安全战

略,抓紧构建维护国家安全的科学、协调、高效的工作

机制�, �坚决防范和打击各种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

和分裂活动, 有效防范和应对来自国际经济领域的各

种风险�的表述,具体说明了我国在 �安全保障 �方面

需要做好哪些方面的工作, 其中既包括 �增强国家安

全意识�、�完善国家安全战略�、�抓紧构建维护国家

安全的科学、协调、高效的工作机制�这三个战略性措
施,也包括 �坚决防范和打击各种敌对势力的渗透、颠

覆和分裂活动 �和 �有效防范和应对来自国际经济领

域的各种风险 �这两项具体工作。

五、�和谐决定 �对 �能力决定 �安全论述的完善

�能力决定 �中有关国家安全的系统论述, 同样

出现在 2006年 10月 11日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

的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 � (本文简称�和谐决定� )中。

�和谐决定�的这段集中系统论述是: �加强国家

安全工作和国防建设, 保障国家稳定安全��坚定不
移地捍卫国家安全统一和领土完整。�

虽然在国家安全的总体思路上, �和谐决定 �与

�能力决定�并无太大区别, 但个别表述的变化还是

值得深入研究。例如, �能力决定 �提出的 �抓紧构建

维护国家安全的科学、协调、高效的工作机制 �, 在
�和谐决定�中变成了 �健全科学、协调、高效的工作

机制�,而这种由 �抓紧构建 �到 �健全 �的表述变化,

已经暗示原来需要 �抓紧构建 �的国家安全工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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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当时已经形成和存在, 接下来的任务是如何 �健

全�的问题。这其实是对 �能力决定 �相关表述的完

善。

从词频统计看, 与 �能力决定 �中 16次提到 �安

全� (包括四处 �国家安全 � )相比, �和谐决定 �24次

出现 �安全 �, 其中五次是 �国家安全 �。除上述一段

表述中的四个 �国家安全 �外, 另一处表述是: �敌对

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在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决定中,如此多方面地系

统地论述国家安全问题, 表明中共中央对 �社会和

谐�与 �国家安全�的相关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也表明

非传统的安全观念和思维已经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思

想中深深扎下了根。

六、国家安全集中于 �民生�部分的十七大报告

2004年�能力决定�和 2006年 �和谐决定 �对国

家安全的集中论述,在 2007年 10月的党的十七大报

告中,被分解在不同部分作了分别阐述。在这一题为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 为夺取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的报告中, �国家安全 �一词

出现的次数,由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报告中的 3次、

�能力决定 �中的 4次,上升到 5次, 与�和谐决定�中

出现的次数持平; �安全�一词出现的次数, 也由十五

大报告的 6次、十六大报告的 14次、�能力决定 �的

16次,上升到 23次,比 �和谐决定�中的 24次只少了

1次。

党的十七大报告与以往的一个重要区别是,既没

有把国家安全的整体论述放在军队国防建设部分,也

没有将其放在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部分,而是放在了

第八部分 �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

的第六个方面 �完善社会管理, 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

中, 具体内容是: �完善国家安全战略, 健全国家安全

体制, 高度警惕和坚决防范各种分裂、渗透、颠覆活

动,切实维护国家安全。�这一变化, 说明中共中央已

经认识到,对当前的中国来说, 国家安全的重点不在

外部,也不是军事问题,而是我国内部存在的各种社

会问题,以及如何有效化解这些社会问题。

此外,在第九部分 �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
新局面�中,也提到了 �国家安全 �, 指出 �必须站在国

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

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

统一�; �加强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建设,更好履行维护

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责使

命。�同时,在继续强调 �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
威胁相互交织�情况下, 报告还广泛地论及了 �国家

粮食安全 �、�农产品质量安全 �、�食品药品安全 �、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以及经济、金融、生产、发展等

方面的安全问题。这一情况表明,中共中央既把军事

问题作为当代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不断予以强调,又

已经充分认识到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在整个国家安

全系统中的重要地位, 已经决定通过各方面的具体工

作来解决这些问题,以保障整个国家安全。

七、把 �三农 �问题与国家安全挂钩的 �农村决

定 �
讨论 �中共中央关于国家安全的决定 �, 除要关

注 2004年的 �能力决定 �和 2006年 �和谐决定 �外,

还需关注 2008年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本文简称 �农村决定 � )。

这份 2008年 10月 12日由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

通过的关于农村改革的决定, 事实上也是一份有关

�粮食安全�的决定。 �农村决定 �关于 �国家粮食安

全 �的论述,特别是关于粮食安全对国家安全的重要

性的认识,与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中

对粮食安全问题的研究和关注具有很高的一致性。

过去,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各种

决议和决定, 很少与 �国家安全 �挂钩, 也很少出现

�安全�二字, 但在这一 �农村决定 �中, �安全 �一词却

出现了 19次之多, 其中 �粮食安全 �就出现了 7次,

�国家粮食安全�出现了 5次, 还出现了 1次 �国家安

全 �。

�农村决定 �关于国家安全的论述, 是与农业发

展特别是粮食问题相联系的,具体表述是: �必须巩固

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为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
和谐、维护国家安全奠定坚实基础。�

在其他两处论述了国家粮食安全面临的严重挑

战之后, �农村决定 �集中提出了确保粮食安全的对

策,指出要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粮食安全任何时候

都不能放松, 必须长抓不懈。加快构建供给稳定、储

备充足、调控有力、运转高效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把发展粮食生产放在现代农业建设的首位,稳定播种

面积,优化品种结构,提高单产水平,不断增强综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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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力。各地区都要明确和落实粮食发展目标,强化

扶持政策,落实储备任务,分担国家粮食安全责任。�

同时, �农村决定�还论述了农村的金融安全、生
产安全、医疗安全、饮水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外资

并购境内涉农企业安全审查机制等问题,因而完全可

以被看做是中共中央有关 �三农 �与非传统安全问题
的决定。

总之,党的十四大以来,中共中央对国家安全的

认识一直在不断拓展和深化, 从重国际转变为重国

内, 由传统安全领域扩展到了非传统安全领域, 并决

定 �针对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

交织的新情况,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完善国家安全战

略�, �抓紧构建 �和 �健全 ��维护国家安全的科学、协
调、高效的工作机制 �,而且努力把这些重大的国家安

全决策落实到包括 �执政党能力建设 �、�和谐社会构

建�、�农村改革发展 �等在内的各项具体工作中。这

说明,中国共产党并非只重视和倡导以 �互信、互利、
平等、协作 �为核心的 �国际安全观 �, 而是越来越重

视和倡导一种以 �公平、正义、法治、民主 �为核心内

容的 �国内安全观 �。这才是一种统领国际与国内两

个大局、兼顾传统与非传统两个方面的全面系统的新

安全观。这样的认识和决策, 对于在全球化时代日益

复杂化和多样化的安全形势下,有效保障我国国家安

全, 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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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sition and Decisions on State Security by CPC Central

Comm ittee since the 14th Party Congress

LIU Yue-jin

( Un ive rsity o f In ternational Re la tions, Be 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Since 1992, in the Reports o f 14th to 17th Party Congress, the CPC CentralComm ittee has constantly deve-l

oped its understand ing o f state security, from international to dom est ic, from traditiona l to non- trad itional security are-

as. W hile prom oting the " internat ional security outlook" of "mutual trus,t m utual benefi,t equity and cooperation", the

"dom estic security out look" o f " equ ity, just ice, leg islation and democracy" has been paid more and m ore attention. A -l

so it has been dec ided to "pay close attent ion to establish and im prove the scientif ic, coordinating and effectivem echa-

nism of safeguarding the state security", thus constituting a com prehensive and system atic new out look of security wh ich

considers both international and dom estic situat ion, and invo lves both trad it ional and non- trad it ional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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