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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安院校肩负着培养党和人民忠诚卫士的重大使命，这与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建设目标相契

合。因此，加强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是公安院校的使命与担当。梳理当前公安院校国家安全学学科建

设实践状况，发现存在基础理论还相对薄弱、建设实践推进不够、课程设置不够完善等问题。要有效解

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特色发展，坚持内涵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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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全局观念、战略思维、政治意识、能力

担当的国家安全专门人才［1］，国家相关部门陆续出台了推动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的文件。

如 2020年 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发布了《关于设置“交叉学科”门类、“集成电路

科学与工程”和“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该《通知》批准设置

“交叉学科”门类，确定国家安全学为“交叉学科”门类下一级学科，并要求加强“国家安全

学”学科建设，做好人才培养工作［2］。在当前国家安全形势和国家安全战略需求背景下，国

家相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推动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的举措，明确了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发

展的大方向。但是，国家安全学被确定为一级学科仅两年时间，理论基础相对较为薄弱，学

科体系也亟待建立和完善。本文在分析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的现状及趋势，梳理国家安全

学学科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探索公安院校如何开展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

一、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研究现状及趋势

（一）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研究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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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 具 体 操 作 ：以 国 家 安 全 学 为 主 题 、以 1990 年 1 月 至 2022 年 4 月 为 时 间 段 ，使 用

CiteSpace5.7软件对中国知网收录的文献进行检索，检索到 257条文献。为确保检索到的文

献的较强理论性、学术性，将其中的评论文章、新闻报道、会议通知等文献删除，最终获得 91
条文献。

2.发文时间分析

论文数量的增减变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研究领域的发展状况。从图 1可知，国

家安全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缓慢发展阶段和迅速发展阶段，1990—2017
年国家安全学研究处于缓慢发展阶段，论文发表数量非常少，发文数量在 1～3篇之间；

2018—2022年国家安全学研究处于迅速发展阶段，特别是 2021年论文发表数量达到近些年

来的顶峰，2021年全年的发文量超过了 1990—2017年论文发表总量。总体而言，由于国家

的重视和政策引导，目前国家安全学的研究正处于迅猛发展时期。

图 1 1990—2022年国家安全学研究论文年度分布

3.发文作者分析

从图 2可知，在国家安全研究领域发文的作者分别是刘跃进（17篇）、王林（3篇）、王东

明（2篇）、倪春乐（2）、杜鑫（1篇）等。刘跃进教授是国内最早开始研究国家安全学的学者，

发文数量最多。笔者分析发现，国家安全学研究领域仅有以倪春乐和杜鑫为代表的两个主

要的研究团队，其余作者间合作较少。如图 2所示。

图 2 1990—2022年国家安全学研究核心作者合作网络

4.发文机构分析

国家安全学领域研究的机构主要是西北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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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国家关系学院等高校。分析也发现高校之间的合作较少，如图 3所示。

图 3 1990—2022年国家安全学研究机构合作网络

5.关键词分析

通过对有关国家安全学研究文献中的关键词使用频率进行分析，得出该研究领域内高

频关键词的分布。从图 4、表 1可见，本领域内国家安全学作为主题检索词出现的频次最

高，高达 215词，中介中心性为 0.30，学科建设、国家安全、学科门类、课程设置、人才培养、国

家安全法学的频次分别为 187、77、71、69、36、36，中介中心性分别为 0.66、0.67、0.59、0.35、
0.74、0.72。这表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课程设置等在国家安全学研究中的受关注度高。

图 4 1990—2022年国家安全学研究关键词共现网络

表1 高频关键词及中介中心性排序

关键词

国家安全学

学科建设

国家安全

学科门类

课程设置

人才培养

国家安全法学

频次

215
187
77
71
69
36
36

中介中心性

0.30
0.66
0.67
0.59
0.35
0.74
0.72

6.研究热点分析

突现词指较短时间内出现次数较多的关键词，突现度（Strength）越高越能代表研究前

沿。关健词突现度分析显示：从 1990年开始，该领域的关注点一直保持稳定，直到近三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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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研究转折点。2017年以来，国家安全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学科体系、总体国家安全观、

学科定位、一级学科，突显强度最大的是总体国家安全观（2018—2022为 8.50），排在第二的

是一级学科（2019—2022为 3.72）。2014年 4月 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上强调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从此，总体国家安全观问题的研究开始备受关注。

而一级学科受到学者关注则与教育部提出要加强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建设、培养国家安全

专业人才有关。

（二）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研究的趋势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研究领域存在以下趋势：

第一，20世纪 90年代，以刘跃进教授为代表的学者开始了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的探索，

但当时研究成果较少，学术界对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的关注有限。但是，国家安全学被确

立为一级学科，其研究迎来新契机，该领域论文数量呈现快速增长趋势。随着国家对国家

安全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国家安全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国家

安全学学科建设领域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已经并且将继续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和热点，其

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及研究成果也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例如，程琳、范维澄、梁怀新、李文

良等学者从国家安全学的内涵、培养目标、学科性质、学科定位、研究方法等方面展开一系

列研究。

第二，目前，我国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研究领域的力量以高校为主，且这些高校基本上

是国内较早开设国家安全学专业、培养国家安全学人才的高校。目前，各高校之间合作交

流较少，研究相对较为封闭。但随着越来越多的高校设置国家安全学专业，与国家安全学

研究相关的学术研讨渐趋活跃，比如仅 2021年至今，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

学、国际关系学院、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北政法大学等高校先后围绕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

组织了学术研究会。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学科、学校间的壁垒，加强了横向互动，整合了

优势资源，扩大了该领域合作与交流的深度和广度。

第三，国家安全学的研究主题从国家安全学的内涵、学科地位、学科性质、学科定位等

方向逐步转向更为具体的内容，如转向学科体系的构建、课程设置、人才培养等方面。由此

可见，国家安全学的研究正逐渐从宏观层面的研究走向微观层面的研究。在从宏观层面的

研究转向微观层面研究的过程中，对国家安全学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设置、队伍建设等方面

的研究将愈来愈多，研究内容也将更具体。比如，王东明通过对 17个国家共 137所高校国

家安全相关学科的分析，探索我国国家安全学科的人才布局、课程设置等［3］。李锋、吴知非

以美国国土安全学科为参考，利用扎根理论对国家安全学的学科核心素养构成进行定性分

析，提出在培养国家安全学人才应坚持以系统分析思维、安全战略意识、家国情怀信仰等作

为学科核心素养［4］。王林在分析国家安全法学学科建设背景和国家安全法学的学科特征

的基础上，对国家安全法学专业课程体系的设置进行了探究，指出国家安全法学课程体系

包括理论型课程群、方法型课程群和应用型课程群［5］。以上研究，既有助于构建更为科学

全面的国家安全学理论，也有益于国家安全人才培养。

总之，在教育部提出构建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的背景下，国家安全学的相关研究进一

步推进，学科基础得到夯实，相关领域研究机构和人才培养也不断得到发展。但是，作为新

兴交叉学科的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还需要历经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为此，作为国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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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学学科建设主力军的高校任重道远。

二、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现状与特点

随着国家安全学领域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不断向前推进，一些高

校依托已有研究基础开展了国家安全学科的建设，甚至许多高校超前布局国家安全学学

科。由于开展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实践的高校较多，本文仅列举了部分国内开展国家安全

学学科建设实践相对较早且有代表性的高校。

（一）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现状

1.普通高校开展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现状

在专业特色鲜明的高校中，国际关系学院是国内最早开设国家安全类课程（包括“国家

安全学”课程）的高校［6］。从 2018年开始，该学院就在政治学一级学科下设国家安全学专

业，招收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先后设置国家安全理论、国家安全管理等研究方向。作

为政法类特色院校，西南政法大学在 2018年成立了国家安全学院。2021年，在法学一级学

科下设国家安全学专业，开设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国家安全法治、非传统安全治理、海外

利益保护四个研究方向，招收全日制硕士研究生。2021年设立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招收

博士研究生。西北政法大学 2022年在法学一级学科下设国家安全法学、反恐怖主义法学两

个研究方向，招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在综合型高校中，吉林大学于 2019年 6月成立国家发展与安全研究院，从 2020年开始

在法学一级学科下设国家安全法治专业，在政治学一级学科下设国家安全思想与战略专

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当代国内外社会思潮及其

评价两个专业来培养博士研究生，从 2021年开始在法学一级学科下设领土安全研究方向，

在政治学一级学科下设国家安全思想与战略、东北亚安全两个研究方向，在马克思主义理

论一级学科下设意识形态安全、生态安全两个研究方向培养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北京师范

大学自 2021年开始，在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地理学一级学科、全球环境变化二

级学科下招收国家安全研究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此外，北京师范大学 2021年成立国

家安全与应急管理学院，将建设“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进行“本硕博”一体化人才培养，以

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为核心进行交叉领域人才培养。

2.公安院校开展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现状

2020年 1月 17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政法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维护国家政治安

全放在第一位”。公安院校要深刻领会、坚决贯彻，着力培养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的高

层次警务人才，加大力度推动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我国共有 35所公安院校，其中部属公

安院校 5所，省属公安本科院校 20所，省属公安高职专科院校 10所。但目前，在所有公安

院校中，只有中国人民公安设置了国家安全学专业并开展了国家安全学人才培养。该校优

化整合了相关专业，成立了国家安全学院，组建了国家安全法治等 10余个与国家安全相关

的研究中心，组建跨学院、跨专业的国家安全学师资队伍，为国家安全重点领域培养专业人

才，服务国家战略［7］。在 2021年以前，该校在侦查学下设国内安全保卫研究方向来培养国

家安全相关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自 2021年开始在公安学一级学科下设国家安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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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学科，确定了三个研究方向，招收全日制硕士研究生。2022年开始不区分研究方向，培

养国家安全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部分省属公安院校，例如云南警官学院、福建警察学院已开设有本科层次的国内安全

保卫专业，四川警察学院作为省属公安院校中第一个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不仅在

侦查学本科专业下设国内安全保卫方向，还从 2011年获批“服务国家特殊需求人才培养项

目”开展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人才培养试点工作开始，设置了警务硕士（国内安全保卫研究

方向），培养国家安全相关人才。这些探索都奠定了公安院校开展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和

国家安全学人才培养的基础，为其开展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的特点

总结上述高校国家安全学科建设的实践，可以发现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国家安全方面的人才培养层次还不广泛。国家安全内涵丰富，研究范围广，从广

义的角度来说，与国家安全学相关的人才培养已涵盖到高等教育的所有层次。但是从狭义

的角度来说，以国家安全学作为独立学科或专业方向培养人才仍以研究生教育为主。

第二，基于高校自身优势资源和特色进行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以法学作为其学科优

势和特色的政法类高校，主要培养国家安全法学专业的国家安全人才。公安类高校基于其

在国家安全保卫、反恐等方面的优势，着力培养国家安全人才。综合类高校基于其在一些

领域的优势和特色，通过学科交叉培养国家安全人才。

第三，逐渐建立了国家安全学人才培养制度。2018年至今，一些高校分别在法学、政治

学、公安学一级学科下设国家安全学二级学科开展人才培养，陆续加强国家安全学人才培

养的探索，并基于高校自身的学科优势和研究基础，逐步完善了国家安全学人才的学位制

度、课程体系、人才培养方案。如 2022年 7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安全学学科评议组主

办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与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研讨会”，学者们围绕国家安全学学科相关问

题进行了研讨。

总之，一批有条件、特色优势突出的高校率先开展了国家安全学科建设，在一定程度上

提高了我国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水平，也将为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

础。但是，也正如前述王林、郭一霖、靳高风等学者指出的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还存在学科

理论基础薄弱、学科建设实践推进不够、人才培养和学位授予尚未制度化、课程设置不够完

善、师资力量不够充足等问题。

三、进一步推动公安院校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发展的路径

学科建设是高校建成一流大学的基础，对于作为行业高校的公安院校来说，亦是如此。

加强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是公安院校实现自身发展的选择，是其应有的使命和担当，更是

其应对国家安全问题的现实需要。公安院校依托其特色和优势资源，探寻国家安全学学科

建设的路径是当务之急。

（一）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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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内涵丰富，

意义深远，把我们党对国家安全的认识提升到了新高度和新境界，也为国家安全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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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第一，明确特殊性。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应当立足我国实际，扎根中国大地，走中国特

色国家安全道路，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对

于公安院校而言，建设这三大体系应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的“构建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遵循，以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提出的“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为导向［8］。

第二，突出总体性。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总体”，它是一个国家所有领域、所有方面、

所有层级的安全，五大要素、五个统筹、十个坚持等内容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具体体现。理

解其内涵，把握其核心要义，是进行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的关键。公安院校应从新安全观

的格局出发，把各领域的国家安全统筹起来，多元一体地进行审视。

第三，体现协调性。国家安全学作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与理学、工学、法学、

军事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交叉融合，公安院校在学科建设过程中要善于吸收与国家安全

学相关学科的优势，进行融合，促进学科发展，要避免因为交叉而使得国家安全学的学科研

究问题在其他各学科里被边缘化、碎片化［9］。

（二）坚持特色发展

总体国家安全观涵盖了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十多个领域，不同领域的国家安全研究差异

性较大，对于高校来说，无法在所有研究领域都有所建树。因此，在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

上，公安院校必须坚持特色发展。

第一，立足自身优势。公安院校作为行业性强的院校，要重点突出各公安院校的学科

优势，结合公安行业自身特点，选择国家安全学学科中的某一领域来建设。以四川警察学

院为例，学院目前有警务和电子信息两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警务硕士（国家安全保卫方

向）的培养突出涉藏特色，课程的设置、实践基地建设、论文的选题等基本上围绕涉藏地区

警务工作及国家安全展开。

第二，体现问题导向。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国家安全问题涉及的

面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广泛，面临的重大风险更复杂。加快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有利于

化解这些重大风险。因此，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要解决国家安全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研

究国家安全实践中的具体问题，特别是具有国家安全实践前沿性和现实性的核心问题，服

务于国家安全战略，满足维护国家安全的现实需要［10］。对公安院校而言，国家安全学研究

可以重点聚焦在政治安全、网络空间安全、反恐怖等领域。

第三，追踪领域新发展。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辩证的、系统的理论

体系。随着国家安全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将来会有更多的安全要素被纳入总体国家安全体

系之中。例如，2021年 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的《国家安全战略（2021—2025年）》提出

构建新安全格局。因此，公安院校在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中需要密切追踪国家安全实践新

发展态势。

（三）坚持内涵发展

2020年底，国家安全学被正式确立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其起步较晚，理论基

础薄弱。因此，现阶段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必须坚持内涵发展。

第一，凝练学科方向。公安院校作为行业院校，可以秉承“小而精”的理念确立学科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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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如四川警察学院目前警务硕士（国家安全保卫）的培养突出涉藏方面政治安全特色，电

子信息硕士偏重网络空间安全治理方向。科研平台团队有反恐怖研究中心、社会治理创新

研究中心、一带一路国别研究团队、公共安全实验室等，因此，学校可以从政治安全、网络安

全、社会安全治理等方向开展学科建设。

第二，夯实师资队伍。作为交叉学科，国家安全学学科的发展需要不同学科背景的师

资。近年来，公安院校多措并举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如四川警察学院大力开展优质师资团

队建设工程，加大高层次人才培育引进力度，引进了一批公安学、政治学、法学、管理学等不

同学科背景的高层次人才，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专任教师的比例达到 32.5%，形成了相对

合理的队伍结构，为学校布局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三，规划课程体系。目前国家安全各层次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还处于探索阶段，基

础性、通识性课程还不丰富。公安院校也同样面临此类问题，需要科学规划涉及国家安全

的基础课程以及可能涉及的专业方向主干课程的建设。以四川警察学院为例，学校将《国

家安全学理论》作为警务硕士核心课程建设，该门课程于 2022年获批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

程，但是学校还需要在分析研究现有课程基础上，全面谋划国家安全学相关的课程。

第四，强化组织保障。学科建设要做好顶层设计、政策导向、试点铺开等工作。国家安

全学需要融合多学科资源。因此，要形成全校合力抓学科建设的态势，健全学科建设规划

和实施计划，要探索建立适合本校的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的组织模式，完善人员、成果、绩

效等考核评价机制。

四、结语

近年来，在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上，我国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

取得较快发展，而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的确立，更为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发展带来了新契机。

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有着广阔的探索和研究空间。现阶段，公安

院校国家安全学学科的建设，要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特色，

以国家安全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为导向，走内涵发展之路，全面推进国家安全学学科的建

设，构建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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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Inspection and Expansion Thinking of National Security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in Public Securit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ANG Xue-lian YAN Yu
Abstract：Public securit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er the important mission of cultivating loyal guards of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subject construction goal of national security science. Therefore，
it is the mission and responsibility of public securit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science. By combing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practice of national security science in public securit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it is found that the basic theory is relatively weak，the construction practice is not promoted enough，
the curriculum is not perfect and so on.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development
with distinctive features and connotation so as to effectively solve the above problems.

Keywords：national security science；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discipline construction；public securit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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