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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轮前行需要安全屏障

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和发展最基本最重要的前提，
保证国家安全是治国理政的基本目标。

所谓总体国家安全观，就是系统、全面地定位和把
握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国家安全观，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具体应用，是我们党成功维护总
体国家安全的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我们党在深入
分析中国所面临的新形势新特点而得出的科学结论，是
中国国家安全理念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

十九大报告强调：“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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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人
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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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加
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
利益。”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是确保民族复兴的国家安全总
战略。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符合当代安全需求的
国家安全总体系，是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有力保证。

在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林宏宇看来，“总
体国家安全观”是在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和国家历届领导
人有关国家安全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国内外安全形
势的总体特点，创造性地提出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
全价值观念、工作思路与机制路径。

新时代新形势不仅呼唤新的发展观、改革观，还需
要新的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所包含的富有中国特色
的国家安全价值观念、工作思路与机制路径，无疑将会
让中国这艘巨轮，在破浪前行之际，拥有更为坚固的安
全屏障。

应对挑战彰显中国智慧

纵览人类文明史，自有国家以来，国家安全的问题
便应运而生。人类文明发展至今，无论是国家内部运行
方式，还是国家外部发展环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中
国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国家安全也面临着诸多
前所未有的问题与挑战。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不难
发现，当前中国面临的安全和发展环境复杂多变，各种
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国家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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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国家安全的任务更加繁重艰巨。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当下，反腐败斗争形
势依然严峻复杂，“四风”问题时有发生，考量着政治安
全；经济步入新常态、如何打好三大攻坚战，考验着经济
安全和生态安全；地缘政治复杂、强权作梗，考验着国土
安全；国际窃听、网络泄密，考验着网络安全……

有专家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发展的安全观、辩
证的安全观、包容的安全观、人民的安全观，具有深远
的理论价值和鲜明的实践意义，彰显了中国智慧，体现
了中国担当。

早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之初，习近平对于坚
持和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就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他强
调，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
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
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
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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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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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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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国才能强
兵，强兵才能卫国；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

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
全的目标相向而行。

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维护国家安全，必须聚
焦和围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这个历史使命，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建
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的国家安全工作责任制，强化维护
国家安全责任，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坚持以人民利益
为根本利益，创新社会治理，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
公平正义，在做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工作中维护国家安
全。

笃行坚为走出特色道路

十九大报告对国家安全有一段专门的要求：“国家
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
人民根本利益所在。要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安全政

策，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统筹推进各项安全工作。
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加强国家安全法治保障，提高防范
和抵御安全风险能力。严密防范和坚决打击各种渗透颠
覆破坏活动、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宗教极端
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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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国家安全问题，中国向来毫不含糊。尤其是过
去几年间，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理念和举措，从提出到
落实，推进速度很快，落实水平极高。

2013 年 11 月 12 日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
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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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
员会第一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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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安委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就强调，贯彻落实总
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
全。

比如，对亚洲而言，习近平所提倡的国家安全观强
调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倡导新亚洲安全观。安全不是
你死我活，而是求同存异。以邻为壑，往往会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习近平曾言，“力量不在胳膊上，而在团
结上”。亚洲国家是个大家庭，其兴与衰、安与危、治
与乱，攸关所有国家的命运，攸关各国人民的福祉。只
有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安全，才能实现亚洲的长治
久安。

再如，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应该严密防范和坚
决打击暴力恐怖活动。暴力恐怖犯罪活动危害公共安
全，给国家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严重威
胁。习近平对于反暴恐斗争有着敏锐的洞察和准确的
判断，他提出“反暴力恐怖斗争一刻也不能放松”。在
反对暴力恐怖问题上，要出重手、下重拳，先发制敌，打
赢反暴恐战争。

事实上，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以来，中国国家安全
体系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和重构，加强了顶层设计、战
略谋划和制度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对于维护国家
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系列成就包括：

成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强化总体国家安全工作
的领导体制。2014年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首次会议的召
开，标志着富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机制开始正式运转。

制定新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加强总
体国家安全体系的法治建设。2015 年 7 月 1 日，十二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国家安全
法》，其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引入了总体国家安全观，
将其作为国家安全工作的指导思想。新 《国家安全法》
的通过和实施，标志着中国的国家安全工作步入了法治
轨道，为统领国家安全各领域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

加强对涉及国家安全重点领域的防护能力，总体国
家安全体系建设取得新进展。自十八大以来，中国国家
安全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从“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
体系”到“落实网络安全责任制”；从“加快推进国防
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到“打造核安全命运共同体”，构
建国家安全体系工作正从各领域全面展开，总体国家安
全观在实践层次得到了具体落实。

一系列重要举措推动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践行，保
障着人民安全和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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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
方略之一。

安全，关乎人民的最基本利益。安全，也是一个国家屹立于当今世界的最
基本要求。维护人民利益，保障人民安全，是国家的最基本职责。国家自身

安全，是国家担负起保障人民安全职责的根本前提。国家安全是人
民幸福安康的基本要求，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

总体国家安全观，从提出那天起，就有
着空前丰富的内涵和外延。

解码中国基本方略 ⑩

做时政记者久了，会对一些重大节点有特殊记忆。
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我清晰地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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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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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记得整整两年后，2016 年的 4 月 16 日，在北京图书
大厦参加 《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 首发式。我还记
得几个月前的十九大开幕式现场，习近平再次强调坚持
总体国家安全观，并将其列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中。

知其然，也应知其所以然。为什么这几年，党始终
在强调“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个概念，并推出一系列措
施？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后，我们现在理解这一概念，离

不开对新时代的理解。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今天，我们比

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习近平同时还指出，“行百里者
半九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
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

艰苦的努力。”
报告中对当下时点和当下重任的判断，在我看来，

是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前提。毫无疑问，今
时今日的中国，在近现代史上来说已是空前强大，却也
面临着空前复杂的环境，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
险因素明显增多。无论是 13亿人的安全与发展问题，还

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局面。中国
共产党要领导全体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历史
使命，同时需要外部安全与内部安全，缺一不可。

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改革、发
展、稳定的平安始终需要不断追求和构建。国家的安
全、老百姓的安全感、全社会方方面面的安全，甚至我
们所处世界的安全，互相之间都不是孤立的，牵一发而
动全身，能否解决好、协调好这些关系，极其考验智慧。

正是在这种局面下，总体国家安全观应运而生。单
纯强调传统和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念，单纯强调某个领域
的安全，已经不再适应这个时代的要求。为了国家长治
久安，执政党需要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做出清醒科
学的判断，给出与时俱进的答案。

新时代的国家安全新命题
刘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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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8日，江西省新余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民警向渝水区第六小学学生演示警用器械的使用方法。
周 亮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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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组织跨昼夜多课目连贯训练，锤炼飞
行员全天候驾驶技能和实战化水平。

何 生摄 （新华社发）
② 2017 年 中 国 国 际 数 博 会 上 的

“城市网络安全指数”的大数据展示
屏。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摄

③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
官兵正在进行刺杀训练。

李世近摄 （人民视觉）
④陆军第 80 集团军炮兵旅

某火箭炮营官兵训练后集结。
仇成梁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