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丰富内涵。
进入新时代， 中华民族处于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 一方面， 民族复兴的宏伟目

标正在激励着全体中国人民砥砺前行、 奋发有为； 另一方面， 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

形势，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迎接和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总体

国家安全观不仅是中国延续和平发展的大战略， 更是在中国与世界互动进程中彰显

的中国智慧。 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共同安全理念代表了世界各国人民向往和平与可

持续发展的共同心声。 习近平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

这三大中国主张赢得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同和支持。 这三大倡议本身就是总体

国家安全观的理论精髓和战略内涵在对外关系与世界秩序进步主张上的生动体现。
我们期待国际社会能够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这是防止国际局势进一

步恶化， 推进相互尊重、 相互借鉴、 包容发展的中国方案。

比较视野下的国家安全体系
和能力建设

于铁军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以前所未有的高度和力度

专章阐述了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的国家安全

问题， 提出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 并特别指出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

国家安全观， 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 确保国家安全和

社会稳定”。①

自 ２０１４ 年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以来， 经过十年的发展已逐步形成了以 “五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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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

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 第 ５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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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十个坚持” 和 “五个统筹” 为核心内容的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① 与此同时，

中国的国家安全体系、 制度和能力建设也取得了历史性、 开创性成就， 成立了中央

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其常设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制定出台了包括 《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安全法》 在内的一系列国家安全法律法规， 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逐步

形成； 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审议通过了 《国家安全战略纲要》 和 《国家安全战略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 》。 另外， 总体国家安全观涵盖的重点领域也从最初的 １１ 个增加

到 ２０ 个， 即政治、 国土、 军事、 经济、 文化、 社会、 科技、 信息、 生态、 资源、
核、 海外利益、 太空、 深海、 极地、 生物、 金融、 粮食、 人工智能和数据。 围绕这

些领域相关部门之间的协同配合不断加强， 形成了一体推进共同维护国家安全的协

同联动工作格局。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印发通知， 决定设置

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 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

设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展开。

在取得上述成绩的同时， 中国式现代化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严峻形势， 现

有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和强化。 为此， 我们可以本着

“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的原则， 在深入总结中国国家安全

实践经验、 汲取中华战略文化精粹的同时， 对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如美国、 俄罗斯

和日本等在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方面的做法予以镜鉴。

一　 国家安全内涵外延与工作任务的相对明晰化

“安全” 本身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 “国家安全” 在学界和政策界也并无普遍

接受的严格定义， 大致而言是指国家的核心利益免于威胁。
中华优秀传统战略文化中有关国家安全的论述十分丰富。 如 《左传》 中的 “居

安思危” 以及 《司马法》 中的 “国虽大， 好战必亡； 天下虽安， 忘战必危” 等表述

均为讨论国家安全的至理名言， 迄今仍为世界各国政治家和战略家所铭记。 现代国

家安全的概念则一般认为来自 １９４０ 年前后的美国， 当时世界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

云所笼罩， 在 “总体战” 的背景下， 由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爱德华·米德·厄尔

（Ｅｄｗａｒｄ Ｍｅａｄ Ｅａｒｌｅ） 牵头的 “军事研究小组” 对 “国家安全” 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进行了系统的讨论， 将 “国家安全” 概括为： “国家的领土、 政治独立、 权利和重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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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编： 《总体国家安全观学习纲要》， 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

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 第 ８—９、 ３１ 页。



大利益既不受来自国外任何严重侵略的威胁， 也不受为外国所控制或影响的内部势

力的威胁的状态。”① 该概念的提出有助于打通平时和战时、 国内事务与对外事务、
外交与国防、 军队与民间以及有形的物质威胁与无形的价值观 ／意识形态威胁之间的

界限。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总体战” 及战后接踵而至的美苏冷战的背景下， 尤其是

在美国 《１９４７ 年国家安全法》 通过并随之建立国防部、 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委员

会等一系列国家安全组织机构后， 国家安全概念得到迅速传播。
与此相应， 美国的国家安全研究也得到了迅速发展。 在美国自身政治文化和历

史传统的基础上， 其同核武器与核战略、 战争研究和外交决策等领域相融合， 在现

实中与各国的对外政策相互动， 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概念、 理论和方法， 并

成为国际关系学科中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 自成一体的学术领域。 冷战结束后迄今

的 ３０ 余年， 随着世界政治的不断变化和国际环境的日趋复杂， 安全概念的内涵与外

延几经变化， 美国安全研究的范围也得到很大拓展， 研究视角更为多元， 研究议题、
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也愈加复杂， 出现了国际安全、 跨国安全和全球安全等新概念，
但其主要特点并未发生显著变化， 如主体是国家、 主要关涉领域为外交和军事等传

统安全事务，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要功能是作为总统幕僚班子发挥协调和咨询作用，
对应协调的主要政府机构为国务院、 国防部、 中央情报局和 “９·１１” 事件之后新

设立的国土安全部等国家安全强力部门等。 俄罗斯和日本的安全体制机制建设均在

很大程度上参考了美国的做法， 特别是 １９９２ 年成立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和 ２０１３ 年

成立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及其常设机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 也主要是围绕加

强总统和首相决策权力并提高决策效率设立的政府部门和机制， 负责协调外交、 军

事和情报领域的工作。
２０１５ 年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 明确指出： “国家安全是指国家

政权、 主权、 统一和领土完整、 人民福祉、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

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 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② 该

定义将国家安全既界定为一种状态， 又界定为一种能力； 将国家核心利益予以列出

并加以排序； 将国家政治安全包括国家政权、 主权、 统一和领土完整置于国家利益

的最优先地位； 将人民福祉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列为国家重大利益等。 这与各国

通常意义上的 “国家安全” 界定基本一致。 不过在实际应用中， 鉴于目前总体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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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Ａ. Ｋ.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ｎｄ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Ａｔｔａｃｈｅｄ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ｎ. ｄ.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９４１， Ｅｄｗａｒｄ Ｍｅａｄ Ｅａｒｌｅ Ｐａｐｅｒ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ｉｌｅｓ ＷＷⅠ－ＷＷⅡ，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Ｆｏｌｄ⁃
ｅｒ， Ｂｏｘ ３３， Ｓｅｅｌｅｙ Ｇ. Ｍｕｄｄ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 第 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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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观所涵盖的重点领域已达 ２０ 个， 且所涉领域呈现出多层、 多维、 多域复合的特

点， 这既体现了中国国家安全思考的总体性、 全面性和综合性， 又在实践中增加了

国家安全工作抓总管总、 统筹协调、 突出重点与区分轻重缓急的难度。 现有国家安

全机构从体制机制、 人力物力等方面来说如何完成协调外交、 国防和情报等本属于

国家安全领域的核心工作， 亦需要在顶层设计和实际运行过程中进一步完善。

二　 国家安全战略制定的法制化与国家安全治理的 “去神秘化”

与国家安全紧密相连的概念是国家安全战略， 一般是指一国综合运用政治、 经

济和军事等手段追求国家利益目标、 维护国家安全的科学与艺术。 一国国家安全战

略通常包括三个要素， 即国家利益目标、 对这些目标构成的威胁为何以及采取何种

手段来控制、 减少乃至消除这些威胁。 各国国家安全战略虽各有特点， 但其制定大

体都围绕这三个要素展开， 其差异主要来自各国对本国国家利益内容的不同理解，

对威胁的种类、 来源、 性质和程度的不同判断以及对消除和抑制威胁手段的合法性

与优先排序的不同偏好和侧重。

鉴于国家安全战略 “抓总” 地位， 美国、 俄罗斯和日本等都根据本国相关法

律， 定期或不定期地公布本国的国家安全战略， 将其作为指导本国国家安全政策的

行动指南。 美国自里根政府时期起发布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拜登政府的 《美国

国家安全战略》 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发布； 俄罗斯最新版的 《国家安全战略》 发布于

２０２１ 年； 日本 ２０１３ 年首次发布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公布了新版 《国家安全保障战

略》。 在中国，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审议通过了 《国家安全战略纲要》，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又审议通过了 《国家安全战略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 》， 对构建与新发展

格局相适应的新安全格局以及统筹做好重点领域、 重点地区和重点方向国家安全工

作做出了总体部署。

“国家安全， 人人有责。” 如果我们将国家安全理解为一种一国保护其核心国家

利益免受威胁的状态和能力， 进而将国家安全治理看作一个主要涉及国家如何制定、

实施和评估其国家安全战略的公共政策领域， 那么我们便有必要逐步采取措施对国

家安全治理 “去神秘化”。 国家安全既不能无所不包， 也不能被狭隘地理解为情报、

谍报、 保密、 冲突和战争的同义词， 这也是对于国家安全概念存在的普遍误解。 要

推动国家安全的法制化建设和 “去神秘化”， 关键在于要有一套系统完备、 张弛有

度、 科学管理和行之有效的制度规定， 对外能够与从事国家安全研究的国际同行展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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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平等的学术交流， 对内则有助于动员广大民众理性务实地关心、 关注和维护国家

安全。

三　 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的专业化

无论是将国家安全狭义地界定为 “国家为保护本国领土、 独立和国民的生命、

财产， 以军事力量应对外敌的军事侵略”，① 还是按照冷战结束后不断扩展的广义安

全定义， 即在国家安全的对象中增加政治体制、 经济、 文化、 认同、 环境和卫生等

维度， 将应对的威胁扩展到国际恐怖主义、 大规模自然灾害、 经济摩擦、 金融危机、

环境破坏和公共卫生问题等非传统安全领域， 并在保障手段方面除军事力量外增加

制度、 规范和科技等软实力因素，② 国家安全作为一国政府系统思考和综合处理内

政、 外交、 国防和全球治理问题的战略框架、 工具和手段， 其最终效果如何很大程度

上还是取决于相关人员的专业能力及国家安全团队的知识水平和科学管理。

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 （Ｈｅｎｒｙ 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ｒ） 与兹比格纽·布热

津斯基 （Ｚｂｉｇｎｉｅｗ Ｂｒｚｅｚｉｎｓｋｉ） 均是沟通政学两界的代表， 而另一位国家安全事务助

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Ｂｒｅｎｔ Ｓｃｏｗｃｒｏｆｔ） 履历涉及政军学三界， 不仅拥有哥伦比

亚大学的国际关系学博士学位， 还曾是一名战斗机飞行员， 且曾以尼克松军事助理

的身份进入美国国家安全团队。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员配备注意给每个成员发

挥特长的空间， 成为各部门新人锻炼实务能力、 积攒政治经验的场所， 从而使整个

组织相对充满活力和动力， 在应对紧急问题时具有比较高的效率。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在运作过程中也十分重视寻求学界对国家安全领域的智力

支撑。 １９９３ 年，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专门设立科学委员会， 以完善安全会议运行的

科学保障。 该委员会成员涵盖著名学者和大型科研机构的负责人， 他们运用科学方

法对俄罗斯国家安全面临的各种威胁进行技术分析。 从议题的设立， 信息的汇集、 整

理和分析， 讨论和形成决议直到最后决议实施后的效果评估和监督， 俄罗斯联邦安全

会议的安全决策全程都有科学委员会的参与， 这使其决策具备了较为充分的科学依据。

日本在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过程中一直具有建立包括专家学者、 著名企业家、 退

役自卫队高官和退休高级外交官等 “有识者” 参与的 “首相恳谈会” 的传统。 如在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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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武田康裕、 神谷万丈主编， 刘华译： 《日本安全保障学概论》，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 第 ９ 页。
神保謙 「安全保障」、 小笠原高雪·栗栖薫子·広瀬佳一·宮坂直史·森川幸一編 『国際関係·安全

保障用語辞典』、 ミネルヴァ書房、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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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年， 为讨论新的防卫文件， 安倍晋三 （Ａｂｅ Ｓｈｉｎｚｏ） 指定内阁成员组建 “安全和

防卫力有识者会议”， 由国家安全保障局具体组织召开会议， 该咨询小组曾先后召开了

７ 次安保防卫恳谈会。 ２０２２ 年， 为讨论 “安全保障三文件”， 岸田文雄 （Ｆｕｍｉｏ Ｋｉｓｈｉ⁃

ｄａ） 指定成立了 “综合考虑国力防卫力有识者会议”， 由国家安全保障局具体负责会

议组织与材料准备。 在讨论某些具体问题时， 国家安全保障局也会成立各类专门的专

家咨询会议。 例如， 日本在推出新版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前， 国家安全保障局的主

要官员曾邀请诸多国家安全各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了系统讲解和讨论。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为下一阶

段党的中心任务， 而国家安全作为民族复兴的根基， 要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保驾护航， 就必须深入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

代化， 真正建立 “大安全大应急框架”， 综合协调外交、 国防、 情报和危机管理等

关涉国家安全主要部门的工作， 实现构建全域联动、 立体高效的国家安全防护体系

的目标， 更好地履行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历史使命。

论总体国家安全观重大

战略思想的十个原理∗
∗

冯维江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５ 日， 习近平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首次提出总体国

家安全观重大战略思想。 其后，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下， 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定

战略、 建体系、 强队伍、 反分裂、 稳金融、 抗疫情、 兴倡议、 固周边、 促和解、 制霸权，

经受住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考验， 取得了诸多国家安全方面

的成绩。 同时， 波澜壮阔的国家安全实践也推动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开放理论体系不断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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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创新项目 “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研究” （项目批准号：
２０２３ＹＺＤ０２５）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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