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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体系是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抓手，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工程。 1 新

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时代主题转换、国内外安全形势变化以及国家安全战略需要，我国在不同发展阶段维护

国家安全的活动和实践中，对国家安全内涵与外延的认识不断加深，促使国家安全体系逐步演变发展。纵观

现有国家安全体系研究，多侧重于分析国家安全体系中的某一项安全问题，如政治安全 2 、经济安全 3 、社会

安全 4 、文化安全 5 、生物安全 6 ，或就当时国家安全形势分析如何构建国家安全体系， 7 而极少从宏观动态变

迁视角研究国家安全体系的演变历程、探究其演变规律和动因等内在逻辑问题。随着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

的提出，国家安全体系已被正式纳入国家安全总体布局和国家安全战略理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

【摘要】 中国国家安全体系的演变是一个继承与拓展、积累与完善、调整与深化、改革与创新的持

续发 展过程。根据“时景－图景－场景－愿景”四维分析框架，中国经历了基于传统国家安全观以政治

安全为核心的传统国家安全体系、基于转型国家安全观以经济安全为核心的过渡型非传统国家安全体

系、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总体安全的总体国家安全体系三个阶段，是不同时代主题和国际环境下

中国国家安全观和国家安全战略深化发 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思想与国家安全实践相结

合的时代产物。其演变的根本动因在于应对不同时期国内外安全环境和形势变化所带来的安全风险与

挑战，实现对国家安全更高层次的追求；内在动因源于国家安全理念和国家安全战略变化，外在动因源

于重大国家安全事件的推动。新时期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应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敏锐洞察国家安

全环境、更新深化国家安全理念、精准厘定国家安全内容、统筹规划国家安全战略布局，为建设更高水

平的平安中国提供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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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战略，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就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的十点要求中指

出“坚持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2 。在此背景下分析中国国家安全体系的演变历程及其内在逻辑，

对于剖释不同阶段国家安全体系的科学性、提高未来国家安全体系的预见性和国家安全战略的前瞻性意义重

大。为此，本文提出基于“时景—图景—场景—愿景”的国家安全体系演变分析框架，系统分析新中国成立以

来我国国家安全体系的演变历程，探析其演变的内在逻辑，旨在为健全国家安全体系的未来战略选择提供参

考，助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

一、研究框架：基于“时景—图景—场景—愿景”的国家安全体系演变分析

《国家安全学》认为整个国家安全问题可被分为国家安全构成要素、国家安全影响因素、国家安全危害

因素和国家安全保障体系等； 3 哥本哈根学派安全化理论指出安全研究需要考虑安全指涉对象、具体安全威

胁、安全保障主体以及安全保障方式。 4 基于对上述理论研究的分析和拓展，本文提出基于“时景—图景—

场景—愿景”的国家安全体系演变分析框架（如图1）。在该分析框架下，国家安全体系可视为在特定国家安全

环境（时景）下，根据相应的国家安全理念（图景），应对某一领域或多领域国家安全威胁内容（场景），以实

现国家安全战略目标（愿景）的有机系统。该框架主要聚焦“所处何种环境”“坚持何种理念”“应对何种威

胁”“达到何种目的”四类问题，主要包括四个基本要素：一是时景，即时代背景，指当前国家所面临的国内外

安全形势，包括影响一国安全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内外部环境；二是图景，指基于对国内外安全环境的

现实考虑所形成的国家安全理念与政策主张，即指导国家安全工作的理念和价值观念导向；三是场景，指国家

安全实践中面临的具体领域的安全威胁内容，如政治领域安全、生态领域安全、文化领域安全等；四是愿景，

即国家安全目标，指在特定的国家安全环境、国家安全理念和国家安全内容下，国家安全工作所要达到的目的

或实现的目标，包括长期总体目标和短期目标，长期总体目标决定短期目标。

图 1：基于“时景—图景—场景—愿景”的国家安 全体系演变分析框架

该分析框架中，时景、图景、场景、愿景是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有机整体。首先，时景影响图

景、场景和愿景，图景、场景和愿景呼应时景。国家所处的时代背景或安全环境影响国家安全理念的生成、国

家安全内容的构成、国家安全目标的形成；科学的国家安全理念、国家安全内容和国家安全目标必须基于特定

的时代背景或安全环境制定，呼应时代主题。其次，图景决定场景，场景回应图景。国家安全理念决定国家安

全内容，国家安全内容是对国家安全理念的回应。只有国家安全内容准确回应国家安全理念，国家安全问题才

能够得到有效解决。再次，场景作用愿景，愿景回应场景。国家安全内容的有效维护对于国家安全目标的实现

具有决定性的关键作用，国家安全目标的实现也是对国家安全内容准确厘定的有效回应。只有国家安全内容

与国家安全目标相一致，国家安全工作才能够有效开展，国家安全问题才能得以有效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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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演变历程：基于“时景—图景—场景—愿景”的国家安全体系形成与发展

根据“时景—图景—场景—愿景”的分析框架，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国家安全体系先后经历了第一代基于

传统国家安全观的以政治安全为核心的传统国家安全体系（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1949-1978）、第二代

基于转型国家安全观的以经济安全为核心的过渡型非传统国家安全体系（改革开放至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前，1978-2014）、第三代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强调总体安全的总体国家安全体系（中央国家安全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至今，2014-至今）三个演化阶段。在上述三代国家安全体系的演变历程中，时景（国家安全

环境）、图景（国家安全理念）、场景（国家安全内容）、愿景（国家安全目标）存在明显差异，如表1所示。

表 1：基于“时景—图景—场景—愿景”的中国国家安 全体系演变历程

国家安 全体系 时景（安 全环 境） 图景（安 全理念） 场景（安 全内容） 愿景（安 全目标）

第一代（1949-1978）

传统国家安全体系
战争与革命 传统国家安全观

传统安全

（政治安全为核心）
政权安全

第二代（1978-2014）

过渡型非传统国家安全体系
和平与发展 转型国家安全观

非传统安全

（经济安全为核心）
发展安全

第三代（2014-至今）

总体国家安全体系
安全与发展 总体国家安全观

统筹传统安全与

非传统安全
总体安全

（一）第一代：传统国家安全体系

新中国面临极其复杂的国家安全环境。外部面临美苏两大阵营两极对抗，并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

主义国家的外交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威慑，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入侵朝鲜威胁我国东北地区，中苏关系破裂

后两国边境对峙，中印边境冲突不断升级，台海地区局势极度紧张；内部反动势力和反动阶级试图颠覆新生政

权。在严峻的国内外安全形势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集体准确把握时代背景和安全环境，

认为当时世界仍处于“战争与革命”时代，战争无法避免，提出“积极防御，防敌突袭”的国防战略，政治安全

当时是维护新生政权国家安全所关注的重点内容，军事力量发展被视为确保国家安全的首要方式，国家安全

在某些情况下被视为等同于军事安全，其它方面的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等均从属于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 1

防止外部势力侵略、确保新生政权稳定、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是当时维护国家安全的首要目标。 2 为此，对内

高度重视加强军事力量建设和国防建设，发展现代化陆海空军事力量，研制原子弹和氢弹等战略性新武器；对

外寻求合作、争取构建国际统一战线，先后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两个中间地带、三个世界划分理论。 3 	

1949年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国家安全理念是典型的传统国家安全观，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维护的核心，军事安全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方式，确保政权安全是当时国家安全的首

要目标。因此，该时期形成了以政治安全为核心、军事安全为手段、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等其它安全为从属的

第一代传统国家安全体系。

（二）第二代：过渡型非传统国家安全体系

20世纪70年代，美苏关系逐步缓和、中美关系逐渐改善，相对和平的安全态势开始显现。中国领导人对世

界局势和国际安全环境的认识和判断也发生了变化。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重要

论断，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关键在于自身的发展，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防建设应服从于经济建设，

经济发展是国防建设的有力且必要保障。中国开始实行防御性国防政策，通过裁军方式建设现代化精兵军队，

并将结余资源和军费用于支持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该时期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高到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

高度，促使我国国家安全体系在保证政治和军事领域安全的前提下，向经济和科技等非传统安全领域转变。

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逐步形成，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不断涌现。随着经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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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化不断深化，金融危机和跨国犯罪等逐步成为威胁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江泽民指出当时的国家安全应关

注涵盖政治、军事、经济、科技以及文化等多领域的综合安全，其中经济安全最为重要，经济发展是当时维护

国际关系和保障国家安全最为关键的要素，我国外交的首要任务即为经济建设提供和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美国“9·11”事件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均重新审视并高度关注恐怖主义威胁及其危害性，随之非

传统领域安全问题日趋被重视。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相互交

织” 1 ，非传统领域安全首次正式进入中国官方文件。

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外部面临西方国家“中国威胁论”的国际舆论压

力，内部面临“台独”“藏独”和“疆独”等势力的分裂活动，对我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了巨大影响。在

此安全环境下，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准确把握时势，认为“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但提出

要对西方国家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国家安全的战略目标主要是对内求发展、求和谐，对

外求合作、求和平。该时期更加重视非传统领域安全，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金融安全进入国家安全体

系；为防止西方文化渗透并抵制腐朽落后文化，推进文化强国建设以提高文化安全；十七大报告强调了以社会

安全问题为主要代表的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十八大报告提出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

社会、政治和文化建设，形成“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这表明我国在重新审视生态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关系，是对

我国国家安全体系的不断深化。

1978年改革开放到2014年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前，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历经邓

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三代党和国家领导集体，中国国家安全理念由传统国家安全观向非传统国家安全观转

变，该时期国家安全以发展安全为目标，逐渐形成了在保证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前提下，以经济安全为核心的

辐射科技安全、金融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文化安全等其它安全的第二代过渡型非传统国家安全体系。

（三）第三代：总体国家安全体系

党的十八大后，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面临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均发生了深刻的变

化，相对于“和平与发展”，“安全与发展”能够更好地概括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和安全环境，其主旨在于谋求

可持续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2 	

该时期我国国家安全环境更加复杂，外部面临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贸易战、周边的领土和海洋权

益争端等传统安全威胁和全球气候变化、重大传染病疫情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内部面临“藏独”“疆独”和

“台独”等传统安全问题和能源不足、环境污染、食品安全、贪污腐败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在此背景下，以习近

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于2014年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正式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并首次

系统提出涵盖“十一种安全”的国家安全体系，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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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该时期的国

家安全体系强调维护各领域的国家安全，统筹发展与安全、外部安全与内部安全、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传统

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提及金融、粮食、海外利益、

外层空间、国际海底区域、极地等领域的安全， 4 充实了国家安全体系的关键构成要素；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强调：“要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

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再次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国家安全体系内容。至此，我国国家安全体

系已发展成为包括政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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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地和生物等16个安全领域在内的综合性体系。作为一个动态开放型的国家安全体系，今后必将会根据国际

环境变化、国家安全战略规划和国家安全治理实践需要而不断健全发展。

1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载于《求是》2002年第22期。

2  刘江永：《从国际战略视角解读可持续安全真谛》，载于《国际观察》2014年第6期。

3 《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1页。

4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律法规汇编 第2版》，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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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0页。

总体而言，2014年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之后，在安全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国家安全工作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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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形成了统筹兼顾传统领域安全与非传统领域安全的第三代开放型总体国

家安全体系，其国家安全的目标是实现总体安全。

三、内在逻辑：国家安全体系演变的规律与动因

（一）国家安全体系的演变规律

中国国家安全体系的演变是一个继承与拓展、积累与完善、深化与调整、改革与创新的持续发展过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每个时期的国家安全体系均与当时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国家安全观和国家安全战略保持高度一

致，是不同时代主题和国际环境下中国国家安全观和国家安全战略深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不同时期中国特

色国家安全思想与国家安全实践相结合的时代产物。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安全环境，党中央领导集体始终

把确保国家政权稳定、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的政治安全放在整体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位置，并在国家安全治

理实践中不断拓展和深化对国家安全内容及其领域的认知，逐步健全国家安全体系。

多元化
（国家、世界、社会、

强调人的安全、
共同安全）

（谋复兴）
自我实现

需求

多元化
（国家、社会等）

发展需求
（促发展）

发展安全
（社会安全）

政权安全
（国家安全）

总体安全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

国家安全主体 国家安全需求层次 国家安全实现途径 国家安全战略目标

合作

发展

战争生存需求
（求生存）

一元化
（国家本位）

图 2：国家安 全“主体—层 次—途径 —目标”演变

纵观中国国家安全体系的演变历程，在“时景—图景—场景—愿景”的分析框架下，时景由战争与革命、

和平与发展向安全与发展演变；图景由传统国家安全观、转型国家安全观向总体国家安全观演变；场景由以政

治安全为核心的传统安全、以经济安全为核心的非传统安全向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演变；愿景由实现

政权安全、发展安全向总体安全演变。与此同时，随着国家安全体系的演变，国家安全主体、安全需求层次、

安全实现途径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如图2所示。

	首先，国家安全主体由一元到多元化，传统国家安全体系将国家作为安全维护的主体，一切国家安全活动

均以国家本位开展，随着非传统国家安全体系的发展，安全主体由国家本位扩展到社会和组织等多元主体，总

体国家安全体系包含的国家安全主体更为广泛，既重视国家安全，也关注世界安全和共同安全，强调以人民安

全为宗旨的人的安全。其次，国家安全需求由低层次到高层次演化，经历了由生存需求、发展需求到自我实现

需求的深化，传统国家安全体系时期，新生政权面临外患内忧的复杂国内外环境，求得生存是当时国家安全的

主要目标和任务；非传统国家安全体系时期，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使我国认识到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发展

是实现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促使国家安全需求由生存需求转向发展需求；总体国家安全体系的提出，强调统

筹安全与发展、兼顾国内国外两种环境和传统与非传统两个领域，注重总体安全、普遍安全和共同安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使国家安全需求由谋求发展需求转向实现复兴。再次，国家安全实现途径由战争、发展向合

作转变。传统国家安全体系时期，军事安全几乎等同于国家安全，以战争方式维护国家安全；非传统国家安全

体系时期，逐渐认识到自身发展是解决当时中国面临所有问题的关键，需要通过发展维护国家安全；总体国家

安全体系时期，跨国犯罪、恐怖主义和重大传染病疫情等世界性和国际性安全问题逐渐增多，世界各国逐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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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促使维护国家安全的途径由谋求自身发展转向开展国际合作。

（二）国家安全体系的演变动因

追溯中国国家安全体系的演变历程，其演变的根本动因在于应对不同时期国内外安全环境和安全形势变

化所带来的各种安全风险与挑战，实现对国家安全更高层次的追求；内在动因源于国家安全观和国家安全战

略的变化，外在动因源于重大国家安全事件的推动。每一次国家安全体系的演变都是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思想

基于国家安全实践的一次理念和认知飞跃，前期国家安全观和国家安全战略思想下的国家安全体系是现行国

家安全体系形成与发展的内在力量源泉。例如，总体国家安全体系是对传统国家安全体系和非传统国家安全体

系的继承与发展、健全与升华，是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思想基于国家安全实践的一次重大飞跃，传统国家安全体

系和非传统国家安全体系为总体国家安全体系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思想源泉和理论依据。

当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发生变化，将破坏既有国家安全体系与国家安全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由此带来

一系列影响国家安全的问题与风险。为有效应对新的安全风险挑战，需要根据当前安全环境与形势深化认识

国家安全内容，基于新的国家安全观和国家安全战略目标对现行国家安全体系作出调整优化，以便更好指导国

家安全实践，使国家安全体系与国家安全环境二者重新恢复和谐关系，并推动新的国家安全体系在安全环境

适应、安全风险应对、安全保障维护等维度实现更高层次的提升。例如，当“和平与发展”超越“战争与革命”

成为时代主题时，我国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高到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推动国家安全体系由传统向非传

统演变，以有效应对来自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风险挑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无比丰富，使

“安全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形成了兼顾国内与国外两个大局、传统与非传统两个领域的开放型总体国家安

全体系，以实现国家各领域总体安全。

四、战略选择：新时期中国国家安全体系的健全与发展

按照“时景—图景—场景—愿景”的国家安全体系演变分析框架，新时期健全与发展国家安全体系，应以

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敏锐洞察国家安全环境（时景）、更新深化国家安全理念（图景）、精准厘定国家安全

内容（场景）、统筹规划国家安全战略布局（愿景），形成更为健全成熟的中国国家安全体系，如图3所示。

	（一）时景视角：敏锐洞察国家安全环境

敏锐洞察国家安全环境是健全国家安全体系的现实依据。虽然当今世界国家安全环境的主流趋势是安全

与发展，中国所处的内外安全环境和安全形势总体向好，但不可否认的是国际恐怖主义、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

等威胁世界和平的因素仍持续存在，特别是在当前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国家安

全环境日益复杂，国家安全风险更趋多元。因此，健全与发展中国国家安全体系，需要敏锐洞察并科学研判国

家安全环境和安全形势。针对外部国家安全环境，一要分析个

别国家遏制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如美国的亚太再

平衡战略、周边地区的日本和印度与我国的领土争端和海洋权

益等；二要重视经济和科技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潜在国家经济

安全和信息安全威胁，如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中国与美国的贸

易摩擦等；三要防范西方腐朽和落后文化的渗透，增强国家文

化安全；四要关注外溢性突发事件对我国国家安全稳定性的

影响；五要警惕出现全球性的安全问题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威

胁，如国际恐怖主义、大规模传染病疫情。针对内部国家安全

环境，一要关注传统领域国家安全环境的稳定性，如警惕“台

独”“藏独”“疆独”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危害国家政权

稳定和领土完整的行为和活动；二要重视非传统领域国家安

全环境的稳定性，如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以确保经济安全、

防止环境污染以实现生态安全、关注贫富差距、贪污腐败、发

展失衡等社会安全问题以及食品药品安全事件等生物安全问
图 3：基于“时景—图景—场景—愿景”

的中国国家安 全体系健全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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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此外，密切关注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以及世界安全的相互影响与彼此转化，分析外部和内部安全风险的演

化与转化机理，在相互交织的复杂内外环境中自我定位，科学研判我国国家安全发展的有利因素和威胁风险，

基于对风险的规避和防范角度健全我国国家安全体系。

（二）图景视角：更新深化国家安全理念

更新深化国家安全理念是健全国家安全体系的理论基础。国家安全理念决定国家安全内容，并指导国家

安全活动。为使既有国家安全体系能够适应日益复杂的内外安全环境变化并高效应对安全问题挑战，必须与

时俱进更新深化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核心内容的国家安全理念。一是深化研究国家安全观的基础理论。国家

安全观是在国家安全实践基础上所形成的国家安全理念，深化国家安全观基础理论研究，必须系统分析中国

国家安全观的演化历程、演变特征、演进机理、内在逻辑与发展趋势，从中准确把握国家安全观演化发展的一

般规律，基于其演化历史和现实对国家安全观的未来发展趋势预测与规划以深化国家安全理念；同时，着重深

研当前指导我国国家安全工作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探析其丰富的价值理念、基本特征、内涵外延与时代意义，

在不断变化的安全局势下推动总体国家安全观发展成为更加与时俱进、更为逻辑严密、更具规范科学、更显时

代特征、更符安全需要的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理论，为健全国家安全体系提供基础支持。二是基于国家安全实践

更新丰富国家安全理念。实践能够有效检验理论的科学性，丰富和完善既有理念。在不断变化的世界格局与国

际秩序背景下，要对总体国家安全观各领域的国家安全实践活动进行系统分析和全面探讨，掌握各领域国家安

全工作的一般规律和重点指向，从中发现现行国家安全理念在应对实际国家安全问题挑战时所体现的优势和

短板，有针对性地对不同领域国家安全理念进行科学改进，以提高国家安全理念对安全环境和领域变化的适

应性，为健全国家安全体系提供基础理论支持。

（三）场景视角：精准厘定国家安全内容

精准厘定国家安全内容是健全国家安全体系的关键所在。在当前国家安全内涵外延无比丰富、时空领域

无比宽广、内外因素无比复杂的情况下，精准厘定国家安全内容至关重要。首先，科学界定国家安全的内涵与

外延。应结合现实国家安全形势和安全环境，在涵盖政治、军事、社会、经济、信息和生态等多领域的多元化国

家安全议题中针对每一个领域的安全问题建立定义标准，明确其风险来源与行为表现，界定其所涉及的核心

内容，既要避免国家安全内涵与外延的泛化而导致的国家安全体系针对性不强，也要防止国家安全内涵与外延

的缩化而导致的国家安全体系不全面，唯有科学界定国家安全的内涵与外延才能使国家安全体系系统全面与

统筹兼顾。其次，明确各类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总体国家安全体系打破了各领域、各层次与各要素的国

家安全界限，强调总体安全、普遍安全和共同安全，使国家安全内容随着安全环境变化和安全实践活动而不断

丰富。各类安全均会影响国家总体安全的稳定性，但它们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地位不同，在新时期坚持总体国

家安全观，应继续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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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推进中国国家安全体系建设。再次，注意不同领域国家安全风险的相互传

导、耦合和转化。在特定情境下，不同领域的国家安全事件之间相互作用可能产生新的国家安全风险，并且某

类国家安全风险的发生可能引发其它领域国家安全风险的相继发生；同时，某些类别的国家安全事件之间并

没有绝对的界限，事件的发生和影响范围可能在不同的领域，因此要探析不同领域安全问题的共同性与独特

性，密切关注不同国家安全风险的传导、耦合与转化，为健全国家安全体系过程中各种不确定性和可能性预留

充分空间。

（四）愿景视角：统筹规划国家安全战略布局

统筹规划国家安全战略布局是健全国家安全体系的行动指南。应从顶层设计到群众基础全面着手，通过

完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思想理论、法治建设、战略筹划、意识教育机制等多方面举措系统规划国家安全战略

布局。一是健全完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和制度体系，其关键在于充分发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责，始终坚

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基于顶层设计建立集中统一与科学高效的国家安全统筹协调制度和工作责

任体系，确保既能够形成多部门多层级协同的强大合力，又能够在统筹协调中做到权责明确。二是创新发展国

家安全理论，深入研究当前国家安全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基于国家安全实践不

断更新丰富国家安全理念，形成与国家安全环境相适应、与国家安全需要相一致、与国家安全能力相匹配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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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科学和创新俱进的国家安全理论。三是积极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关键在于健全以新《国家安全法》为统

领的国家安全法律体系，既要重视完善传统领域国家安全立法，还要加快如生态安全、生物安全和文化安全等

重点非传统国家安全领域的立法步伐，例如，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背景下，《生物安全法》的出台

对于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制度体系、国家安全总体法律体系和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四是加快促进国家

安全战略筹划，应基于《国家安全战略纲要》，超前筹划中长期我国重点领域国家安全战略目标及措施，明确

各领域和各层面国家安全战略方向，推动形成立足国情、体现时代、适应环境、系统科学、中国特色的国家安

全战略规划，以实现全面、共同、合作、可持续安全。五是推动形成国家安全意识教育机制，依托全民国家安全

教育日大力开展国家安全意识宣传教育活动，通过多种方式向广大群众普及国家安全相关法律知识与基本常

识，提高公众维护国家安全的自觉性和使命感，构建全方位多元化的全民国家安全意识防控体系，筑牢维护国

家安全的群众基础和人民防线。

五、结语

中国国家安全体系的演变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逻辑自洽。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国家安全体系随时代主题

转换和安全形势变化而逐步演变，其内涵与外延不断丰富拓展，实现了从以政治安全为核心的传统国家安全体

系、以经济安全为核心的过渡型非传统国家安全体系到强调总体安全的开放型总体国家安全体系的转变。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总体国家安全体系无疑是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下应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安全问题

的实践载体，是指导中国国家安全工作的重要战略思想体系。总体国家安全体系在本质上是一种统筹兼顾、开

放包容、唯物辨证、动态发展的开放型体系，善于吸收既有国家安全理论之精华并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其

不断健全发展的必要条件。未来随着国家安全环境变化、国家安全理念发展、国家安全治理实践和国家安全

战略需要，中国国家安全体系必将持续健全与发展，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的

平安中国、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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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Course, Internal Logic and Strategic Choice of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in China

Wang Yanyan  Sun Baiqing

Abstract:  T he  evolu t ion  of  n a t ion a l  s e c u r i t y  s y s t e m i n  C h i n a  i s  a  c on t i nuou s  deve lopme nt  p ro c e s s  of  
i n h e r i t a n c e  a n d  e x p a n s i o n ,  a c c u m u l a t i o n  a n d  i m p r ove m e n t ,  d e e p e n i n g  a n d  a d j u s t m e n t ,  r e fo r m  a n d 
i n n ov a t io n .  Ac c o r d i n g  t o  t h e  fo u r- d i m e n s io n a l  a n a l y s i s  f r a m e wo r k  of  " b a c k g r o u n d - i m a g e - s c e n a r io -
p rospec t",  t he  na t iona l  secu r i t y  sys t em ha s  gone  t h roug h t h ree  s t ages:  t he  f i r s t  s t age  i s  t he  t r a d i t iona l  
n a t ion a l  s e c u r i t y  s y s t e m w i t h  p ol i t i c a l  s e c u r i t y  a s  t he  c o r e ,  t he  s e c ond  s t a ge  i s  t he  t r a n s i t ion a l  non -
t r a d i t i o n a l  n a t i o n a l  s e c u r i t y  s y s t e m  w i t h  e c o n o m i c  s e c u r i t y  a s  t h e  c o r e ,  a n d  t h e  t h i r d  s t a g e  i s  t h e 
ove ra l l  na t iona l  secu r i t y  sys t em t ha t  emphasi zes  ove ra l l  secu r i t y.  T he evolu t ion i s  t he  i nev i t able  re su l t  
of  t he  deepen i ng development  of  Ch i na's  na t iona l  secu r i t y  concept  a nd na t iona l  secu r i t y  s t r a t eg y u nde r  
d i f fe rent  e ra  t heme and i nte r nat iona l  env i ron ment ,  a s  wel l  a s  t he product  of  t he combi nat ion of  nat iona l  
secu r i t y  t houg ht s  w it h  Ch i nese  cha rac t e r i s t ics  a nd na t iona l  secu r i t y  p r ac t ices  i n  d i f fe rent  pe r iod s .  T he 
f u nd a me nt a l  mot iva t ion  of  i t s  evolu t ion  l ie s  i n  c opi ng  w i t h  t he  s e cu r i t y  r i sk s  a nd  ch a l le nge s  b roug ht  
about  by the changes of  domest ic  and i nte r nat iona l  secu r i t y  s i t uat ion i n  d i f fe rent  pe r iods ,  and rea l i z i ng 
t he  pu r s u i t  of  a  h ig he r  l eve l  of  n a t ion a l  s e c u r i t y.  T he  i n t e r n a l  mo t iva t ion  s t e m s  f r om t he  ch a nge s  i n  
na t iona l  secu r i t y  concept s  a nd na t iona l  secu r i t y  s t r a t eg ie s ,  a nd t he  ex te r na l  mot iva t ion comes f rom t he 
promot ion of  major  nat iona l  secu r i t y  event s .  To improve the nat iona l  secu r i t y  sys tem i n t he new e ra ,  we 
shou ld t a ke t he  hol i s t ic  v iew of  na t iona l  secu r i t y  a s  t he  g u id ance ,  have a  keen i n sig ht  i nto  t he  na t iona l  
secu r i t y  env i ron ment ,  update  and deepen the nat iona l  secu r i t y  concept ,  accu rately de te r mi ne the nat iona l  
secu r i t y  content ,  and plan the nat iona l  secu r i t y  s t r a teg ic  layout ,  so a s  to  prov ide a  sol id  g ua rantee for  t he 
cons t r uc t ion of  a  h igher  level  of  safe  Ch i na .
Key words:  Nat iona l  Secu r i t y  Sys tem; Nat iona l  Secu r i t y  St r a teg y;  A Hol is t ic  View of  Nat iona l  Secu r i t y ;  
Secu r i t y  Ch i 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