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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基于特定的历史时代和社会背景, 中国的安全观经历了由专注于军事和

政治安全的传统安全观, 到涵盖经济、 文化、 环境等更多领域安全的非传统安全观, 再

发展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历史演变。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科学、 发展的安全观, 全面、 整

体、 系统的安全观, 辩证、 包容的安全观, 人民至上的安全观, 全球视野的安全观。 总

体国家安全观超越传统安全观和非传统安全观的局限, 综合性地考量传统和非传统的多

重安全因素, 促进了国家安全事业的巨大发展, 推动了国家安全能力的全面提升, 拓宽

了国家安全理论的研究视野与实践探索。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世界

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 全球安全倡议则为秉持共同、 综合、 合作、 可持续的安全观的国

际安全合作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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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 社会稳定

是国家强盛的前提”①, 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对国家发展的

重要性。 在面对国内外各种安全威胁时, 以科学的安全观为指导来维护国家安

全至关重要。
纵观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各种流派, 其安全理论大致可以归纳为两大类别:

其一为传统安全理论或传统安全观。 传统安全观以国家为出发点进行安全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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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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 2022 年 10 月 26 日, 第 4 版。



将国家作为安全的主体, 重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国内秩序的稳定。 其二

是非传统安全理论或非传统安全观。 这一安全观主张, 安全的主体不仅限于国

家, 也包括个人、 群体乃至全人类。 它在关注国家安全的同时, 进一步全面重

视个人安全、 群体安全、 社会安全以及人类安全。 随着世界各国的共同安全利

益逐渐增大, 安全已不再是简单的国家间零和博弈的对象, 而是一个需要各国

通过共同合作与努力加以实现的目标。
在我国, 曾经存在传统安全观占据主流的时期。 当时的安全观是在战争与

和平这一时代主题下产生的, 因而主要侧重于国家领土完整和军事安全等传统

安全领域。 然而, 随着各国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不断加深, 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

时代主题, 国家安全的内涵与外延日益丰富, 逐渐涵盖了政治、 军事、 经济、
文化、 社会和生态等多个层面。

十年前, 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 这是对传统安全观和非

传统安全观的超越和升华, 在继承两者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克服了两者的局限性,
实现了安全理论向更高层次的飞跃。 从那时起, 总体国家安全观开始引领新时

代中国的安全工作。① 这一新的安全观不仅科学指导和推动我国安全工作的实践

探索与能力建设, 而且对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的理论构建产生了深远影响。 自

习近平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来, “国家安全学” 已发展成为一级交叉学科, 其

研究范畴不断扩展, 实践指导意义日益增强。 与此同时, “国家安全学” 也面临

着进一步深化学理性从而实现 “再学科化” 的新挑战。
在以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安全工作实践的过程中, 中国积极倡导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 提出 “全球安全倡议”, 为破解全球安全困境、 推动国际安全合作

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全面而切实可行的中国方案, 充分展现了中国在全

球安全事务中的积极姿态和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做出了

重大贡献。

一、 传统安全观: 战争与和平时代主题下的国家安全观

传统安全观, 亦称 “传统的国家安全观”。 其核心观点是: 安全的根本目标在

于确保国家的存续与发展, 防范外来侵略, 同时防止内部颠覆。 这种安全观是以

战争与和平为主题的时代产物。 从新中国成立到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前, 在战争

与和平时代主题下, 中国也曾秉持传统的国家安全观。
在传统安全观中, 国家被视为安全的主体, 其主要目标是保障政权的巩固与

·73·

 

从传统安全观到总体国家安全观: 中国安全观的演变、 成就及世界议程 □　

① 参见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中心: 《深入学习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全力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国家

安全研究》 2024 年第 1 期, 第 5 页。



稳定。 在手段上, 它侧重于对外战争和对内稳定, 表现出明显的 “对抗性特征”①。
在内涵上, 传统安全观主要强调政治安全、 军事安全、 主权与领土完整等内容。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的传统安全观, 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根据

当时的国内外形势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传统安全观强调军事因素的重要性,
将安全问题与军事战略问题几乎等同看待, 而这种战略眼光与安全思维在冷战

时期达到了顶峰。 冷战时期, 美苏之间的遏制与反遏制斗争对新中国的安全及

安全观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中国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阵营的强大

压力, 总体国家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这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生社会主义中

国采取了敌视和封锁政策, 干涉中国内政, 企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 这

种外部威胁使得中国政府高度注重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 坚持传统的国家安全

观以维护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 在国

际上提出了三条基本外交方针, 即
 

“另起炉灶”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一边

倒”, 由此形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政策。②
 

冷战时期, 中国安全形势的演变深受中美苏 “大三角关系” 的深刻影响。
彼时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 中苏联手对抗美国、 中国单独

对抗美苏和中美联手对抗苏联。 由于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相对封闭, 西方国家

对中国实行 “和平演变” 的威胁相对较小。 在美苏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下, 以美

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尖锐对峙。 中国作为社会

主义阵营的一员, 面临着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 经济、 军事等方面的

巨大压力和挑战。 因此, 坚持传统的国家安全观, 强调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是当时的新中国应对外部威胁的必然选择。 中国确也有效应对了战争威胁与政

权颠覆的风险, 维护了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传统安全观作为冷战时期的产物, 在维持东西方战略平衡、 避免大国直接

冲突方面发挥了历史作用, 但其局限性显而易见。 首先, 传统安全观是以国家

为单元主体进行的安全考量, 忽视了社会本身、 社会成员乃至人类整体的安全

性; 其次, 传统安全观的视野主要局限于军事和政治安全方面, 忽视了经济、
生态、 文化安全等当时看似次要实则至关重要的方面, 从而导致了全球性生态

环境危机、 能源短缺以及科技发展障碍、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难题等等, 进而引

发了一系列连锁性民生问题; 最后, 传统安全观的盛行使得世界各国陷入 “安

全困境”, 尤其是安全话语权被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所垄断, 导致广大发展中国家

的安全诉求无法得到保障。
总之, 传统安全观无法有效应对中国乃至国际社会面临的日益多元化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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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跃进: 《安全领域 “传统” “非传统” 相关概念与理论辨析》, 《学术论坛》 2021 年第 1 期,
第 45 页。
参见唐家璇主编: 《中国外交辞典》,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0 年, 第 535 页。



全威胁。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 中国致力于思索新的国家安全观, 努力探索新的

国家安全道路。

二、 非传统安全观: 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下

国家安全观的转型与发展　 　 　 　

1978 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领导人逐渐认识到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

主题。 中国的国家安全观从主要关注传统的军事安全、 政治安全逐渐扩展到同样

关注经济、 文化、 社会、 环境、 科技和信息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 中国领导人

对国家安全内涵的理解更加全面和深入, 在此基础上对安全战略进行了相应调整。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邓小平以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深刻的历史远见, 提出

了 “和平与发展” 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重要论断。① 这一论断不仅准确把握了

时代的脉搏, 也为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冷战结束后,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

深入实施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 新思想、 新观念逐渐涌现, 人们对国家安

全的认知也变得更加全面和深入。 中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威胁也逐渐从传统安

全领域扩展到其他领域, 使得 “非传统安全因素的重要性日益凸显”②。 从纵向

看, 安全主体也不再局限于国家层面, 人们开始将关注焦点从国家安全扩展到

个体安全、 社会安全、 公共安全, 以至上升到国际安全、 全球安全和人类安全

的层面。 这一变化反映了人们对安全问题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和拓展, 也为我们

理解和应对当今复杂多变的安全挑战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
在冷战结束和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 金融与公共卫生等领域危机

事件层出不穷, 环境安全、 生产安全和食品安全等问题也接踵而至, 众多跨国

乃至全球性的非传统安全威胁议题迫切需要世界各国间的协同合作与共同治理。
与此同时, 中国的经济体制正在逐步转型, 社会结构也在经历深刻变革, 这导

致攸关人民内部利益、 社会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等方面的矛盾日益凸显, 社会

公共安全问题也变得愈发严峻和突出。 面对这些新的安全挑战, 中国领导人在

缜密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 开始积极调整国家安全观念, 逐渐实现从传

统安全观向非传统安全观的转变, 这一转变的具体表现就是我国新安全观的形

成和发展。
从传统安全观到非传统安全观的过渡和调整以及新安全观的形成, 是中国

国家安全观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这一转变体现了中国对国际安全环境变

化的深刻理解和对未来安全挑战的前瞻性思考。 1997 年 3 月 6—8 日, 东盟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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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建立信任措施会议在北京举行, 这是中国首次举办多边安全对话会议。 中

方在此次会议上提出, 应尊重各国主权、 和平解决争端和采取综合安全的观

念。① 同年 4 月 23 日, 江泽民在访问俄罗斯期间发表了 《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

际新秩序而共同努力》 的演讲, 明确提出了中国维护世界安全的新安全观的基

本主张②, 其后发表的 《中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
主张 “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 以对话协商建立信任, 通过双、 多边协调寻求和平

与安全”③。 此后, 新安全观在中国的重要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中得到了不断重申

与发展。 1999 年 3 月 26 日, 江泽民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首次全面阐述新安全

观的核心价值———互信、 互利、 平等、 合作, 揭示了新安全观的核心思想与实质

内容, 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④ 2001 年 7 月 1 日,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8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 进一步明确新安全观以互信、 互利、 平等、 协作为核

心, 这标志着中国新安全观的正式形成。⑤ 2002 年 7 月 31 日, 参加东盟地区论坛外

长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向大会提交了中方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⑥ 同年 11 月, 党

的十六大报告中也明确提出要 “树立互信、 互利、 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⑦。
以互信、 互利、 平等、 协作为核心价值的新安全观的逐渐形成, 标志着中

国国家安全观的重要变化和进步。 通过深入分析新安全观的核心内涵可以发现,
其主要关注点在于对外关系以及维护我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利益, 尽管其中融入

了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 综合安全、 共同安全等非传统安全观的思想, 但它主

要涉及的仍是非传统的对外安全观和国际安全观, 并非完整的非传统国家安全

观。⑧ 它将国家安全的整体重心置于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领域, 在一定程度上忽

视了国内安全内容, 在国家安全层面显得片面。 飞速发展的时代和不断变化的

安全形势, 呼唤新的更高层次的安全观出现。 在这种背景下, 总体国家安全观

应运而生。

·04·

　 □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2024 年第 3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 《东盟地区论坛建立信任措施会议结束》, 《人民日报》 1997 年 3 月 9 日, 第 4 版。
参见江泽民: 《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而共同努力》, 中国经济网, 2007 年 6 月 25 日,
http: / / www. ce. cn / xwzx / gnsz / szyw / 200706 / 25 / t20070625_11932531. shtml [2024-04-26]。
参见 《中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 央视网, 2008 年 12 月 2 日, https: / /
www. cctv. com / special / 903 / 6 / 70494. html

 

[2023-03-19]。
参见江泽民: 《推动裁军进程

 

维护国际安全──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的讲话》, 中国外交部网

站, 2000 年 11 月 7 日, http: / / russiaembassy. fmprc. gov. cn / web / ziliao_674904 / zyjh_674906 / 200011 /
t20001107_7944067. shtml

 

[2024-04-20]。
参见江泽民: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 2001 年 7 月 2 日, 第 2 版。
参见 《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 中国外交部网站, 2002 年 8 月 1 日, https: / / www. mfa. gov. cn /
web / wjb _673085/ zzjg _673183/ yzs _673193/ dqzz _673197/ dmdqlt _673269/ xgxw _673275/ 200208/ t20020801 _
7492616. shtml

 

[2024-04-20]。
参见江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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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 2002 年 11 月 18 日, 第 1 版。
参见刘跃进: 《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国际安全研究》 2014 年第 6 期, 第 11 页。



三、 总体国家安全观: 新时代中国安全观的提出与成就

2012 年 10 月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

代。 面对新时代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安全环境, 习近平于 2014 年 4 月 15 日在中央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 创造性地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 习近平

深刻指出: “当前我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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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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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出一条中

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① 可见, 我国新时代的国家安全已不再是单纯的对外

安全, 而是涵盖了更为广泛的内外安全领域, 展现出全方位、 多层次的特征。
这一安全认知的转变, 不仅体现了中国国家安全理念的深化与拓展, 也为我国

新时代的国家安全工作指明了方向并提供了科学遵循。
(一) 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

新时代背景下, 在 “两个大局”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与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交织影响下, 中国的国家安全事业所面临的形势任务已发

生深刻变革。 总体国家安全观应运而生, 以全新的指导思想引领国家安全事业

的实践和发展。
1. 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的动因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中国的国家安全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

方面, 国际秩序的失范风险愈发凸显。 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在应对当今世界的

共同挑战与发展需求时显得力不从心, 治理失灵的现象屡见不鲜。 另一方面,
大国间的战略博弈日益加剧。 近年来, 主要国际力量格局处于深度调整与再平

衡的过程中, 国家间的共同利益逐渐被竞争性利益乃至排他性利益所替代, 单

边主义思潮泛起, 贸易战、 科技战、 金融战不断升级。 同时, 中国的改革开放

进入 “深水区”, 社会结构也在经历深刻变革,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

往与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的矛盾日益突出。 这导致社会安全、 公共安全问题变

得愈发严峻和突出。 面对新时代严峻的国际国内安全形势, 我国迫切需要转变

改革开放初期制定的 “发展重于安全” 的安全观念, 将其调整为 “发展与安全

并重” 的国家安全战略, 而总体国家安全观凸显了发展与安全的统一和并重。
“发展和安全并重” 的安全战略观念, 体现了对发展与安全关系更为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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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的认识。 一方面, 中国依然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需要继续坚持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 推动高质量发展, 解决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的问题, 满足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另一方面, 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度调整和

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日益加剧, 中国面临的风险挑战更为复杂化、 多元化。 因此,
必须把维护安全和推动发展贯穿于国家发展的各领域和全过程, 切实维护和塑

造国家安全, 为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国内安全环境。 而总

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 顺应了国际安全大势和国家安全的实际需要, 超越了传

统安全观和非传统安全观的局限, 标志着中国的安全理念和安全战略在新时代

的重大调整和完善, 有利于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 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2. 总体国家安全观: 对以往传统安全观和非传统安全观的提升

与传统安全观和非传统安全观相比, 总体国家安全观超越了前两者的局限,
实现了对两者的整合与提升。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科学、 发展的安全观

总体国家安全观首先是科学、 发展的安全观。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个中国

特色的安全概念, 它内涵丰富, 可归纳为 “五大要素” 和 “五对关系”。 五大要

素, 指的是人民安全、 政治安全、 经济安全、 军事社会文化安全和国际安全五

大要素。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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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五大要素, 清晰

反映了国家安全的内在逻辑关系。 五对关系, 指的是既重视外部安全, 又重视

内部安全; 既重视国土安全, 又重视国民安全; 既重视传统安全, 又重视非传

统安全; 既重视发展问题, 又重视安全问题; 既重视自身安全, 又重视共同安

全。 这五对关系, 准确反映了辩证、 全面、 系统的国家安全理念, 是对传统安

全理念的超越。 五大要素和五对关系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关键内涵, 形成维护

国家安全的强大合力。①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安全形势的实际需要, 总体国家安全观得到了进一步的

丰富和发展。 2015 年 7 月 1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新 《国家安全法》, 将总体

国家安全观写入其中。② 2017 年 10 月 18 日,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和平与发

展仍然是时代主题”, 明确提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必须坚持 “国家利益至

上”, 这是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进一步完善。③ 2020 年 12 月 11 日, 习近平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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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 就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又提出了 “十个

坚持”, 即 “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人民至上, 坚持理论创新, 坚持独立自主, 坚

持中国道路, 坚持胸怀天下, 坚持开拓创新, 坚持敢于斗争, 坚持统一战线,
坚持自我革命”。① 这不仅标志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思想体系和理论体系已经形

成, 更显示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成熟定型。 总体国家安全观历经十年的发展,
其内涵不断丰富, 实践不断深入, 已成为指导中国国家安全工作的核心理念和

行动指南。
(2) 全面、 整体、 系统的安全观

相较于传统和非传统国家安全观而言, 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高度的全面性、
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特点, 实现了多项安全的统筹规划。②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全面

性, 体现在其对国家安全问题的全方位考虑和应对策略, 旨在构建一个科学完

善的国家安全体系。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性, 体现了其整体性特点。 它要求

从整体和宏观的视角来全面审视国家安全问题, 因此不能简单地将总体国家安

全看作是各种类型国家安全的简单堆砌, 更不能用线性思维去片面理解它。③ 同

时, 总体国家安全观还具有显著的系统性。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 国家安

全是一个层次分明、 结构清晰的系统, 是全面和深化了的理论体系。 总体国家

安全观并非简单的综合或复合的概念, 而是一种更为全面、 深入的整合性国家

安全理念。 它具备高瞻远瞩的视野, 为构建健全的国家安全体制和法制体系提

供了至关重要的战略指导, 有助于我国提升安全危机应对能力, 成功应对愈发

复杂、 系统的国家安全挑战。
(3) 辩证、 包容的安全观

总体国家安全观与以往的两种安全观相比, 体现了辩证、 包容的特点。 从辩

证的角度看, 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了思想方法上的辩证思维, 更加注重内外安全

的有机结合和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的兼顾。 总体国家安全观还展现出开放包容、 放

眼全球的性质。④ 这种包容性在多个方面得以展现: 首先, 从其理论来源的角度

看, 它具有广泛性。 通过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

深刻总结凝练了百年来我们党在国家安全领域的理论创新和实践经验, 更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提炼精华, 同时还吸纳了国外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宝贵经验。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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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多元融合与提炼, 独具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得以构建, 标志着中

国在国家安全理论探索方面取得了历史性跨越。 其次, 从国家安全理论体系的

深邃与开阔思想境界看, 总体国家安全观已然摒弃了过往那种 “内向自顾” 的

局限观念, 转而积极拥抱一种 “共赢开放” 的新型安全理念, 体现了以共同安

全确保自身安全的新型国际关系思想。①

(4) 人民至上的安全观

总体国家安全观将保障人民安全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强调国家安全工作

应一切为了人民、 一切依靠人民。② 它突出了人民在国家安全中的主体地位, 将

人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作为国家安全的根本标准。 这种安全观体现了马克思主

义关于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③ 的观点和党

的群众路线 “一切为了群众、 一切依靠群众”④ 的原则, 找到了国家安全的最终

归宿。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 维护国家安全不仅是为了保卫国家主权和

领土完整, 更是为了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活幸福。
(5) 全球视野的安全观

在全球政治经济深度融合的时代, 总体国家安全观致力于构筑中国与世界

紧密相连的命运共同体, 强调命运共同体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具有不可或缺的作

用, 深刻反映了世界是一个相互依存、 有机统一的整体, 体现了现代国际关系

的新理念。 中国还进一步提出了 “共商、 共建、 共享” 的全球安全治理理念,
倡导 “多边主义, 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 推动各方各施所长、 各尽所能”。⑤

习近平多次论及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之间的关系问题, 强调国家安全要以促进

国际安全为依托, 既要关注本国的安全, 又要重视共同安全。 这实际上是以大

国元首的身份提出国家安全在国际社会的公共性问题, 向世界贡献了中国智

慧。⑥ 这表明总体国家安全观超越了传统和非传统的安全理论, 具有更广泛的全

球视野和更深远的世界意义。
(二) 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十年来的主要成就

经过十年的发展和完善, 总体国家安全观一方面有力推动了国家安全工作

的实践探索和能力建设, 另一方面促进和丰富了中国国家安全学的理论建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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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发展。
1. 有力推动国家安全工作的实践探索与能力建设

十年来, 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国家安全工作实践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有力推

动国家安全工作能力建设, 并与国家安全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相互促进, 取

得了共同进步。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科学指引下, 国家安全事业得以稳步前行,
国家安全治理水平得到了全面提升。

在过去的十年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 “时” 与 “势” 进行了

科学分析, 辩证地处理了 “危机” 与 “机遇” 的关系, 成功开辟了一条独具中

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 当前, 我国的国家安全体系逐步完善, 在促进国际共

同安全的进程中, 我们展现出了更加自信且主动的姿态, 开创了通过构建新安

全格局来保障新发展格局的新篇章。 国家安全能力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

从多个维度进行综合考虑和布局。 通过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加强国家安全体

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 提高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的能力, 可以有效提升我国的

国家安全能力, 更好地应对各种安全威胁和挑战。
党的二十大对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和任务进行了全面部署, 将国家安全工作

作为独立篇章深入阐述, 明确提出了推动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战略

部署, 以坚决捍卫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通过新安全格局来保障新发展格局, 不

仅丰富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实践内涵, 更为其探索和实践开辟了更广阔的领域。
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中, 中国密切关注国内外安全形势的演变,
深化国家安全底线思维与极限思维的应用。 针对各种风险挑战的新趋势以及维护

国家安全的新需求, 中国积极应对 “黑天鹅” 与 “灰犀牛” 事件, 构建现代化

的国家安全能力体系, 实现主动塑造安全环境、 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以及高

效管控国家危机的有机整合, 确保国家的安全稳定和社会的平稳发展。 十年来,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 我国维护国家安全的水平和能力得到全面提升。

(1) 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 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制体系

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 不仅要从政治高度去认识其重要性,
更要从实践层面去体会其深远影响。 这一原则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

政治要求, 更是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基石。 2014 年, 中国共产党站在新

的历史起点上, 审时度势, 做出了设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重大决策。 这一

决策不仅体现了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高度重视, 更彰显了党对国家长治久安的

坚定决心。 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 实现了国家安全工作从分散到集中、
从迟缓到高效、 从被动到主动的历史性转变, 提高了国家安全工作的整体效能,
也极大增强了国家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能力。

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国家安全法为引领, 反恐怖

主义法、 网络安全法、 香港国安法等 20 余部国家安全专门立法接连出台,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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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部含有国家安全条款的法律法规相继制定修订。① 此外, 中共中央还颁布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安全工作条例》 等重要党内法规, 通过制度建设和法治保

障, 进一步强化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
(2)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推动风险监测评估、 预警体制机制建设

正确认识和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鲜明特

征。②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体制机制的成熟完善, 确

保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得以切实实施, 从而为构建国家安全风险监测评估、
风险预警机制奠定坚实基础。 从风险与危机的演变过程来看, 风险可视为危机

的 “过去形态”, 而危机则是风险的 “未来形态”。 为了切实维护国家安全, 必

须提前规划, 将管理环节拓展至风险管理层面, 对国家安全风险进行持续监测

与评估, 并基于这些评估结果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当前世界纷繁复杂, 诸多难

以预料的事件及其效应层出不穷, 预警机制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有

助于防止临界性事件的发生。③

(3) 有效提升国家安全发展的推动能力

总体国家安全观明确发展的基石在于安全, 积极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

展, 有效提升了国家安全发展的推动能力。 “过去的十年, 我国持续深化 ‘六

稳’ 工作, 并全面推行 ‘六保’ 任务, 加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优化经济结构,
提高发展质量与效益, 并在发展过程中更加注重安全因素, 确保稳健可持续的

发展。”④ 在应对 2020 年初暴发的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的过程中, 中国统筹疫情

防控与社会经济发展, 有效地遏制了疫情蔓延, 并以此为契机迅速恢复了生产

和工作的正常秩序, 率先实现了经济的正向增长。 与此同时, 坚决捍卫粮食安

全和资源能源安全, 为经济社会发展构筑了坚实稳固的资源保障。⑤ 中国积极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为我

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这些举措的实施, 不仅推动了我国发展工

作与安全工作的相互促进, 也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的幸福生活奠定了坚实

基础和可靠保障。
2. 促进和丰富了国家安全学的理论建构与学科发展

从理论建构的视角来看,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和发展, 是在习近平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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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针对国内外安全形势的新变化、 新挑战做出

的战略选择和战略判断。 它不仅是对中国以往国家安全观念的超越和提升, 也

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思想的现代诠释和发展。 在过去的十年里, 党和政府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引下, 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 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

的国家安全道路。 在这一过程中, 不仅推动了国家安全思想、 制度和学科体系

的创新, 还设立了 “国家安全学” 这一一级学科, 全面而系统地回应了维护国

家安全的时代课题, 通过理论建构来推动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发展, 以更好地应

对当代中国的安全挑战和威胁。
(1) 明确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

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了国家安全的全面性、 整体性和系统性, 有力地推动

了国家安全学由单一领域向多领域、 多层次的全面发展, 并为国家安全学的学

科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学术指引。 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的核心宗旨, 在于满

足国家战略需求, 通过构建新的安全格局来确保国家新发展格局的稳固。 这一

宗旨也为我们明确了国家安全学学科知识体系的重点领域、 方向和范畴, 为国

家安全学学科的深入发展提供了清晰的方向。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引领下, 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机遇, 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回顾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以来的这十年, 我

们可以发现, 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已经构建了一个全新的格局。 这个格局着

重于全面剖析总体国家安全观, 进一步加深对国家安全学及其学科理论范式

的探索深度, 同时致力于构建融入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学自主理论体系。 在

这一过程中, 国家安全学的理论研究不仅在深度上取得了明显进步, 更在加强

学科建设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推动了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向更高层次的

发展。①

(2) 推动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的建设和完善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 极大促进了国家安全学学科领域的快速成长与深

化。 国家安全学不仅在学术层面上进行了系统的整合与创新, 也在实践应用层

面得到了广泛的拓展。 其中, 国家安全术语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是这一阶段的重

点工作之一, 通过明确界定各类国家安全概念, 确保了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

的准确理解和有效沟通。 特别是在国家做出建设 “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 的决

定后, 教育部门和学术界进一步加大了对该学科的支持力度, 培养了一大批专

业人才, 开展了大量的前沿课题研究, 并逐步形成了一套涵盖国家安全战略、
管理、 教育、 技术等多个维度的综合性、 跨学科的国家安全治理体系, 从而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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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形成了系统完善的国家安全理论体系。①

自总体国家安全观倡导构建多维度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以来, 中国学界的

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研究不断得到夯实, 包括国家安全的本质、 构成要素、 功

能机制、 发展战略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丰硕, 领域国家安全学与工具国家安全学

等理论的研究进入新阶段。 领域国家安全学理论主要关注的是国家安全的各个

方面, 包括政治、 经济、 文化、 社会、 科技等多个领域, 是中国学界对国家安

全领域知识体系的全面、 系统的认识。 工具国家安全学理论可以被视为中国学

界对于国家安全领域中具有工具性特征的各个方面, 如战略、 治理 (管理)、 法

治、 制度、 体制机制和技术等进行的系统化认识。 这些都为建立一套中国特色

国家安全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②

通过对当前领域国家安全学理论和工具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成果的细致审

视, 可以发现其理论研究常常遵循固定结构模式, 即问题或挑战、 原因分析及

应对策略。 为了克服这一局限, 研究的重心开始转向对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的

深入挖掘, 这一转变凸显了国家安全学作为学科体系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涵盖

了丰富的概念术语、 基本原理和理论体系, 有助于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的进一

步巩固和深化。
2020 年 12 月, 中国正式将交叉学科门类纳入教育体系, 并将 “国家安全

学” 列为其中的一级学科, 对其学科性质进行了明确界定, 并为其赋予学科代

码 1402。③ 这一举措不仅凸显了国家安全学的交叉学科属性, 更为其未来的发展

方向提供了明确的指引。 目前, 中国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势头强劲, 学科体系

日益完善, 学术体系不断深化, 话语体系也愈发丰富, 创新成果层出不穷。 在

理论研究方面, 针对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 提出了诸多新观点新

论断, 为我国国家安全战略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
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建设方向, 应以深化探索基础研究范式为主导, 并充分

利用其固有的交叉性、 战略性和政治性特点实现突破。 首先, 就学科的交叉性

而言, 应坚持问题导向, 通过强化多学科间的协作与配合, 共同应对国家面临

的重大安全挑战。 其次, 不能忽视学科的战略性特点, 应深入领会并把握总体

国家安全观的系统性和指导性, 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 为学科建设提供坚实支

撑。 最后, 在学科的政治属性方面, 应立足政治安全, 强化政治意识和底线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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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 合理布局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 其中,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 国家

安全学的学科建设必须紧密围绕政治安全展开, 确保国家安全学学科发展始终

与维护国家的政治安全紧密相连。

四、 全球化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世界议程

当今世界处在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的全球化时代。 总体国家安全观将

安全视野拓展到国际安全、 全球安全乃至人类安全, 体现了世界眼光和全球战

略思想。 近年来, 习近平相继提出了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以及与之相

辅相成的共建 “一带一路” 倡议、 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

议等系列倡议。 这些理念和倡议的提出, 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对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维护世界和平与全球安全, 具有重要的普遍价值和

世界意义。
面对急剧动荡、 有着失序风险的人类社会, 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

的国际环境, “积极参与全球安全规则制定, 加强国际安全合作”①。 总体国家安全

观, 着力处理好国家安全时代特性和国际社会普遍安全共性之间的关系问题,
处理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问题;② 国家安全要以促

进国际安全为依托, 而全球安全倡议则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宏伟目标有

了更加具体而明确的可操作方案, 也使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世界议程更加明晰。
(一)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世界议程

2013 年 3 月 23 日, 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 首次提出 “人

类命运共同体” 的理念。 他指出: “这个世界, 各国相互联系、 相互依存的程度

空前加深, 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 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

里, 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③ 这也是总体国家安全观

的世界议程, 是为以往的国家安全理念注入新的中国智慧, 反映了中国对于如

何构建一个更加公正、 合理的国际秩序, 如何平衡推动经济发展和维护国家安

全, 如何应对并引领新时代国家安全的时代性议题等的探索方向。
1. 为传统的全球治理注入新智慧

国家安全与国家相伴相生, 其理念的发展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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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 月, 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题为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 的主旨演讲, 从历史、 现实和未来的视角全面系统地阐释了 “人类命运共

同体” 的时代理念, 并明确指出: “中国方案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实现共

赢共享。”① 2017 年 2 月, 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将 “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一深

具影响的国际理念正式写入联合国的决议中, 显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

了国际社会的认同, 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正在逐渐增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传统的全球治理带来了创新性的中国智慧。 这一理

念超越了零和博弈和狭隘的国家中心主义, 主张世界各国应同舟共济、 守望相

助, 共同应对包括传统安全威胁 (如大国博弈、 地缘政治冲突) 和非传统安全

威胁 (如恐怖主义、 网络安全、 重大传染性疾病、 气候变化等) 在内的各类全

球性挑战。 具体来说, 中国在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时, 注重内外兼顾、 综合施策,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合作与改革, 强调国际合作

与多边机制的重要性, 以实现共同安全、 共同发展。 如在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

中, 中国秉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 迅速公开疫情信息, 加

强国际合作, 向全球分享疫情防控经验, 提供物资和技术援助, 充分展现了中

国对于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治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理解和有效应对。
2. 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新视角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刻体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世界视野, 全球视野的

安全观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安全领域的体现。 它着重强调世界各国之间的

相互依存和共同利益, 倡导通过合作与对话解决国际争端和问题, 推动构建普

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具体包括三个主要方面: 其一, 强调坚持共同、 综

合、 合作、 可持续的安全观。 以东亚峰会为例, 各国领导人在此平台上共同讨

论地区安全问题, 有助于东亚各国超越传统的零和博弈思维, 认识到彼此之间

的共同利益和相互依存关系。 其二, 倡导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

的分歧和争端。 这有助于避免国家间战争和冲突的发生, 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

损失, 从而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 其三, 强调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

统领域安全的重要性。 世界各国在关注传统安全问题如军事和政治安全的同时,
也要重视非传统安全问题如网络安全、 气候变化等问题。 通过全面、 系统地考

虑各种安全威胁, 并采取综合性的措施加以应对, 可以更好地保障地区和世界

的和平与安全。
3. 为人类未来图景树立新目标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目标是构建一个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 共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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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 它倡导全球各国同呼吸、 共命运, 着重强调开放

性与包容性、 公平与正义, 推崇和谐相处、 多元文化的交流与借鉴, 以及紧密

的团结与协作, 提出以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 生态的 “五位一体” 建设为

总体框架, 体现了对历史视野的再拓展和思想内涵的再深化, 为人类未来锚定

了更明确的目标, 描绘了更清晰的图景。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超越了局限性

的国家利益纷争与地域文化分歧, 它以命运共同体为基石, 秉持共同的价值观,
尊重并包容文化的多元性。 通过世界各国人民的通力合作与共同治理, 携手合

作以达成人类社会的安定、 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目标。
(二) 全球安全倡议: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国际共同安全实践路径

当今世界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变, 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全球的和平赤

字、 安全赤字、 信任赤字和治理赤字愈发凸显, 国际安全形势愈发错综复杂。
当前,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国际社会共同的目标, 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世界各

国的共同努力和协作。 构建安全命运共同体是国际社会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当务之急, 没有安全、 没有持久的安全, 就没有人民福祉, 就没有世

界和平发展, 也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前途。 在 2022 年 4 月 21 日举办的博鳌亚洲论

坛年会开幕式上, 习近平在主题发言中提出了 “全球安全倡议”。①

全球安全倡议是中国继 “一带一路” 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之后, 向世界贡

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它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安全领域的具体

体现和生动实践。 伟大的时代呼唤着宏大的格局, 而宏大的格局又需要宽广的

胸怀作为支撑。 面对 “世界应秉持何种安全理念、 各国如何共同保障安全” 这

一时代的重大命题, 习近平以大国领袖的卓越智慧与深邃思考, 敏锐地洞察国

际局势的演变, 积极探求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 为世界安全问题提供新的解答

思路。② 全球安全倡议凝练了维护世界和平的核心思想与主张的精华, 回应了国

际社会对于构建普遍安全世界的热切期待。
全球安全倡议不仅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国际安全领域的自然延伸, 也是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追求国际共同安全目标上的具体呈现。 它不仅着眼于现

阶段人类安全所面临的紧迫性挑战, 更从全球安全治理的长远视角出发, 寻

求维护世界和平的长久之道;③ 不仅体现了中国对国际安全问题的深刻思考,
也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为全世界共同构建更加美好的人类未来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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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实践路径。 2023 年 2 月 21 日中国政府正式发布的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

件》, 从背景、 核心理念与原则出发, 进一步阐述了中方在全球安全倡议的框架

下开展与世界各国和国际、 地区组织的安全合作的重点方向, 以及合作平台和

机制。①

1. 核心理念和原则: 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 详细阐述了全球安全倡议的核心理念和实践主

张。 全球安全倡议着重强调了 “六个坚持” 的深远内涵, 即坚持共同、 综合、
合作、 可持续的安全观, 坚持尊重各国主权、 领土完整, 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

宗旨和原则, 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 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

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 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② 全球安全倡

议将中国国家安全与大国外交理念进行 “两个结合”, 以国内发展与国际安全

“两个大局” 为立足点, 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两大思想” 相融

合, 同时全面考虑和平与发展 “两件大事”, 并内在地包含了维护世界和平与推

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 “两大目标” 的基本特征。③

2. 重点合作方向: 互补互促国际安全合作

全球安全倡议明确提出, 在倡议框架下开展与世界各国和国际、 地区组织

的双多边安全合作, 积极推进安全理念对接和利益共融, 支持联合国在全球安

全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长王毅出席第 59 次慕尼

黑安全会议时, 在 “中国专场” 发表了主旨讲话。 他强调, 建设一个更加安全

的世界, 是各国人民的强烈愿望, 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责任, 更是时代前进发展

的正确方向。 为了世界更安全, 各国要回归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中国发布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 为解决全球安全难题提供更系统的思路, 更可行的

举措。④

针对国际与地区热点问题,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 给出了二十条具体方

案。 在实践中, 中国身体力行, 始终坚守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 通过劝和促

谈的方式积极参与国际热点问题的解决, 致力于维护全球的安全与稳定。 当前,
乌克兰危机仍在持续, 巴以冲突愈演愈烈, 朝韩对立日益加剧。 全球安全倡议

为有效破解全球安全困境, 提出了明确的 “路线图”。 全面落实全球安全倡议,
对于推动俄乌达成和平协议, 解决巴以冲突, 缓和朝鲜半岛的对立局势, 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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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和平与安宁、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全球安全倡议以捍卫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安全为出发点, 强调世界各国安

全紧密相连, 倡导以相对安全理念取代绝对安全理念, 以共同安全理念替代独

享安全观念, 推动世界各国团结合作, 互补互促, 以实现长治久安, 构建一个

公平、 正义且共建、 共享的全球安全环境。
3. 合作平台和机制: 利用国际组织机制汇聚应对安全挑战共识

当前, 国际安全格局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变革, 这一变革不仅冲击

了原有的全球与地区安全框架, 更为创新性地构建新的安全架构提供了契机。
然而, 新安全架构的建设及其界定过程不会一帆风顺, 必将充满竞争与挑战。
全球安全倡议致力于打破国际安全互动的结构性桎梏, 开创崭新的互动契机,
并以创新的活力和战略性表述引领国际社会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它以问题为导

向, 具有较强的针对性, 既明确阐述了对普遍安全议题的立场与承诺, 又凸显

了对地区安全热点问题的深切关注。 全球安全倡议提出利用联合国及其他有关

国际和地区组织等平台, 发挥上海合作组织、 金砖合作等相关机制作用, 通过

充分利用或规划、 创设新的诸如全球性安全论坛合作机制与平台, 期望促进世

界各国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 共同构建一个更加和平、 稳定与繁荣的世界。
4. 中国推进国际安全的实践

全球化时代背景下, 中国一直致力于构建和平的国际安全环境。 其具体实

践有:
(1) 注重践行国际安全合作价值

自 2022 年 4 月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以来, 已有

100 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多个国际组织表示支持, 近 70 个国家加入了

“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① 在应对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威胁和挑战时, 我国积极

倡导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 并推出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地区和全球合作倡议

和方案。 通过推动务实合作措施的落实, 我国以实际行动回应了非传统安全治

理领域的国际合作需求, 为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
(2) 维护国家利益, 冷静处理争端

近年来, 在南海、 台湾等涉及我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 中国在严正申明自

己的立场以及维护国家利益的基础上, 尽力寻求以对话沟通的方式缓解紧张、
消除矛盾、 避免冲突, 很好地落实了全球安全倡议, 维护了地区乃至世界的和

平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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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积极参与全球安全治理

中国在和其他国家开展安全合作的同时, 主动参与全球安全问题的处理,
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宁。 2023 年 3 月 10 日, 在中国的积极斡旋下, 沙特和伊朗这

两个曾经长期对立的国家在北京达成和解并同意复交, 并赞赏和感谢中国领导

人和政府的推动。① 这一 “世纪和解” 既是对话与和平的胜利, 也是对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最好诠释。 在俄乌局势和巴以冲突日趋紧张之际, 中国始终

坚定地站在和平的立场上, 秉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审视整个事件, 坚决遵循 《联

合国宪章》 的宗旨和原则, 推动和平对话与谈判, 反对任何可能激化矛盾的行

为, 致力于防止冲突升级和人道主义危机的进一步恶化, 努力构建欧洲与亚欧

大陆持久和平的稳定架构, 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繁荣贡献中国力量。

五、 结
 

语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也处在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之中。
此刻的中国,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 更有信心和能力去实现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 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 势不可挡。 这一历史进程既充满了希望和潜

力, 也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和挑战。 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 妥善

平衡发展与安全的关系, 积极推动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
今天, 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要以更加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更有力的行动,

不断推动国家安全工作向前发展。 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 不断完善国家

安全战略, 加强国家安全法治建设, 提高国家安全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还

要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和宣传, 增强全民的国家安全意识, 形成全体中华儿女共

同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合力。 同时,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安全形势和艰巨繁重

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我们应当全面强化自身国家安全并努力维护国际安

全,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及世界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提供坚实可靠的安全

保障。
(收稿日期: 2024-04-07, 责任编辑: 林 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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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olitical
 

defensibility
 

to
 

an
 

all-encompassing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framework,
 

integrating
 

facets
 

of
 

economic,
 

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stewardship.
 

It
 

has
 

culminated
 

in
 

the
 

embo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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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
 

of
 

a
 

holistic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reflecting
 

a
 

philosophy
 

that
 

is
 

both
 

scientific
 

in
 

its
 

advancement
 

and
 

developmental
 

in
 

nature.
 

This
 

doctrine
 

espouses
 

a
 

vision
 

of
 

security
 

that
 

is
 

holistic,
 

integrative,
 

and
 

systematic,
 

maintaining
 

a
 

dialectic
 

and
 

inclusive
 

stance,
 

premised
 

upon
 

the
 

supremacy
 

of
 

the
 

people's
 

welfare,
 

and
 

suffused
 

with
 

a
 

perspective
 

that
 

is
 

unreservedly
 

global
 

in
 

scope.
 

The
 

holistic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
 

surpasses
 

the
 

con-
straints

 

of
 

both
 

traditional
 

and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outlooks
 

by
 

integrating
 

a
 

multiplicity
 

of
 

both
 

conventional
 

and
 

avant-garde
 

security
 

elements.
 

This
 

integration
 

has
 

precipitated
 

monumen-
tal

 

developments
 

in
 

the
 

national
 

security
 

enterprise
 

and
 

has
 

catalyzed
 

a
 

holistic
 

enhancement
 

of
 

national
 

security
 

capabilities.
 

Furthermore,
 

it
 

has
 

expanded
 

the
 

horizons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within
 

the
 

field
 

of
 

national
 

security.
 

The
 

philosophy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fortifies
 

the
 

global
 

discourse
 

of
 

the
 

holistic
 

approach
 

to
 

na-
tional

 

security,
 

contributing
 

the
 

Chinese
 

perspective
 

to
 

international
 

dialogues.
 

Concurrently,
 

the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provides
 

a
 

beac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llaborative,
 

holis-
tic,

 

cooperative,
 

and
 

sustainable
 

framework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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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nded

 

nuclear
 

deterrence”
 

has
 

been
 

the
 

basic
 

means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build
 

and
 

maintain
 

alliances
 

from
 

the
 

Cold
 

War
 

to
 

the
 

present.
 

But
 

its
 

modes
 

of
 

operation
 

can
 

be
 

widely
 

different
 

in
 

terms
 

of
 

regions.
 

Since
 

the
 

late
 

1950s,
 

the
 

United
 

States
 

has
 

gradually
 

built
 

up
 

a
 

“nuclear
 

sharing”
 

mechanism
 

within
 

NATO
 

to
 

address
 

the
 

“ credibility”
 

problem
 

of
 

extended
 

nuclear
 

deterrence
 

in
 

Europe.
 

In
 

contrast,
 

during
 

the
 

same
 

period
 

in
 

East
 

Asia,
 

the
 

U. S.
 

has
 

not
 

introduced
 

a
 

similar
 

program
 

to
 

its
 

two
 

major
 

allies,
 

namely
 

Japan
 

and
 

South
 

Korea,
 

and
 

continued
 

to
 

adhere
 

to
 

the
 

“ nuclear
 

monopoly”
 

model.
 

This
 

research
 

ar-
gues

 

that
 

“the
 

larger
 

power
 

gap
 

between
 

East
 

Asian
 

alli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as
 

well
 

as
 

“ the
 

lack
 

of
 

major
 

crisis
 

events
 

during
 

the
 

critical
 

periods”
 

are
 

the
 

two
 

main
 

factors
 

preven-
ting

 

the
 

U. S. -Japan
 

and
 

U. S. -South
 

Korea
 

alliances
 

from
 

reaching
 

“ nuclear
 

sharing”
 

of
 

NATO
 

style.
 

Of
 

these,
 

the
 

effect
 

of
 

the
 

former
 

factor
 

is
 

more
 

decisive.
 

In
 

addition,
 

the
 

U. S.
 

withdrawal
 

of
 

all
 

land-based
 

tactical
 

nuclear
 

weapons
 

from
 

East
 

Asia
 

at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completely
 

eliminated
 

the
 

opportunity
 

for
 

Japan
 

and
 

South
 

Korea
 

to
 

pursue
 

“ nuclear
 

sharing. ”
 

Nevertheles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and
 

regional
 

changes,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U. S.
 

would
 

significantly
 

change
 

the
 

extended
 

nuclear
 

deterrence
 

mode
 

in
 

East
 

Asia
 

can-
not

 

be
 

completely
 

ruled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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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occasion
 

of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its
 

formal
 

implementation,“ th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Protection
 

of
 

Marine
 

Environment”
 

has
 

undergone
 

its
 

sec-
ond

 

comprehensive
 

revision
 

in
 

2023.
 

The
 

revision
 

constitutes
 

a
 

comprehensive
 

effort
 

to
 

ad-
dress

 

the
 

problematic
 

issues
 

existing
 

in
 

the
 

law
 

and
 

at
 

the
 

same
 

time
 

incorporating
 

a
 

wide
 

range
 

of
 

consideration
 

of
 

and
 

practice
 

on
 

China's
 

efforts
 

in
 

becoming
 

a
 

maritime
 

power
 

and
 

its
 

commitment
 

to
 

the
 

“Maritim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
 

A
 

number
 

of
 

important
 

re-
visions

 

have
 

been
 

made,
 

including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into
 

the
 

General
 

Provisions
 

of
 

the
 

Law,
 

expanding
 

of
 

the
 

scope
 

of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clause,
 

creatively
 

enriching
 

the
 

provisions
 

on
 

marine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other
 

clauses,
 

and
 

ac-
tive

 

responding
 

to
 

international
 

maritime
 

governance
 

issues.
 

It
 

needs
 

to
 

be
 

pointed
 

out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w
 

also
 

requires
 

necessary
 

support
 

by
 

other
 

relevant
 

laws
 

and
 

r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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