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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国家安全观核心要义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个内容丰富、开放包容、不断发展的

思想体系，其核心要义可以概括为五大要素和五对关系。五大

要素就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

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

安全为依托。五对关系就是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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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重视自身

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

总之，厘清五大要素、把握五对关系，是理解总体国家安

全观的关键所在。

一、国家安全的概念

国家安全法第二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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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国家安全内涵丰富，既指国

家处于安全状态，又指国家维持这种安全状态的能力。

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国是千万家，有国才有家”。维护国家安全以国家利益

至上为准则，这个道理很硬，毋庸置疑。国家利益拓展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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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边界就要跟进到哪里。国家利益是指一个主权国家在

国际社会中生存需求和发展需求的总和。任何国家都存在三种

基本需求:第一，确保国家生存，包括维护领土完整和保护本

国公民的生命安全；第二，促进人民的经济福利与幸福；第三，

保持社会制度和政府体系的自决与自主。这些要素在国家利益

中居于最重要的地位，任何国家都必须加以维护。

三、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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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维护重点领域国家安全

党中央制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依据和基础。只有党中央有

权威，才能把全党牢固凝聚起来，进而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

结起来，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如果党中央没

有权威，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可以随意不执行，大家各自

为政、各行其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

党就会变成一盘散沙，就会成为自行其是的“私人俱乐部”，

党的领导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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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坚持合作共建，实现持久安全

“单者易折，众则难摧。”要有效应对人类面临的困难和

挑战，合作是我们唯一的选择。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

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商量。当今世界，没有绝对安全的世

外桃源。安全问题是双向的、联动的，只顾一个国家安全而罔

顾其他国家安全，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的所谓绝对安全，不

仅是不可取的。而且最终会贻害自己。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六、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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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

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治党治国必须始终

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我们党要巩固执政地位，要团结带领人

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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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当前我国国家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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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

安全道路。

九、国家安全的宗旨和根本问题

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的有机统一，人

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宗旨，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国家

利益至上是国家安全的准则，实现人民安居乐业、党的长期执

政、国家长治久安。

十、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

定关系，始终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

基础性工作。我们保持了我国社会大局稳定，为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了良好环境。“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

亡，治而不忘乱。”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新形势下我国国

家安全和社会安定面临的威胁和挑战增多，特别是各种威胁和

挑战联动效应明显。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强化底线思维，

有效防范、管理、处理国家安全风险，有力应对、处置、化解

社会安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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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要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

要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实施更为有力的统

领和协调。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要发挥好统筹国家安全事务的

作用，抓好国家安全方针政策贯彻落实，完善国家安全工作机

制，着力在提高把握全局、谋划发展的战略能力上下功夫，不

断增强驾驭风险、迎接挑战的本领。

十二、做好应对任何形式的矛盾风险挑战的准备

推动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

展，前提都是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没有安全和稳定，一切都

无从谈起。“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我们必须

积极主动、未雨绸缪，见微知著、防微杜渐，下好先手棋，打

好主动仗，做好应对任何形式的矛盾风险挑战的准备，做好经

济上、政治上、文化上、社会上、外交上、军事上各种斗争的

准备，层层负责、人人担当。

十三、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世而制。”形势在发展，时代在

进步。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二十一世纪，

而脑袋还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时代。我们认为，应

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

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

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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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要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观念

要动员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汇聚起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

力量，夯实国家安全的社会基础，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不

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

十五、越是前景光明越是要增强忧患意识

前进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越是前景光明，越是要增强

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全面认识和有力应对一些重大风险

挑战。要聚焦重点，抓纲带目，着力防范各类风险挑战内外联

动、累积叠加，不断提高国家安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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