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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资 料 显 示 ：从 1949 年 新 中 国 成 立 到

1979 年，30 年间我国出国出境人数只有 28

万人次，平均每年不到 1 万人次。而在新冠

肺炎疫情之前的 2019 年，国内居民出境就高

达 1 亿 6921 万人次。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国民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到世界各地旅

游、经商、留学、访友。由此，国家安全的范

围就扩大了，从国内扩大到了国外。

过去，我国公民在国内，保护国民在本

土 安 全 ，是 国 家 安 全 工 作 的 重 要 职 责 。 现

在，伴随大量国民出国出境，海外国民安全

就成为国家安全的新内容。刘跃进认为，海

外安全包括海外利益安全和海外国民安全，

这是从国内国外的角度对国家安全进行新

的划分形成的两个概念。海外安全对应的

是国内安全或海内安全，而不是国民安全、

国土安全、政治安全，等等。

2014 年 4 月 1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必须坚

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把

这一观点运用到国家海外安全问题上，必然

得到一个重要结论：海外国民安全与整个国

民安全一样，是国家安全的核心价值和国家

安全工作的根本目的。国家安全工作归根到

底就是要保障国民安全和利益，要为人民群

众安居乐业提供坚强保障。在越来越多的国

民走出国门的当下，保障国民在海外的安全，

已经成为国家安全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在

紧急情况下国家组织撤侨，就是保障海外国

民安全的一个重要措施。新世纪以来的几次

大规模撤侨，有力地说明了我国“以人民安全

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价值导向，体现

了国家安全的新思维、新观念、新作为。

海外撤侨与国家安全新问题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不是抗击侵略，不

是保卫领土，但同样是一项重要的国家安全

工作。

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以人民安全为宗

旨”，国家安全工作归根到底是保障人民利

益 ，这 就 是 总 体 国 家 安 全 观 最 核 心 的 新 内

容，也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首要特征，是中

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和国家安全工作的核

心价值。

“从客观上讲，疫情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危害自古就有，这是一个古老的国家安全问

题，是传统安全问题，但把生物安全纳入国

家安全体系，则是对国家安全的新认识，是

一种非传统安全观。”刘跃进说。

在以军事、政治、领土为主的传统国家

安全观中，疫情灾害不是国家安全事件，防

疫卫生和医疗救治不是保卫国家安全，但在

“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视

野中，新冠肺炎病毒对人民生命安全的威胁

和危害，就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和危害。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解救被感染的国民，就是

国家安全的重要工作。

在此次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中，很

多人注意到了两个概念，一是“生物威胁”，

二是“生物安全”。

在当代国家安全体系中，以生物物种、

基因、生态、技术等方面安全为主要内容的

“ 生 物 安 全 ”，就 是 国 家 安 全 的 构 成 要 素 。

2020 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和 2003 年的非典疫

情，给人们的重要启示首先是如何有效应对

“ 生 物 威 胁 ”，其 次 才 是 如 何 保 障“ 生 物 安

全”。在与国家安全相关的生物领域，2020

年 10 月 17 日通过的生物安全法，既有符合

“生物安全”本意、以保障生物安全为目标的

“生物安全”和“保障生物安全”的内容，也有

本属“生物威胁”、以防控生物威胁为目标的

“生物威胁”和“应对生物威胁”的内容。

抗击疫情与国家安全的新认识

灭火行动中人员的大量伤亡是社会的重

大损失。在传统安全思维和传统安全概念

中，火灾、矿难和交通事故等等，都不是国家

安全的内容。但是在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

观中，这些都在国家安全内容当中，均为“大

安全”格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因为，国家安全在国家产生的时候就是

一个社会系统，国家安全活动在国家产生的

时候就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而到了今天，

国家安全活动已经成为一个比其他任何时

代都更加复杂化的复杂社会系统工程。

“大的安全是国家安全，小的安全也是

国家安全。”刘跃进解释说，从范围和边界来

看，国家安全是一个国家所有领域、所有方

面、所有层级安全的总和。传统安全观和传

统安全思维关注的安全，如政治安全、军事

安全、国土安全、主权安全等，属于国家安

全；总体国家安全观揭示出来的安全，如文

化安全、经济安全、生态安全、科技安全、信

息安全，等等，特别是国民安全，也属于国家

安全。而且，这些国家安全基本要素下更多

不同层级的次级要素，如国土安全下的底土

安全、深地安全，经济安全下的金融安全、农

业安全、粮业安全、生产安全、交通安全、食

品药品安全等，也都属于国家安全。

刘跃进认为，国家安全体系涉及的国家安

全问题，不仅仅是国家安全本身及其基本要素，

同时还包括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威胁危害国

家安全的因素和国家安全保障问题，是由国家

安全本身及其构成要素、影响和威胁危害国家

安全的因素、国家安全保障问题等多方面问

题构成的一个社会大系统、大体系。这就是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总体国家安全”，

也就是“构建大安全格局”中的“大安全”。

“大安全”格局下的国家安全新概念

在国家安全概念发生重要变化的情况

下，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也必须延伸，必须由

原来的反间谍保密等教育拓展为与总体国家

安全观相适应的总体国家安全教育。

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相适应的国家安全

教育，不仅要包括传统的国土安全、政治安

全、军事安全等内容，而且要包括内容更为

广泛的其他各方面的安全内容，并且在国家

安全教育中根据对象的不同侧重进行不同

方面的国家安全教育。“比如，对于一二年级

的 小 学 生 进 行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时 ，讲 政 治 安

全、军事安全有一定难度，但给他们讲自身

安全，讲节约资源，讲保护环境，就容易理

解，而这些方面的内容就是总体国家安全观

涉及的人民安全、资源安全、生态安全等方

面内容。”刘跃进说。

2018 年 4 月，教育部印发《教育部关于加

强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施意见》，提

出要研发国家安全教育教材，设立国家安全

学一级学科，依托普通高校和职业院校现有

学科专业开展国家安全专业人才培养。现

已出版了两套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系

列丛书，这套丛书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超

越了传统国家安全教育，充分体现总体国家

安全观的人民性和总体性，而且非常注意针

对不同学段学生的年龄特点有的放矢。

“现在需要把以往的国防教育、爱国主

义教育、近现代史教育、环境保护教育、节约

用水节约资源教育、中小学生人身安全教育

等，都整合到当前的国家安全教育之中，使

国家安全教育真正成为总体国家安全教育，

成为大安全教育，成为与国家发展相对应的

国家安全教育。”由此，国家安全教育就包括

了过去所没有的许多新内容，如国民安全、

军事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文化安全、

信息安全，甚至是太空安全、深海安全、极地

安全，以及海外安全，等等。

超越传统的国家安全教育新内容

今年4月 15日，是第六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内外安全形势发生了许多新变化，特别是在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行动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国家安全的内涵正在丰富和拓展。

如何适应新变化，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我们邀请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家安全学创始人刘跃进，解读总体国家安
全观之“新”。

刘跃进认为，当前讲国家安全，需要与

国家发展结合起来讲，需要在统筹发展和安

全的大战略思维中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和

当前的国家安全形势。

从“十四五”规划中把“统筹发展和安全”

作为独立一篇进行重点阐述可以看出，改革

开放 40 多年后，由于安全问题日益复杂和严

峻，国家客观大势逐渐由“发展重于安全”演

变为“发展和安全并重”，从而使我国进入一

个新时代，决策上采取“发展和安全并重”，是

新时代“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合理形式。

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们

国家都有不同形式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但一

直没有相应的国家安全规划，没有出台过专门

的国家安全战略文本。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

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和总体国家安全

观的提出，我国第一个国家安全战略文本《国

家安全战略纲要》于 2015 年由中央政治局审

议通过。近年来，国家安全已被中央摆在与经

济社会发展的同等重要的地位上。

在当前的国家治理中，既需要做到抓发

展不忘安全，在国家发展规划中确立国家层

面的“安全发展”理念，又需要做到抓安全不

忘发展，在国家安全规划中确立国家层面的

“发展安全”理念，最终把发展和安全置于同

等重要地位并统一到国家大战略中。只有

这样，才会有全面持续的发展和全面持续的

安全，才会有发展和安全的双赢。

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双赢新思维

解读总体国家安全观之解读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新新””
—与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刘跃进一席谈

■本报记者 鲁文帝

2015年 3月 29日，中国海军护航编队临

沂舰停靠也门港口亚丁，撤离中国公民。

2020年 2月 2日，武汉火神山医院正式交

付，从方案设计到建成交付仅用时10天。

2019 年 3 月 31 日，27 名消防队员和 3

名地方干部群众，牺牲在扑救四川省凉山州

木里县森林大火的战斗中。

正在中小学校推广使用的国家安全教

育丛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白皮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