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执政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安全：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三维向度

[摘 要]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新时代指导我国国家安全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遵循。基于政党中

心主义的分析范式，我国国家安全事业离不开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国家安全首先要确保党

的执政安全，这是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和政治安全的根本政治保证；政治安全既是国家安全的根本，也

是确保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的核心；确保党执政安全和国家政治安全的根本目的是维护以人民安全为

核心要义的国家安全。做好新时代的国家安全工作，要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深刻理解和系

统分析党的执政安全、政治安全和国家安全的深刻内涵以及三者间的逻辑关系，扎实推进国家安全体

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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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与问题提出

“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作为独立章节被写入党的二十大报

告，这在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是首次，也引发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

十大报告中论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深刻内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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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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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并对“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作出战略部署，国家安全工作被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新时

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必

然面临各种风险挑战，涉滩之险、爬坡之艰、闯关之难前所未有，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理解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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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国家安全观深刻内涵的基础上，做好国家安全体系构建的顶层设计，加强国家安全能力现代化建设

。

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于2014年4月15日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此次会议上首次提出“总

体国家安全观”。我们党设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积极推动以《国家安全法》为统领的国家安全立法

工作，并于2016年12月出台《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国家安全工作的指导意见》，着力提升国家安全法治

化水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并进一步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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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

。党和国家对国家安全的总体性强调，一方面显示了进入新时代以来，国际局势的复杂变化使国家安

全面临更为严峻的内外部挑战；另一方面，也标志着中国国家安全观日臻成熟、完善，已形成一种涵

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高级形态

的非传统安全观”[3]

。在此背景下，如何深刻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对于统筹推进国家安全建设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而且对维护国家安全、促进民族振兴、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目前学界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解与阐释主要有三种路径：一是通过梳理我国国家安全理论的历史

演变，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二是通过概括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特征，突出其中

国特色、时

代特点和人本特性；三

是从实践路径角度提出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

策略手段[4]

。尽管这些研究已较为全面、系统、规范地阐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内容与内在特征，但对于其内

部要素的逻辑关联以及隐含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之中的执政安全并未得到深入探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中国特色”正是由此本质得以规定，同时在国

家安全领域，以党的执政安全为直接表现形式的隐含要义，有效统一了人民安全与政治安全，进而统

摄推进经济、军事、文化、社会以及国际安全，最终构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在此意义

上，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深入理解应从执政安全、政治安全与国家安全的三重维度进行阐释。

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安全是维护我国政治安全和国家安全的根本政治保证。政治安全是国家

安全的根本，对国家安全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必须通过不断自我革命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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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革命，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努力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执政旨在维护以人民安全为核心要义的国家安全和

以政权安全、制度安全为核心要义的政治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为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营造安全的政治环境、社会环境，进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保驾护航。

二、执政安全：维护我国政治安全和国家安全的根本保证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执政，并成为我国唯

一的执政党。因此，关于“执政安全”的探讨，就是指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关于“执政安全”这一概念

的界定，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广义上，大多认为执政安全是指执政党能够良性运行且不受威胁的状

态，或者说“指执政党执政体

系处在稳健良性运行以及可与时俱进的状态”[5]

。执政党为了保持自身良性运行，必须有足够的能力克服一系列执政风险与执政考验。从这个意义上

讲，执政安全就是“执政风险相对较少或者出现风险能够及时而有效地得以化解的执政状态”[6]

13

。也有学者直截了当地指出，在我国“执政安全的标准就是确保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绝对

巩固”[7]

，道出了执政安全的本质。事实上，党的执政安全，既是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维度，也是统筹

推进我国国家安全建设各项工作任务的根本政治保证。坚持和完善党对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

设的全面、系统、整体领导，也是进一步健全和完善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关键。

（一）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题中之义

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的立国之本，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邓小平认为，在思想政

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基本前提[8]

164

。同时他进一步指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肯定

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8]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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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政治话语中，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当前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同时，发展

也是确保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的关键。江泽民指出，“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综合国力的提高，社会主义制

度释放出来的巨大优越性，让我们在抵御和平演变的斗争中有了更加坚实深厚的物质文化基础”[9]

161

，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维护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的有利条件。鉴于发展对于发展中大国的异常重要性

，中国共产党必须紧紧依靠发展巩固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胡锦涛要求，政法工作要“切实维护党的执

政地位，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切实维护人民权益，确保社会大局稳定”[10]

27

，维护党的执政地位，确保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是维护国家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的前提和基础。

新时代面对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带来的巨大挑战，党中央高度重视执政安全建设，既强调通过

全面从严治党加强维护执政安全的执政主体建设，又通过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加强维护执

政安全的执政客体建设，同时，也通过全面依法治国加强维护执政安全的执政方式建设，进一步夯实

党长期执政的基础，确保党和人民的红色江山永固。

（二）新型政党制度是确保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的重要制度基础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八大民主党派就与中国共产党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新中国成立后，这种

关系被进一步拓展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中国共产党“支持民主党派按照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要求更好履行职能”[2]

31

。同时，中国共产党积极团结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扎实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

人士共商国是，在最大程度上确保了治国理政过程中各种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而这项政党制度即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同时也是在我国土壤中成长起来的新型政党制度，与

西方国家政党制度有着本质区别，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新形态。新型政党制度在制度设计层面，主要围

绕规范政党合作形式发力，并以协商的方式解决国家治理中的各种矛盾，从而回应时代呼声、反映人

民诉求[11]

。同时，新型政党制度提升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保持了党和国家治国理政政策方针贯彻实施的

民主性、连续性和科学性，避免了由于政党斗争产生的内部分裂、无效内耗等执政风险，通过政党协

商达到和谐政党关系的目的，从而有效地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安全。另外，民主党派的参政地位和

参政权利受宪法保护，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有效的民主监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其跳出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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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周期率。总之，新型政党制度是对西方政党制度范式的超越，是合作型而非竞争型的政党制度，“其

制度优势本质上是合作的优势”[12]

，且这种合作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主导、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合作，势必会对党的执政安全产生积极

的促进作用。

（三）人民群众衷心拥护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之基

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直接决定了党的执政安全，没有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和真诚拥戴，也就无所

谓党的执政安全。中国共产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密切联系群众中夯实执政安全的群众根基

。人民衷心拥护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大底气，脱离群众是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毛泽东认为人民群

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形成了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并将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确立为党的根本宗旨。邓小平曾饱含深情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可见他对人

民的感情之深。江泽民要求党员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13]

422

，树立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执政理念。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

导核心，“党坚强有力，党同人民保持血肉联系，国家就繁荣稳定，人民就幸福安康”[14]

14

。同时，中国共产党只有密切联系群众、不断造福人民，党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只有牢固树立危

机意识、居安思危、勇于进取，才能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根基

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15]

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特殊利益，始终坚持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

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2]

173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唯有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广大人民群众才会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

党的执政根基才会牢不可破、坚不可摧。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既是确保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的客观需

要，也是保证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的前提。

（四）持续不断的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的重要保障

回顾近百年的奋斗历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适时根据形势变化实现一次次超越、向强党强国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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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迈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拥有刀刃向内、坚决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16]

。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确保执政安全的重要基础。治国必先治党，治党

务必从严。维护党的执政安全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把从严治党作为巩固党执政安全的重要举措。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曾教育党员干部：“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17]

1438

以此来警示党员干部要树立危机意识，时刻保持“赶考”精神。邓小平在会见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

）中央代表团时的谈话中指出，一个党难免会犯错误，但要从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掌握解决实际问

题的科学方法，这样的政党才靠得住[18]

27

。不断从错误中总结经验、并修正错误的过程，就是一个政党自我革命的过程。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

报告中指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13]

568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才能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胡锦涛在党的十八

大报告中指出，“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10]

653

，才能不断推进事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期待。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既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

伟大工程的题中之义，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尽管我们已经取得了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

，但仍需进一步筑牢“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一体推进机制，反腐败斗争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

时。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只要中国共产党自身坚强有力，“只要我们管党治党

不放松、正

风肃纪不停步、反腐惩

恶不手软，就一定能赢得这场输不起也决不能

输的斗争”[19]

。只有持续不断地推进反腐败斗争，持续不断地进行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才能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

，进而巩固其执政地位，永葆其执政安全。

三、政治安全：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和国家安全的核心与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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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安全是一个国家最根本的需求，也是一切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国家主权、政权、制度和

意识形态安全是政治安全的重要构成要件。我国政治安全的根本是确保党执政安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安全。“政治安全的核心是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20] 181在中国特色政党体制下，维护党的领

导和执政地位是确保政权安全的关键。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围绕政治安全作过的一系列重要论述，

学者们也从不同的角度对政治安全的概论进行了探讨。如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政治制度安全

、政治活动安全是构成国家政治安全的关键要素[21]。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说

明我国政治安全的终极问题就是维护全体人民的政治权利安全。党代表人民执政的根本目的在于切实

维护好全体人民的政治权利，让人民真正享有当家作主的权利。

（一）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

政治安全主要涉及国家主权、政权和制度等维度。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强调：“中国的事情必须由

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17]

1465

展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的决心和信心。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他清醒地认识到改革开放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18]

244

。只有国家政权安全，才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良好政治基础和社会环境。习近平总

书记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显著优势”，其中制度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最大优势，我们要有

足够的底气坚定制度自信，维护制度安全。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维护国家安全，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以政治安全为根本”[14]

200-201

，并突出强调政治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性。政治安全的根本地位在国家安

全建设中是如何体现的？所谓以政治安全为根本，是指在国家安全体系中政治安全居于核心地位和最

高层次，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以国家主权、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安全。正如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的，“我们治国理政的本根，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2]

165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党执政安全的重要内容，制度安全和政权安全是国家政治安全的核心，而政权

安全的实质是党的执政安全。为了永葆党的执政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了政治

建设的重要性，明确要求“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2]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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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以政治安全建设为统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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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是政治安全的核心

影响政治安全的因素有很多，但首先就是要坚持把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摆在政治安全建设的首位。毛

泽东曾引用列宁的著名论断，“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22]

289

，突出强调国家政权问题的重要性。政权安全的实质是党的执政安全。邓小平高度重视制度建设，并

明确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8] 33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定制度自信，并要求党员干部“在实际工作中

，必须突出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2]

127，并努力健全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把制度安全、政权安全放在首要位置”[23] 335

，确保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为国家安全提供政治保证，是“以政治安全

为根本”的必然要求。维护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必须旗帜鲜明地打击各种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

特别是暴力恐怖等犯罪活动。暴力恐怖犯罪不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威胁国家政

权和制度安全，要毫不动摇地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放在第一位，加大惩治

暴力恐怖等犯罪的力度，依法严惩煽动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等犯罪，切实维护国家安全。“严惩危

害国家安全犯罪，坚决捍卫

以政权安全、制度安全为核心的国家政治安全”[24]

，切实维护好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因此，确保社会主义人民民主政权安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安全，本质上就是在最大程度地维护我国的政治安全和国家安全。

（三）国家安全建设要以政治安全为统领

以政治安全为统领，全面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要“牢牢守住政

治安全这个魂，时刻绷紧政治安全这根弦，以政治安全统领推进各重点领域国家安全工作”[23]

338

。以政治安全统领推进国家安全建设各项工作，必然要求把政治意识渗透在关乎国家安全的各个领域

，将政治安全贯穿于国家安全工作的全过程和各方面，确保政治安全始终成为国家安全工作的一条红

线。在国家安全体系中，其他方面的安全都需要政治安全予以保障，因此必须突出强调政治安全的根

本地位。特别是在涉及主权、政权、制度、意识形态等政治安全的核心领域，全体国民更应该保持高

度警惕，进一步增强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就当下而言影响我国政治安全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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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有以下几点：其一，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一直都是长期且艰巨的，这就迫切需要

党员干部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同各种错误社会思潮作斗争，以实际行动捍卫马克思主义在意识

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25]

111-112

，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更需做到防患于未然。其二，腐败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深入开

展反腐败斗争过程中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决心和毅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这些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政治安全的大问题，难道还不是政治吗？还用得着闪烁其词、讳莫如深吗”[2

6] 162。尽管反腐败斗争已经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但依然要保持反腐败斗争的高压态势。其三，网络

安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世界范围看，网络安全威胁和风险日益突出，并日益向政治、经济、文

化、社会、生态、国防等领域传导渗透。”[25] 172面对网络对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带来的挑战，我们

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认识网络虚拟社会现实状况的

基础上，全面掌握网络宣传工作的主动权，全面占据网络思想阵地的“制高点”，从而牢牢掌握主流意

识形态在网络的话语权与领导权。

四、国家安全：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和政治安全的价值旨归

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提出，他将其界定为一

国在战争中维护合法利益的状态[27]

。曾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对国家沦丧带来的屈辱和灾难有着切肤之痛。1949年新中国

成立，才真正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国家安全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保证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前提和基础。虽然目前我国处于和平年代，但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

一刻也不能放松。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国家安全，并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首先，

强调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关乎民族复兴。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面临着新任务新挑战，

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直接关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其次，国

家安全是全体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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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9

人民只有先享有生命安全，才拥有追求其他一切美好生活的权利；如果连最基本的生存权都无法保证

，任何所谓的人权都只是一句空话。最后，国家安全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保障。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改革发展才能不断推进。”[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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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改革开放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关键一招，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更好地推动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从而不断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而这一切都需要和谐稳定的内外部环境。

（一）保证国家安全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头等大事

对于任何执政党而言，维护国家安全都是义不容辞的职责。同样确保国家安全不受侵犯，让广大人民

群众安居乐业，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头等大事。其一，只有国家安全，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执

政地位才能得到巩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14]

200

维护国家安全，是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如果不能有效地维

护以人民安全为核心要义的国家安全，那么其就失去了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其二，维护国家安全

、社会安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职责。中国共产党以高超的执政智慧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

定的关系，着重强调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基础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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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02

。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为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营造了良好环境。其三，国家

安全的各项工作，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系统、整体领导下进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党对

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是做好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原则。”[26]

383

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确保党的执政安全，才能更有力地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

化。总之，党的执政安全是维护国家安全和政治安全的根本保证。

（二）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价值基础

国泰民安既是政治安全的具体体现，也

是国家安全的综合体现[28]

。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而生命健康安全是广大人民的最核心

利益。因此，中国共产党坚持把维护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放在治国理政的首位，同时维护人民群众生

命健康安全也是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根本目的。我国《国家安全法》明确提出“保卫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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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安全工作归根结底是保障人民利益，为群众安居乐业提供坚强

保障[26]

382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重要的国家利益。中国共

产党执政就是为了维护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国家利益与党的利益，既是一致的，也是统

一的。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要“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

家利益至上的有机统一”[2]

218

。毫无疑问，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党全军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必须进一步夯实国家安全建设的社会基础

。国家安全涉及领域广泛，仅靠某一群体的力量不但无法确保国家安全，反而会对国家安全工作造成

损害。人民是国家安全建设的重要主体，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必须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

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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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10

只要全党全军全社会共同努力，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就一定能够夯实维护国家安全的社会基础

。唯物史观认为，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是历史的创造者。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维护国家安全的主体作用

，必须通过加强教育和引导，“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和素养，筑牢国家安全人民防线”[1]

53-54。“要加强对人民群众的国家安全教育，提高全民国家安全意识。”[14]

203伟大的力量蕴藏在人民群众之中，要通过教育增强人民群众维护国家安全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三）牢牢掌握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主动权

尽管当前我国处于和平时代，但国际社会并不太平，局部冲突仍不断，甚至有演变为大规模战争的可

能。因而，有关国家安全建设的各项工作也必须做到未雨绸缪，进而牢牢掌握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主

动权。首先，掌握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主动权要求全体国民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和强化底线思维。面

对国内外复杂局势，我们必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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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02

。只有强化全体国民的危机意识，防患于未然地做好关乎国家安全的各项工作，才能最大程度地降低

应对威胁国家安全、社会安定风险的成本。其次，掌握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主动权要统筹国际、国内

两个大局，尤其是要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持以系统思维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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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准确分析国内国际形势，党和国家才能在科学研判的基础上制定有效的应对

策略，从而掌握战略主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国家安全

的内涵和外延得到极大丰富，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只有坚持防范和

化解风险两手抓，

才能更好地统筹安全和发展全局，才

能实现更高水平的国家安全[29]

。事实告诉我们既要着眼于国内安全，也要认清国际安全对国内安全的影响，统筹推进国内安全和国

际安全建设。最后，掌握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主动权要求我们拥有战略思维和战略定力。在制定有关

国家安全的方针政策时，必须拥有战略思维、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要“把维护国家安全的战

略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26]

382

。党员干部要始终把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作为处理国家安全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善于从国家安全全局认识和判断国内外局势，善于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把握国家安全建设的内在规

律，尤为重要的是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国家安全政策的一贯性和连续性，才能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中

真正做到“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岿然不动”。

五、结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都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

建设的指导思想也必须与时俱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对新时代

我国国家安全客观状态的科学概括，“是党的国家安全创新理论发展进程中的里程碑”[30]，是指导我

国国家安全建设的行动指南和基本遵循。在中国特色党政体制下，健全国家安全体系、维护国家安全

关键在于“坚持党中央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完善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1] 53。党

的执政安全是确保政治安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政治保证，确保党的执政安全是推进我国国家安全

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逻辑前提。坚持和完善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这是管总的原则，在

任何时候都绝不能有任何含糊或动摇[31]。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是国家政治安全的重中之重，政治安

全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的集中体现和国家安全的根本，以人民安全为核心要义的国家安全是中国共

产党执政安全和政治安全的价值旨归。总之，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政治安全和国家安全具有内在一

致性，都是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维度，三者统一于我国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具体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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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ing Security, Political Security and National Security : Understanding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Holistic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

ZHANG Litao

 

Abstract: Pursuing a holistic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 is the fundamental guideline for China 's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the analysis paradigm of party centralism, China 's

national security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maintain national security, the Party 's ruling security must be ensured first,

which is the fundamental political guarantee for China 's national and political security. Political

security is not only the founda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but also the core of ensuring the ruling

security of the Party. The ultimate purpose of ensuring the Party 's ruling security and national

political security is to safeguard national security that puts a priority on people 's security. To carry

out the national security work well in the new era, a holistic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 must be

followed as a guideline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and analyzing the spirit and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Party 's ruling security, political security and national security, and steadily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build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and cap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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