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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利益都是彼此平等的， 也是相互依赖的。 任何国家在谋求自身安全时都应兼顾其他

国家的合理安全关切。 一国安全不应以损害他国安全为代价。 任何国家正当合理的安

全关切都不应被长期忽视和系统性侵犯， 而应得到重视和妥善解决。①

第三， 中国坚持各国主权独立平等， 坚定不移地维护联合国权威及其在全球安

全治理中的主要平台地位， 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了强大的确定性力量。 中国坚定

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旗帜鲜明地反对霸权国家干涉别国内政， 抵制霸权主义、
强权政治、 单边主义， 主张国家主权和尊严必须得到尊重， 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

和社会制度的权利必须得到维护。 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以国

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以 《联合国宪章》 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

则， 主张通过发展化解矛盾， 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分歧和争端。
第四，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 当今世界各国命运相连、 安危与共， 任何国家都不

能置身事外、 独善其身。 中国全球安全观的实现需要其他国家的大力参与和合作。
应对国际安全挑战、 破解世界难题需要各国弘扬团结精神， 建立共赢思维， 同舟共

济、 同心协力。 否则， 如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慕尼黑安全会议发布的主题报告所指出的， 世

界将面临 “多输 （ｌｏｓｅ⁃ｌｏｓｅ） ” 局面。②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
战略意涵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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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５ 日， 习近平就中国面临的安全挑战、 风险防范和应对战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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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月 ２０ 日； 《王毅在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并访问西班牙、 法国后接受中国媒体采访》，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２２ 日。



了系统、 深刻和全面的讲话， 创造性地提出并系统阐释了总体国家安全观。① 十年

来， 总体国家安全观不断深化、 丰富和发展， 不仅成为指导中国国家安全建设与努

力的战略方针， 更是走向 “强起来” 的中国统筹国内与国际、 安全与发展等各项工

作的中心原则。
成功的大国崛起从古至今都是化解各种风险、 保障国家安全、 深化世界联系、

提升民众福利以及让科技创新与工业化进程进入引领国家行列的规律性进程。 而大

国要保障安全与抵御风险， 核心考验就是要有精细、 理性和务实的大战略 （ｇｒ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② 总体国家安全观十年来的深化和发展已经深刻地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大

战略。
当前，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时代之变、 历史之变和世界之变正以前

所未有的方式展开。 面对乌克兰危机的长期化、 新一轮巴以冲突的持续化以美国对

华战略打压造成的大国关系的对立和冲突， 再加上全球气候异常、 新冠疫情的后续

冲击难以平息， 世界政治经济局势严峻、 尖锐、 复杂， 动荡变革期效应不断激化。
全球局势甚至正在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为不确定和危险的时期。 即便世

界政治走向陡然攀升的新的不确定性阶段， 总体国家安全观诞生的战略意涵与历史

价值仍厥功至伟， 已成为在一个不确定与风险叠加的世界中中国政府和人民继续保

持战略定力、 维护发展大局、 提升综合国力、 全面应对和化解各种内外风险的战略

指南和有效路径。
总体国家安全观最突出的战略意涵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宣

告中国开始进入 “强起来” 时代之后对如何防范和驾驭各种安全挑战确立了科

学、 精准和强大的战略思路和战略规划。 从百余年的奋斗历程来看， 化解各种危

机和挑战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生生不息的战斗力和生命力。 但以国家安全直接定义

和命名的思想和理论相对少见， 尤其是重点突出、 结构严密， 既有明确的认识论

又有具体的方法论和时代性的实践论的国家安全系统论述更是极具开创性。 总体

国家安全观建立了新时代党的国家安全创新理论与科学实践的 “四梁八柱”。 总

体国家安全论的系统阐述是中国在进入 “强起来” 时代之后及时准确地做出的

“中国选择”。

·８１·

　 动荡世界与国家安全■■■■■■■■■■■■■■■■■■■■■■■■■■■■■■■■■■■■■■

①

②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

路》，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６ 日。
有关大战略与大国强盛的关系分析， 参见 Ｒｏｂｅｒｔ Ｊ． Ａｒｔ， Ａ Ｇｒ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Ｆｏｕｎｄａ⁃

ｔｉｏｎ Ｂｏｏｋ， Ｉｔｈａｃａ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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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历史已经清楚地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 即在不同实力对比的

发展阶段， 国家面临的国际压力、 安全风险和战略挑战在性质和方式上是截然不同

的。 与其他国家的实力对比是决定一个国家安全认知与安全风险防范的核心变量。
这就是肯尼思·华尔兹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Ｎ． Ｗａｌｔｚ） 提出的 “安全困境” 理论， 实力对比

在从古至今的国际战略竞争中都是最为活跃的变量。① 新中国成立之初， 我们面临

的中心任务是 “站起来”； １９７８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以发展为首要任务的治国原则让中国重新融入世界、 开启了 “富起来” 的新征程。
此时， 其他大国不仅没有把中国当成主要威胁， 更愿意帮助中国发展， 从而实现市

场开放基础上的互利合作以及针对其他 “第三方威胁” 时更为有利的力量组合。
１９８１ 年 ３ 月末日本首相铃木善幸 （Ｚｅｎｋｏ Ｓｕｚｕｋｉ） 访华前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呼吁

“日美两国应该联合起来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② ２０１４ 年， 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

世界第二大贸易国，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总量接近美国的一半， 中国的工

业产值更是跃居世界领先国家。 ２０１４ 年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战略出现决定性调整

的关键时间点。 美国奥巴马政府推出了 “亚太再平衡战略”， 日本安倍政府则着手

制定新的安保战略， 将日本军事行动范围从日本本土防卫扩大到周边， 并将海外军

事行动合法化。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特朗普政府发表的首份 《美国国防战略》 报告， 首次

将中国认定为美国 “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③ 这标志着美国的中国战略彻底转型。④

特朗普政府还推出 “印太战略”， 宣布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从欧洲和中东转向亚太

地区。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上台的拜登政府本质上推行的是 “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 对

华政策， 进一步建立起了 “竞争、 冲突与合作” 的系统性对华打压政策框架， 谋求

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两方面拼凑和组织各种 “小多边” 集团对中国进行围堵。 美

国试图既要在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和价值链上 “去中国化”， 又要制造高科技阵营

分裂， 把西方国家拉到自己身边， 通过自身的再工业化和再投资化进程遏制中国制

造业竞争力提质升级。 面对中美关系以及中国与西方国家商业、 社会和安全关系的

转变，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与实

践强大的原创性和生命力， 再一次雄辩地展示了 “增强忧患意识、 做到居安思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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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治党治国必须始终坚持的重大原则。 国际关系理论和历史同样深刻地揭示了总体

国家安全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保障人民中心建设任务、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进程中的战略必要性和历史引领性。
人类社会之所以充满战争与和平、 冲突与合作、 对抗与竞争， 就是因为国家

间权力的再分配及国家间永无休止的兴衰起伏总是难以避免地导致关系重组、 阵

营变革和利益竞争甚至对抗。 自大航海时代到第一次工业革命再到今天国际化、
全球化五百多年的世界历史来看， 有两个重要的历史规律需要铭记。 一是世界政

治中财富增长的中心地区必然是全球战乱和冲突最频繁的地区。 因为全球财富增

长的中心地区也是力量起伏和对比变化最剧烈的地区， 更是权力追求和竞争最激

烈的地区。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不仅是世界工业化中心， 更是从拿破仑战争

到克里米亚战争再到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地区。 二是世界局势常常在三个历史周

期中循环往复。 国际社会都会经历一定阶段的和平发展期， 但随着权力转移和争

斗升级进入动荡变革期。 如果各国国内政治中出现军国主义、 法西斯主义为代表

的极端主义与好战主义上台的状况， 和平秩序濒临崩溃， 世界就会进入战乱冲突

期。 今天， 世界政治中霸权霸道霸凌行径严重， 和平赤字、 发展赤字、 安全赤字、
治理赤字堆积， 已经行至从动荡变革期向战乱冲突期转移的关键点上。 中国共产

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及时敏锐地提醒全党同志， “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

十字路口， 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①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总体国家安

全观理论与实践十年来不断发展、 不断深化， 已成为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 展示

中国智慧的政策与思想源泉。
习近平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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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在世界局势变乱加剧、 不确定性不稳定性

明显增多的背景下， 总体国家安全观引领中国在对美关系上勇于斗争的同时善于斗争，
坚持中美两国作为世界最大的两大经济体， 需要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中美首脑旧金山会晤开启了加强沟通、 合作、 管控争议、 努力实现中美

两国关系止跌企稳的 “旧金山愿景”。 在乌克兰危机中， 中国更是坚持政治解决热点

问题， 坚持劝和促谈， 着力为尽快止战、 重建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 当前， 中国已成

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发展最为积极与重要的稳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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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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 第 ６０ 页。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

路》，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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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２０１４ 年以来，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在活力不断涌现， 战略内涵不断丰富。 中

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五中全会将 “统筹发展和安全” 确定为 “十四五” 时期经济社会

发展的主要原则。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上

习近平就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了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 坚持中国

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 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 坚持把政治安

全放在首要位置、 坚持统筹推进各领域安全、 坚持把防范化解国家安全风险放在突

出位置、 坚持推进国际共同安全、 坚持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坚持加强

国家安全队伍建设等 “十个坚持” 的战略部署，① 标志着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体系

的确立。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 日，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
强调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同时， 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 深刻认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 深刻认识错综复杂

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 面对尖锐复杂的国际形势， 习近平呼吁全党同志

“逢山开道、 遇水架桥， 勇于战胜一切风险挑战”。② 这番表述不仅对总体国家安全

观指引下中国如何面对复杂国际环境做出了明确的战略部署， 而且进一步对越来越

不可分离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带来前进的动力。
习近平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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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为此， 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努力必须坚持总体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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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明确了中国国家安全工作的 “五大要素”， 更是进一步

廓清了 “五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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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大要素” 揭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

的本质属性， “五对关系” 则高度明确了维护国家安全的结构性路径， 深刻反映了

当今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努力在涉及安全挑战问题上内外统筹、 安全与发展同步、
技术因素和治理能力结合、 安全应对领域与时俱进以及安全实施能力制度保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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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 为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提供坚强保障》，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２ 日。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

路》，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６ 日。



丰富内涵。
进入新时代， 中华民族处于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 一方面， 民族复兴的宏伟目

标正在激励着全体中国人民砥砺前行、 奋发有为； 另一方面， 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

形势，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迎接和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总体

国家安全观不仅是中国延续和平发展的大战略， 更是在中国与世界互动进程中彰显

的中国智慧。 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共同安全理念代表了世界各国人民向往和平与可

持续发展的共同心声。 习近平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

这三大中国主张赢得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同和支持。 这三大倡议本身就是总体

国家安全观的理论精髓和战略内涵在对外关系与世界秩序进步主张上的生动体现。
我们期待国际社会能够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这是防止国际局势进一

步恶化， 推进相互尊重、 相互借鉴、 包容发展的中国方案。

比较视野下的国家安全体系
和能力建设

于铁军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以前所未有的高度和力度

专章阐述了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的国家安全

问题， 提出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 并特别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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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２０１４ 年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以来， 经过十年的发展已逐步形成了以 “五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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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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 第 ５２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