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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关于新时代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1.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

（142）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基本前提。维护国

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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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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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面临复杂多变的

安全和发展环境，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

增多，各方面风险可能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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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

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任务十分艰巨。

（143）在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的

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新国家安全理念，

统揽国家安全全局，创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

安全观把我们党对国家安全的认识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和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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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为破解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难题、推进新时代国家安全

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

总体国家安全观关键在“总体”，强调的是做好国家安

全工作的系统思维和方法，突出的是“大安全”理念，涵盖

政治、军事、国土、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生态、

资源、核、海外利益、太空、深海、极地、生物等诸多领域，

无所不在，而且将随着社会发展不断拓展。贯彻总体国家安

全观，要求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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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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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144）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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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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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护各领域国家安全，构建国家安全体系，走中国特色国家

安全道路。

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和目

的，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和保障，发展和安全要同步推进。既

要善于运用发展成果夯实国家安全的实力基础，又要善于塑

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以发展促安全、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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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发展，努力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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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

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人民创造良好生存发展条件和安定

生产生活环境；把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放在首要位置，为国

家安全提供根本政治保证；把国家利益作为制定国家安全战

略的出发点，更坚决更有效地维护好捍卫好国家利益尤其是

核心利益，实现人民安居乐业、党的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

安。

坚持立足于防，又有效处置风险。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

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我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既要警惕“黑天鹅”事件，也

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

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

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

坚持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维护国家安全，要立足国际

秩序大变局来把握，立足防范风险的大前提来统筹，立足我

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大背景来谋划，保持战略定力、战略

自信、战略耐心，把战略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塑造

是更高层次更具前瞻性的维护，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引

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推动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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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

坚持科学统筹。要统筹处理好安全领域的各类问题，科

学研判、辩证分析，全面把握、协调推进，既注重总体谋划，

又要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切实做好国家安全各项工

作。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增强全党全国人民国家安全意识，

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推动全社会形成维护国家安全的强

大合力。

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是做好国家安全工

作的根本原则，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的根本保证。要

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的国家安全工作责任制，实施更为有

力的统领和协调，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3.维护重点领域国家安全

（145）维护重点领域国家安全是主阵地、主战场。全

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要聚焦重点，抓纲带目，把确

保政治安全作为首要任务，统筹推进各重点领域国家安全工

作。

维护政治安全。政治安全的核心是政权安全和制度安

全，最根本的就是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维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各种敌对势力从来没有停止对我国

实施西化、分化战略，从来没有停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

国社会主义制度进行颠覆破坏活动，始终企图在我国策划

“颜色革命”。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切实加强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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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工作，持续巩固壮大主流舆论强势，严密防范和坚决打

击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活动。高度重视对青年一代的思想政治

工作，教育引导广大青年自觉坚持党的领导，听党话、跟党

走。

维护国土安全。国土安全是立国之基。要提升维护国土

安全能力，加强边防、海防、空防建设，坚决捍卫领土主权

和海洋权益，有效遏制侵害我国国土安全的各种图谋和行

为，筑牢国土安全的铜墙铁壁。坚决反对一切分裂祖国的活

动，深入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这“三股势力”，

坚决防范“藏独”、“东突”，坚决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

分裂图谋，全力维护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维护经济安全。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维护经济

安全首先要保证基本经济制度安全。要保障关系国民经济命

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安全。健全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和金

融风险防范、处置机制，防范和化解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

险，防范和抵御外部金融风险的冲击。保障经济社会发展所

需的资源能源持续、可靠和有效供给。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

设，加快发展自主可控的战略高新技术和重要领域关键核心

技术，保障重大技术和工程的安全。

维护社会安全。社会安全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最密

切，是人民群众安全感的晴雨表，是社会安定的风向标。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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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群众对过上美好生活有更高的

期待，对社会安全有更高的标准。要积极预防、减少和化解

社会矛盾，妥善处置公共卫生、重大灾害等影响国家安全的

突发事件。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坚持保障合法权益

和打击违法犯罪两手都要硬、都要快。

维护网络安全。网络安全已经成为我国面临的最复杂、

最现实、最严峻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之一。没有网络安全就没

有国家安全，就没有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

也难以得到保障。要加强网络综合治理，形成从技术到内容、

从日常安全到打击犯罪的网络治理合力。坚持自力更生、自

主创新，加速推动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突破。加强关键信息基

础设施网络安全防护，不断增强网络安全防御能力和威慑能

力。加强网络安全预警监测，切实保障国家数据安全，切实

维护国家网络空间主权安全。

维护外部安全。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国际秩序是国家

安全的重要保障。要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

全观，积极塑造外部安全环境，加强安全领域合作，引导国

际社会共同维护国际安全。切实维护我国海外利益安全，保

护海外中国公民、组织和机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努力形成

强有力的海外利益安全保障体系。

4.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

（146）“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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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精神特质。我们党是生于忧

患、成长于忧患、壮大于忧患的政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就是忧党、忧国、忧民意识，

这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担当。”

九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成就与进步震古烁

今，所经历的困难与风险世所罕见。其中有危难之际的绝处

逢生，有挫折之后的毅然奋起，有失误之后的拨乱反正，有

磨难面前的百折不挠，既充满艰险又充满神奇，既历尽苦难

又辉煌迭出。有困难、有风险、有危机、有曲折，都不可怕，

关键在于我们党始终勇于面对、遇变不惊、攻坚克难、化险

为夷。正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心存忧患、肩扛重担，才团

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发展形

势总的是好的，大局是稳定的。但我们面临的风险也是多方

面的，有外部风险，也有内部风险；有一般风险，也有重大

风险。重大风险既包括国内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

风险以及来自自然界的风险，也包括国际经济、政治、军事

风险等。特别是要看到，各种威胁和挑战联动效应明显，各

种矛盾风险挑战源、各类矛盾风险挑战点相互交织、相互作

用。如果发生重大风险又扛不住，国家安全就可能面临重大

威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就可能迟滞或被迫中

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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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习近平总书记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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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把防风险摆

在突出位置，着力破解各种矛盾和问题，力争不出现重大风

险或在出现重大风险时扛得住、过得去。

“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预判风险所在

是防范风险的前提，把握风险走向是谋求战略主动的关键。

要加强战略预判和风险预警，见微知著、未雨绸缪，力争把

风险化解在源头，防止各种风险传导、叠加、演变、升级。

提高风险化解能力，透过复杂现象把握本质，抓住要害、找

准原因，果断决策，善于引导群众、组织群众，善于整合各

方力量、科学排兵布阵，有效予以处理。完善风险防控机制，

建立健全风险研判机制、决策风险评估机制、风险防控协同

机制、风险防控责任机制，主动加强协调配合，坚持一级抓

一级、层层抓落实。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的政

治职责。要敢于担当、敢于斗争，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

做实做细做好，决不让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不让个别风险

演化为综合风险，不让局部风险演化为区域性或系统性风

险，不让经济风险演化为社会政治风险，不让国际风险演化

为国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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