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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
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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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国家安全理
念的重大转变，从传统的军事安全观向综合安全观转变，
为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2014年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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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国家安全是安邦
定国的重要基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重要保障，必须把国家安全贯
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
      这一理念提升了国家安全的战略地位，
使全社会更加重视国家安全工作，形成了
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合力。

强调国家安全的战略地位

       总体国家安全观明确了国家安全工作的
指导方针，即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
领导，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安
全两件大事，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
统筹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
      这些方针为国家安全工作指明了方向，
使国家安全工作更加科学、系统、全面。

明确国家安全工作的指导方针

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



“十个坚持”的系统总结

      2020年12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提出
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十个坚持”，对
总体国家安全观进行了系统性集成和提炼，
进一步明确了国家安全工作的方向和路径。
     “十个坚持”涵盖了国家安全工作的各
个方面，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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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使总体国家安全
观的理论体系更加完善。

      随着时代发展，国家安全领域不断
拓展，如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
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
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
能力。
      还包括网络安全、生态安全、海外
利益安全等领域的不断强化，使总体国
家安全观的内涵更加丰富，适应了新时
代国家安全工作的需要。

持续拓展国家安全领域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推动了国家
安全学学科建设，国家安全学被确立为
一级学科，为培养国家安全专业人才、
开展国家安全研究提供了学科支撑。
      这一举措有助于深化对总体国家安
全观的理论研究，培养更多适应国家安
全工作需要的专业人才，为国家安全工
作提供智力支持。

推动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

理论体系的丰富与完善



国家安全工作协调机制的建立

      建立了国家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加强了各部门之间的沟通与

协作，形成了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合力。

      例如，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加强了对国家安全工作

的集中统一领导，统筹协调各部门开展国家安全工作。

国家安全法律法规的完善

       我国不断完善国家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如制定《国家安全法》

《反间谍法》《反恐怖主义法》《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

等法律法规，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了法律依据。

        这些法律法规的实施，使国家安全工作有法可依、有法必

依，有力地维护了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国家安全体系框架的构建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下，我国构建了国家安全体系框架，

包括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

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

11个领域的安全体系。

      这些安全体系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实践成果与制度保障





      人民是国家安全的主体，国家安

全的最终目的是保障人民的生命安

全、财产安全和基本权利，让人民

安居乐业。

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目的       人民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主力军，

只有依靠人民，才能形成维护国家

安全的强大合力。

      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国家安全

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国家安全意识，

自觉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为

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

础。

人民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

      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国

家安全是人民安全的保障，二者相

互依存、相互促进。

      只有国家安全得到保障，人民才

能安居乐业；只有人民积极参与维

护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才能得到巩

固。

人民安全与国家安全相互依存

以人民安全为宗旨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

政治安全涉及国家政权、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和根本。

确保国家政权稳固、政治制度稳定、意识形态安全，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首要任务。

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

党是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核心，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是维护政治安全的根本

保证。

党中央对国家安全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确保国家安全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

进。

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维护政治安全不仅是国家安全机关的职责，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各级党委和政府、各部门、各单位以及广大人民群众都要增强政治安全意识，自觉维护国家

政治安全。

以政治安全为根本



经济是国家的命脉，经济安全涉及国家经济的稳定、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利益的保障，
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对于维护国家整体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加强经济安全监测预警，防范化解经济领域重大风险，确保国家经济稳定
运行。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增强经济实力和竞争
力，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保障经济安全的关键措施

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撑，国家安全为经济安全提供保障，二者相互促进、相
辅相成。
只有经济安全得到保障，国家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只有国家安全得到维护，经济安
全才能得到保障。

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的相互促进

以经济安全为基础



军事安全涉及国家军事力量的建

设、军事装备的发展、军事战略

的制定等方面，是国家安全的重

要保障。

强大的军事力量是维护国家主权、

领土完整和安全的重要支撑。

文化安全涉及国家文化的核心价

值观、文化传统、文化创新等方

面，是国家安全的精神支撑。

确保文化安全，对于增强国家文

化软实力、凝聚民族精神具有重

要意义。

社会安全涉及社会治安、社会稳

定、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是国

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确保社会安全，对于维护社会和

谐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具有

重要意义。

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

相互依存，一国的安全离不开国际安

全环境的支持。

我国积极参与国际安全合作，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维护世界和平

与稳定作出贡献。

国际安全与国家安全的相互依存

我国提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

的安全观，倡导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国

际争端，反对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

胁。

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为维护世

界和平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国在国际安全领域的贡献

面对全球性安全挑战，如恐怖主义、

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需要各国加

强合作，共同应对。

国际安全合作有助于提升各国的安全

能力，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

国际安全合作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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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





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的前提

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的前提条件，没

有国家安全，国家就无法存在。

例如，历史上的许多国家因国家安全

受到严重威胁而走向灭亡，如波兰在

历史上曾多次被周边大国瓜分，最终

导致国家的灭亡。

国家安全是国家发展的保障

国家安全是国家发展的保障，只有国

家安全得到保障，国家才能实现可持

续发展。

例如，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始终把

维护国家安全放在重要位置，为经济

社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安全环境，实

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长期稳

定。

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紧密相连

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紧密相连，国家

安全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维

护国家安全就是维护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包括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

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等方面，这些都

需要国家安全来保障。

01 02 03

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基石



国家安全是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

要保障，只有国家安全得到保障，

人民才能安居乐业。

例如，在战争时期，人民的生命财

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社会动荡不

安，人民无法正常生活。

国家安全是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保障

国家安全是人民幸福生活的基础，

只有国家安全得到保障，人民才能

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实现幸福

生活。

例如，我国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

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人民生活质量，使人民过上了幸福

安康的生活。

国家安全是人民幸福生活的基础

国家安全与人民利益息息相关，人

民的利益需要国家安全来保障，人

民也应该积极参与维护国家安全。

人民是国家安全的受益者，也是国

家安全的维护者，只有全社会共同

参与，才能维护好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与人民利益息息相关

人民幸福安康的前提



国家安全与社会秩序紧密相连

国家安全与社会秩序紧密相连，国

家安全是社会秩序的重要保障，社

会秩序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体现。

只有国家安全得到保障，社会秩序

才能正常运行；只有社会秩序正常

运行，国家安全才能得到巩固。

国家安全是社会稳定的基石

国家安全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

只有国家安全得到保障，社会才能

保持稳定。

例如，一些国家因国家安全受到威

胁，导致社会动荡不安，经济发展

停滞，人民生活困苦。

国家安全是社会和谐的前提

国家安全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前提，

只有国家安全得到保障，社会才能

实现和谐发展。

例如，我国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

上，不断加强社会建设，促进社会

和谐稳定，使社会呈现出和谐发展

的良好局面。

社会和谐稳定的保障





      （1）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

      （2）及时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

      （3）如实提供所知悉的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证据。

      （4）为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便利条件或者其他协助。

      （5）向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和有关军事机关提供必要的支持与协助。

      （6）保守所知悉的国家秘密。

      （7）法律、法规规定的义务。

      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不得向危害国家安全的个人或者组织提供任何

资助或协助。

新修订的《国家安全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公民和组织应当履行下列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

公民和组织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义务



公民和组织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权利

（1）对于公民和组织而言，支持、协助国家安全工作的

行为受法律保护。

（2）因支持、协助国家安全工作，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

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可以向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

请求予以保护。

（3）公民和组织因支持、协助国家安全工作导致财产损

失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补偿；造成人身伤害或者

死亡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抚恤优待。

（4）公民和组织对国家安全工作有向国家机关提出批评

建议的权利，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国家安全工作

中的违法失职行为有提出申诉、控告和检举的权利。



可疑人员未经批准到内部作调查，进行科技、经济、企业等情况搜集，

发现这种情况不能随意提供，应向当地公安机关或国家安全机关报告。

警惕境外电台、电视、网络等传媒的煽动、造谣。

一些境外组织和人员经常出现在我军事、保密单位周边，乘机盗取秘密

情报和信息。如遇有可疑人员要立即报告。

拾获属于国家秘密的文件、资料和其他物品，应当及时送交有关机关、

单位或保密工作部门。

发现有人买卖属于国家秘密的文件、资料和其他物品，应当及时报告保

密工作部门或者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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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和组织日常工作生活中需注意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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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习相关法律法规。主动学习《国家安全法》《反间谍法》《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明确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公民责任。

2.关注国家安全教育。参与“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系列活动，通过学校讲座、课程或官方媒体了解典型案例和防范知识。

3.警惕意识形态渗透。理性看待网络上的敏感言论，不轻信、不传播诋毁国家制度、分裂国家的言论，尤其注意境外势力通

过学术交流、宗教活动等形式进行的隐蔽渗透。

增强国家安全意识，筑牢思想防线

在校大学生如何维护国家安全

02
严守网络信息安全规定

1.规范网络行为。不随意转发未经核实的敏感信息（如军事设施照片、敏感数据等），不在社交平台泄露国家机密或内部文

件，不要翻墙上网。

2.防范网络攻击。保护个人账号安全（如设置复杂密码、防范钓鱼邮件），避免使用盗版软件或不明链接，防止被黑客利用。

3.抵制网络谣言。对煽动性、夸大性信息保持警惕，通过官方渠道核实信息，避免成为谣言的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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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严守学术规范。参与科研项目时遵守保密协议，不私自携带实验数据、技术资料出境或上传至境外平台。

2.警惕学术陷阱。对境外机构以“学术合作”“高薪兼职”为名索要敏感数据或技术的行为保持警惕，及时向学校或有关部

门报告。

3.规范涉外交流。参与国际会议、留学交流时，注意保护研究成果和知识产权，避免在公开场合讨论涉密内容。

保护科研与学术安全

在校大学生如何维护国家安全

04
维护校园与公共安全

1.主动举报可疑行为。发现校园内或周边有可疑人员（如非法测绘、打听机密信息）、可疑物品（如不明装置）时，及时向

保卫部门或国家安全机关报告（举报电话：12339）。

2.防范宗教渗透。抵制非法宗教在校园内的传教活动，不参与邪教组织，遇到异常情况及时向学校反映。

3.参与志愿服务。加入校园安全宣传、反邪防非禁毒宣传等志愿活动，协助学校开展宣传教育，提升同学的安全意识和防范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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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护个人信息。不随意填写不明问卷、扫码参与境外机构发起的“社会调查”，防止个人信息被用于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

2.理性看待社会问题。对热点事件保持独立思考，避免被境外势力利用炒作社会矛盾。

3.不能“翻墙”上网、浏览非法网站，更不可编造、传播危害或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信息。

4.培养家国情怀。通过历史学习、社会实践，增强民族自豪感，强化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维护国家利益的信念。

从日常细节做起

在校大学生如何维护国家安全





      某高校学生贺某因日常花销大手大脚
致负债累累，为牟取经济利益，借助境外
社交软件与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建立联系。
他在对方蛊惑和指挥下，多次非法前往我
国军事禁区附近拍照，向有关人员套取涉
密信息，收取间谍经费数万元。后贺某妄
图通过向国家安全机关反映虚假线索、刺
探掌握证据情况来逃脱法律制裁。最终，
贺某因主动彻底交代问题、积极认罪悔罪
并提供反间谍工作线索，被依法从轻处罚。

      河北某高校新闻系学生田某经常收听境
外反华媒体广播节目，常“翻墙”浏览境
外反华政治信息。2016年开通境外社交媒
体账号与境外反华敌对势力互动。进入大
学后，成为某西方知名媒体北京分社实习
记者，接受大量活动经费，介入炒作热点
敏感案件，向境外提供反宣素材3000余份，
刊发署名文章500余篇。2018年创办境外
反华网站，传播反华信息和政治谣言。
2019年受境外反华媒体人邀请赴西方某国，
接受该国官员问询和指令，搜集并向境外
提供污蔑抹黑中国的“证据”。2019年6
月被国家安全机关抓捕归案。

        郑州某大学大一学生小李，2018年
10月收到陌生人QQ好友邀请，对方称做
军民融合项目调研，让小李提供国内相关
信息并支付报酬。小李为挣钱，按要求拍
摄军事书籍杂志照片传给对方。后对方要
求越来越倾向军事领域，小李在考试期间
未与对方联系，期终考试完第二天被侦察
员带走。因违法情节较轻且能如实说明情
况，国家安全机关让其暂时回学校继续上
课等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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