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陰謀顛覆政府，分裂國家，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

參加間諜組織或者接受間諜組織及其代理人的任務的；

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的；

破壞國家安全
的行為有哪些？

策動、勾引、收買國家工作人員叛變的；

進行危害國家安全的其他破壞活動的。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網站

責任編輯：王 旭 美術編輯：馮自培

要準確把握
國家安全

形勢變化新特點新
趨勢，堅持總體國
家安全觀，走出一

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 2014年
4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國家
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創造性提出
總體國家安全觀。十年來，在總體國
家安全觀指引下，中國在國際局勢急
劇變化中牢牢掌握了發展和安全主動
權。國家安全得到全面加強，平安中
國建設邁向更高水平，為強國建設民
族復興偉業提供了堅強安全保障。

統籌發展和安全，必須確保關鍵
領域安全可控，為實現高質量發展守
牢底線。有專家表示，香港國安法和
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構建了雙
層立體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
執行機制，但在非傳統國家安全領
域，香港仍需時刻警惕。

總體國家安全觀十周年 統籌發展和安全
確保關鍵領域安全可控 守牢高質量發展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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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資料來源：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網站

總
體
國
家
安
全
觀

傳統
安全

一個總體

政治安全

軍事安全

國土安全

非傳統
安全

經濟安全

金融安全

文化安全

社會安全

科技安全

網絡安全

糧食安全

生態安全

資源安全

核安全

海外利益安全

太空安全

深海安全

極地安全

生物安全

人工智能安全

數據安全

五大
要素

以人民安全為宗旨

以政治安全為根本

以經濟安全為基礎

以軍事、科技、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

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託

五個
統籌

統籌外部安全和內部安全

統籌國土安全和國民安全

統籌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

統籌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

統籌維護和塑造國家安全

今年3月，中國社科院發
布《國際形勢報告》指出，

一批極具潛力的顛覆性技術正在不斷加速發展。然
而科技進步又帶來新的安全問題。生成式人工智能
的出現使得利用 「深度偽造」 實施欺騙成為可能，
其既能被犯罪分子用來實施經濟詐騙，也能被政治
力量甚至國家用來製造和傳播 「虛假信息」 。此
外，生產、服務和公共管理領域的數字基礎設施一
旦遭受攻擊和破壞，也將對社會的正常運轉產生更
嚴重的衝擊。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鄧飛對大公報表示，總
體國家安全觀所包含的科技安全、數據安全、網絡
安全和人工智能安全等國家安全重點領域，大概率
會成為敵對勢力針對和破壞的重點目標範疇。因
此，在現階段，保護各類科技安全應該成為香港特
區政府和社會各界維護國家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

「各類的科技安全之共同的核心基礎安全，
應該是數據安全，所以數據安全幾乎是一切科技安
全之本。」 鄧飛表示，香港正在進行創科引導的再
工業化和經濟轉型，有很多科研項目本身都具有相
當強的戰略敏感性。鄧飛建議，特區政府應從維護
國家安全的角度，把這項安全保衛工作提到特區行
政的最高層面予以關注，切實制定相關的保護科技
安全和數據安全的政策指引。

在文化安全領域，南開
大學法學院台港澳法研究中

心執行主任李曉兵表示，一些別有用心的外部勢
力和組織始終不死心，針對中國國家安全的手段
也在不斷變化手法和形式，具有很大危險性和隱
蔽性，在文化和思想意識形態上的較量依然存
在，政府應引起重視並採取有效措施予以防範。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黃梓謙也對大公報表
示，在文化安全領域，要防止敵對和分裂勢力進
行文化滲透。報章、電台、電視台等要增強站穩
愛國愛港的政治立場，不能為衝擊國家安全的思

想言論提供傳播渠道。此外，要做好愛國主義和
國家安全教育，培養青年的家國和歷史觀念，鼓
勵青年欣賞中國文化和藝術，提升青年的文化自
信，這是全面提升青年國家安全觀的根本手段。

「文化自信缺失是最大的文化安全問題。」
黃梓謙認為，提升文化安全與發展文化多元沒有
衝突，有安全的環境，才有文化多元發展的條
件。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
副院長田飛龍也認為，文化安全是國內重點領域
的安全，屬於軟實力的安全，是指向價值觀與意
識形態的深層次安全。

《國家安全法》第14條
規定：每年4月15日為全民

國家安全教育日。《香港國安法》第10條也規
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應當通過學校、社會團體、
媒體、網絡等開展國家安全教育，提高香港特別
行政區居民的國家安全意識和守法意識。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黃梓謙表示，社會安全
需要依靠社會不同界別的共同努力。社福界、教
育界、新聞界等的從業員要堅定愛國愛港，尊重
《憲法》、《基本法》、《香港國安法》，這是
他們取得專業資格的前提。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
副院長田飛龍也認為，社會安全屬於基層系統的
安全。它與安全認同的保障和促進，是總體國家
安全的重要支撐。 「從國家安全教育實踐上，香
港特區政府應進一步重視與國家安全教育整體安
排的並軌協同，採取多種政策和措施幫助香港居
民理解和認同國家安全及其法律制度。」 田飛龍
表示，國家安全是 「一國兩制」 範疇 「一國」 的
核心利益，執法和教育是全面塑造香港居民國家
安全認同的基本抓手。有了安全的制度根基，香
港的繁榮發展才有光明前景。

數據安全是科技安全之本
新型隱患

凝聚社會共識 增強守法意識
重要支撐

提升文化自信 站穩愛國立場
強化意識

▲觀眾在2023年國家網絡安全宣傳周網絡安全
博覽會上參觀。 新華社

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家安全法律制度體系加速構
建。國家安全法以法律形式確立了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指
導地位，明確了維護國家安全的各項任務。從2015年1
月審議通過《國家安全戰略綱要》，到2021年11月審
議通過《國家安全戰略（2021-2025年）》，國家安
全戰略體系不斷制定完善，進一步明確了國家安全戰略
指導方針、中長期目標和重點領域國家安全政策，為在
新形勢下全面保障國家安全提供了強有力的戰略支撐。

開展涉港涉台涉疆涉藏涉海等鬥爭
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定

不移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把維護國家安全貫穿黨和國
家工作各方面全過程，堅定維護政權安全、制度安全、
意識形態安全，嚴密防範和嚴厲打擊敵對勢力滲透、破
壞、顛覆、分裂活動，頂住和反擊外部極端打壓遏制，
開展涉港、涉台、涉疆、涉藏、涉海等鬥爭，打贏多場
硬仗，有效維護國家安全。

今年3月19日，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審議通過了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並於3月23日刊憲生效，為香
港實現由治及興提供堅實支撐，翻開了 「一國兩制」 事
業新篇章。香港國安條例與已實施的香港國安法有機銜
接，補齊了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制度機制的短板，共同構
築起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堅實屏障，使香港特區能夠全
面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 「長臂管轄」 機制；完
善國家安全政策體系、風險監測預警體系、國家應急管
理體系、重點領域安全保障體系和重要專項協調指揮體
系；完善國家安全力量布局，構建全域聯動、立體高效

的國家安全防護體系……一套立足基本國情、體

現時代特點、適應戰略安全環境，內容協調、程序嚴
密、配套完備、運行有效的中國特色國家安全制度體系
加快形成。

香港在非傳統國安領域需時刻警惕
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近日表示，

「作為國際金融、貿易、航空、航運、創科中心，香港
要特別留意經濟、金融、文化、社會、科技、網絡等六
個非傳統國家安全領域。」 南開大學法學院台港澳法研
究中心執行主任李曉兵對大公報表示： 「當前國際形勢
錯綜複雜，大國博弈正在展開，存在很多不確定性，也
很容易引發衝突和摩擦，為此香港應該高度關注非傳統
領域的安全問題。」 他指出，越是在這種形勢下，非傳
統領域的國家安全越容易出現安全隱患。香港國安法和
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構建了雙層立體的維護國家
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但在非傳統國家安全領
域，香港仍要時刻警惕。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副院
長田飛龍也對大公報說， 「一國兩制」 下的香港是國家
安全法律體系的重要一環。總體國家安全觀對香港國家
安全概念與法治體系的形成具有高位的背景性、指
導性和一定程度的穿透力。也就是說，香港特
區建立健全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
執行機制，需要參照 「總體國家安
全觀」 ，在 「一國兩制」 憲
制秩序框架內實現規
範更新。

大公報記者 馬靜、張寶峰

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長臂管轄機制

安全是發展的前提，國家安全
是民族復興的根基。今年是總體國家安

全觀提出10周年，4月15日是第9個 「全民
國家安全教育日」 。

2014年4月15日，在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
第一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創造性提出總體國
家安全觀。總書記強調，當前我國國家安全內涵
和外延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豐富，時空領域比歷
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寬廣，內外因素比歷史上任何時
候都要複雜。

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指引，黨中央不斷加強
對國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從全局和戰略
高度對國家安全作出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強
化國家安全工作頂層設計，完善各重要領域

國家安全政策，健全國家安全法律法規，
有效應對了一系列重大風險挑戰，保持

了中國國家安全大局穩定。
求是網

總體國家安全觀10周年

話你知

▲4月9日，在安徽馬鞍山一所小學，政府部門工作人員
向學生普及國家安全法等法律法規知識。

▲在網絡安全等非傳統國家安全領域，香港仍需時刻警惕。圖
為雄安新區中關村科技園的網絡安全企業展廳。 中新社

▲邁向萬物互聯時代，數據傳輸安全備受關
注。圖為四川攀枝花一鋼鐵企業通過智能系統
監控露天礦場5G無人鑽挖設備運作。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