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重點舉措
◆健全國家安全體系 ◆完善公共安全治理機制

◆健全社會治理體系 ◆完善涉外國家安全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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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近日

公布。這份逾兩萬字的改革新藍圖，將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單

列一部分，放到更加突出位置。《決定》強調國家安全是中國式現代化行

穩致遠的重要基礎，聚焦建設更高水平平安中國，從目標任務、重點舉措

等多個方面，對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進行部署。專家相信，未

來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安全體系將不斷健全、完善，為實現中華民族騰飛

發揮巨大的保障和支撐作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沖北京報道

香港要積極防範化解各種安全風險

日前圓滿閉幕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強
調注重統籌發展和安全。原中國人

民公安大學反恐怖研究中心主任、上海
政法學院教授梅建明向香港文匯報指
出，統籌發展與安全，就是在發展與安
全之間既要取得平衡，不能偏廢一方，
又要使發展與安全相互支撐、相互增
益，以安全保發展、以發展促安全。他
強調，統籌發展與安全，意味着不能把
安全與發展割裂開來，必須統籌推進。
「安全是發展的前提，沒有安全的外
部環境和穩定的內部環境，就不可能有
可持續的真正發展；發展是安全的保
證，沒有可持續的發展，安全就缺乏依
據和保障。」梅建明稱，如黨的二十大
報告指出的那樣，要「以新安全格局保
障新發展格局」。

維護國安需各地方各領域統籌協調
國家安全「一頭連着經濟社會發展，
一頭連着千家萬戶」。二十屆三中全會
《決定》提出，構建聯動高效的國家安
全防護體系。清華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
研究員、太和智庫高級研究員錢峰向香
港文匯報指出，所謂聯動高效，就是要
充分發揮黨對國家安全集中統一領導的
制度優勢，綜合運用好政治、經濟、軍
事、外交、司法、科技等手段，進一步
增強國家安全工作的合力和整體效能，
更加有力地去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
展利益。他稱，維護國家安全需要各個
地方、各個領域統籌協調。

避免將大安全降維成碎片化小安全
在梅建明看來，國家安全面對的威脅
是多源的、風險是多樣的，既有傳統安
全威脅，也有非傳統安全威脅。而總體
國家安全需要避免將國家安全的大安全
降維成部門化、分散化、碎片化的小安
全。他說，只有在黨的領導下，才能形
成高效統籌，實現對國家安全威脅的全
方位、全時段、全過程的防範，最大限

度地化解國家安全風險。
「這些年來，在總體國家安全觀指引
下，國家安全領域不斷拓展延伸，中國
已經建立了政治、經濟、文化、生物等
19個領域的協調機制，制定出台了國家
安全法等一系列國家安全領域法律法
規，為維護國家安全提供了有力保
障。」錢峰稱。

織密防範新興科技潛在風險網絡
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大背
景下，《決定》中「推進國家安全科技
賦能」「建立人工智能安全監管制度」
「提升數據安全治理監管能力」等部署
也備受關注。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
院教授王義桅在接受採訪時稱，一方
面，科技手段愈發成為保障各領域安全
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新興科技的潛
在效應也伴生着安全風險，必須未雨綢
繆，織密防範和管控風險的網絡。
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要聚
焦建設更高水平平安中國，健全國家安
全體系，強化一體化國家戰略體系，增
強維護國家安全能力，創新社會治理體
制機制和手段，有效構建新安全格局。
「縱觀歷史，和諧穩定與和平安寧是
中華民族安身立命的基本保障，也是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本前提。」錢峰指
出，如果高水平安全無法保障，中華民
族復興的道路就會更加曲折。因此，強
調統籌發展與安全，堅持高質量發展和
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動，才能加快將發展
成果轉化為安全能力，從而更好應對當
前國內外環境的變化，確保國家長治久
安。
展望未來，梅建明相信，一個具有中
國特色的國家安全體系將不斷健全、完
善，而逐步健全和完善的國家安全體
系，將在保障國家發展和現代化建設過
程中不斷展示其重大價值和意義，對實
現中華民族騰飛發揮巨大的保障和支撐
作用。

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
力現代化，那麼香港可在其中扮演什麼角色，
發揮哪些作用呢？對此，梅建明認為，香港作
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在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
能力現代化中可以在中央政府的領導下與內地
相關地區加強聯動、互動，建立和完善跨境資

金、人員、貨物的安全風險排查與防範機制，
既要促進內地與香港的共同繁榮與發展，又要
積極防範並化解各種安全風險。
「香港自回歸以來，在中央政府的領導下，

成功抵禦了各種安全挑戰、化解了各種安全風
險，有效地維護了香港的安全與穩定。」梅建

明表示，香港的成功經驗充分說明了推進國家
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性，說明了
統籌發展與安全工作的必要性。
梅建明指出，香港長期作為國際性的大都市積

累了豐富的市域安全治理經驗，這些經驗對於許
多內地大城市（如上海）具有借鑒和參考意義。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在近日
出版發行的《〈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輔導讀本》
中撰文表示，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航運、
貿易中心地位，健全香港、澳門在國家對外開
放中更好發揮作用機制。王毅還在文章中強
調，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利用台灣、涉港、涉
疆、涉藏、人權等問題干涉我國內政、攻擊抹
黑我國形象。

隨着中國公民、中國企業走出去越來
越多，涉外安全在國家安全工作全局中
的地位愈加重要。二十屆三中全會《決
定》強調完善涉外國家安全機制，提出
建立健全周邊安全工作協調機制。強化
海外利益和投資風險預警、防控、保護
體制機制，深化安全領域國際執法合
作，維護我國公民、法人在海外合法權
益。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長臂管
轄」機制。健全維護海洋權益機制。完
善參與全球安全治理機制。
梅建明指出，霸權主義、單邊主義、

保護主義等各種思潮時有抬頭、興風作
浪，持續影響甚至衝擊着世界和平與發
展的進程，對構建普遍、公正、可持續
的國際安全秩序帶來不確定的負面影
響，對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發展中國家
積極參與全球經濟與社會發展造成阻礙
和損害，對中國的合法權益造成侵害。
「在所謂的涉疆、涉藏、涉台、涉港
等問題，以及『南海問題』、全球產業
供應鏈等一系列問題上，個別國家在霸

權主義、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的思潮
下，對中國發起了各種制裁、干涉、
『長臂管轄』等行動，侵犯了中國主
權，損害了中國的國家利益。」梅建明
認為，對此，必須要構建高效的反制措
施體系。
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朱安東
在接受中新社採訪時指出，此次《決
定》將涉外國家安全機制上升到了更高
層面，相關部署更細化、優化，料將為
未來一段時期的工作提供行動指南。
在梅建明看來，二十屆三中全會《決
定》中的相關內容表明，反制裁、反干
涉、反「長臂管轄」、維護中國的海洋
權益、建立健全周邊安全工作協調機
制，已成為未來中國加強國際安全與執
法合作的重點任務，中國將會在多個領
域加強與東盟國家、中亞國家、阿拉伯
國家、非洲國家等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深
度合作，積極發揮上海合作組織、全球
公共安全合作論壇（連雲港）等多種安
全合作機制的作用。

中國必須構建高效反制措施體系
國安仍面臨「險灘」須築牢各領域安全底線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

演進，中國正經歷着從「富起來」向
「強起來」的關鍵階段。然而，在看
到各種新機遇的同時，錢峰也提醒，
從外部環境看，經濟全球化遭遇逆
流，大國博弈日趨激烈，局部地區戰
事頻發，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風險
並存，世界進入亂變交織的動盪變革

期。從內部環境看，中國發展不平衡
不充分的問題依然突出，長期積累的
結構性問題和風險隱患不斷暴露，存
在着不少「暗礁」和「險灘」。
「以前的安全威脅可能直接來源於域
外大國的軍事壓力，更多的是直接跟國
防等聯繫在一起，而近些年的一些國家
安全問題，變得與原來不太一樣，這些

年，戰爭形態、大
國競爭的方式都發
生 了 很 大 的 變
化。」北京航空航
天大學戰略問題研
究中心主任王湘穗
教授向香港文匯報
表示，這種變化體
現在，如果以前對
於一個國家的安全
威脅，主要是針對
於這個國家的軍事

性的進攻和打擊，那麼現在似乎更多變
成了一種混合式的「戰爭」。
近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公安部
部長王小洪在《〈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
定〉輔導讀本》中撰文指出，總體國家
安全觀強調的是大安全理念，主張國家
安全是全面、系統的安全，是共同、整
體的安全，涵蓋政治、軍事、國土、經
濟、金融、文化、社會、科技、網絡、
糧食、生態、資源、核、海外利益、太
空、深海、極地、生物、人工智能、數
據等諸多領域，突破了傳統的國家安全
觀，並且還將隨着時代和實踐的發展不
斷豐富。
王小洪在文章中強調，要始終堅持

總體為要，注重從整體視角認識國家
安全問題的多樣性、關聯性和動態
性，構建集各領域安全於一體的國家
安全體系，築牢各領域安全底線。

近年國家安全大事記
◆2013年11月，決定成立中央國家安全委
員會

◆2014年4月，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
◆2015年7月，通過並實施《中華人民共和
國國家安全法》

◆2017年10月，將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提
升到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基本方略」的新高度，並寫入黨章

◆2018年4月，提出全面貫徹落實總體國家
安全觀必須堅持的一系列原則

◆2019 年 10 月，提出「完善國家安全體
系」

◆2020年10月，「統籌發展和安全」納入
「十四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
思想

◆2020年12月，就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提
出10點要求，即「十個堅持」

◆2021年11月，審議通過《國家安全戰略
（2021－2025年）》

◆2022年10月，黨的二十大作出推進國家
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重大戰略部署

◆2024年7月，二十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明確
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目標任
務、重點舉措

◆早前在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來臨之際，江西省撫州市南豐縣傅坊鄉中
心小學，消防員為學生示範滅火器的使用方法。 資料圖片

▲《決定》強調國家安全是中國式現代化行穩致遠的重要基礎。圖為早前
山東省棗莊市市中區人民法院工作人員在龍山路街道榮華里社區向居民
講解國家安全知識。 資料圖片

◆早前東部戰區海軍聯合空軍海警開展實戰化訓練。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