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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pholding the overall concept of national securit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mphasizes that it is a major principle for the party to govern the country 

to balance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to strengthen the sense of urgency and to be alert to dangers in 

times of peace. Among them, it puts forward the demand of perfect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and strengthening the guarantee of national security by law. Since the founding ceremon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has 

gone through two stages: The period of legal construction focusing on the traditional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period of legal modernization in the new era. The first stage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initial 

stage and the advanced stage of legal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process, it has formed the development track from national security legal system construction 

to national security legal system construction, from scattered national security guiding ideology to 

systematic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view, from actively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to actively 

shaping national security, from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one’s own security to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common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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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

大报告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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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对国家安全工作提出了要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加强国家安全法治保障的要求。自

1949 年新中国成立 70 年以来，我国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经历了以传统国家安全为重点的法制建

设时期和新时代背景下国家安全法制现代化建设时期两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可继续划分为以

维护政权安全为出发点的法制建设初阶时期和以传统国家安全观为出发点的法制建设进阶时期。

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国家安全法制建设到国家安全法治建设、从零散的国家安全指导思想到系

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从积极维护国家安全到积极塑造国家安全、从注重自身安全到注重共同

安全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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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

确保国家安全”的战略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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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上提出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这标志着新时代国家安全

治理模式在一种全新的指导方式和管理体制下正式开始在中国社会中运转。在党的十八届四中

全会又提出了建立“建设法治中国”的战略目标。维护国家安全是中国每一个中国人民应尽之

义务，但是在维护国家安全的过程中我们更应当强调的是依法维护国家安全。2017年10月18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报告中强调，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加强国家安全法治保障，提高防范和抵

御安全风险的能力［1］。正式提出了将法治贯穿到国家安全领域的全过程，要通过积极构建完

备的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不断提高国家安全法治化水平，将国家安全法制落实到国家安全法

治实施的轨道上来。2018 年 4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

议上强调，国家安全工作要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新要求，切实做好健全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加强

法治保障工作。从十八届三中全会至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治理体系的形成过程都牢牢把握住“总

体国家安全观”和“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两个基本原则，真正的让法治成为中国特色国家安全

道路上的重要基础性原则，真正让法治成为国家安全工作中的行为准则，真正的让法治成为中

国特色国家安全道理上的重要组成部分。

2  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道路建设历程探索

国家安全法治作为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其历程反映了在治理中国

国家安全时的变动和方向。法制作为法治的基础，以国家安全法制建设为切入点是研究国家安

全法治道路形成的前提和基础的中国国家安全法制的建设以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为界限划分

为以传统国家安全为着重点的法制建设时期与新时代背景下国家安全法制现代化建设时期。

2.1  以传统国家安全为重点的法制建设时期

根据这一阶段的国家安全形势和国家安全国内外不同因素的影响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

国家安全治理模式的转变总是与社会矛盾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本阶段的国家安全法制建设

分为两个部分：以维护政权安全为出发点的法制建设初阶时期和以传统国家安全观为出发点的

法制建设进阶时期。

2.1.1  以维护政权安全为出发点的法制建设初阶时期

在法制建设初阶阶段围绕的还是维护和巩固新中国政权的稳定为主要的方面。1949 年新中

国建立后，对外面临着美苏对立的国际斗争格局，对内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先进的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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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2］。此时毛泽东同志的国家安全

思想对于维护这一时期的国家安全实践具有现实的指导作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使得毛泽

东同志在国家安全思想中异常重视军队和国防力量的建设。并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我

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指的是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法庭、人民的警察，

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3］。可以看出国防安全在国家安全中占有重要地位。除此之

外，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由于革命胜利后国内外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因此，在

政治上必须强化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4］。因此，加强国防建设和维护政权安全就成为新中

国建立初期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毛泽东国家安全思想形成的基础。

以此思想为基础建成了以刑事政策、军事工作制度、公安工作制度为主要构成的维护国家

安全规则体系。其中典型代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六条”）。虽然只是规则却带来了积极地意义，

195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保卫人民民主制度，镇压一切的叛国和反革命活动，惩

办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新中国以国家最高立法形式确定了维护国家安全法律的正当性。

中共八大进一步的明确了加强了法制建设的标志性事件。在此过程虽然出现过曲折，处于一种

停滞的状态。但即便如此，国家安全的重要程度也一直被高度重视。

2.1.2  以传统国家安全观为出发点的法制建设进阶时期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将立法工作作为重要的议程，本次会议提出了“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建设方针［5］。伴随着改革开放，邓小平同志对国内

国外的局势做出了科学合理的判断。和平问题与南北问题是国际上的突出问题，国内主要矛盾

已将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6］。因此国家安

全的情况也伴随着社会矛盾和国际主要矛盾的变化发生了变化。

1983 年 7 月国家安全部的成立成为了推动国家安全工作面临新形势做出决策的新动力。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在邓小平同志国家安全思想的指导下，党和国家以政治安全、军事安全、

经济安全为核心，重视国家安全法制建设，加快了国家安全立法工作速度，初步形成了以《宪法》

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国家安全法制的形成在 1978 年《宪法》的基础上，五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并在刑法分则中规定了反革命罪。

将反革命罪纳入刑法，用刑法的强制力来保障国家安全是国家安全法制建设十分重要的一步，

也体现出了中国的治国理念从人治转向了法治。1982 年《宪法》颁布，确定了宪法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也为国家安全法制建设提了根本遵循。

1993 年《国家安全法》中以保卫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

的，以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为目标。《国家安全法》成为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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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安全法律体系就形成了以《宪法》为统率，以《国家

安全》（1993 年）为核心，以《兵役法》《国防法》《军事设施保护法》《保守国家秘密法》

等法律为基础，以《刑法》作为保障国家安全的最后一道屏障。

20 世纪 90 年代，国际社会形势形成了“一超多强”地格局，伴随着国内外安全形势的变

化江泽民同志在邓小平同志的国家安全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

新安全观［7］，新安全观超越了冷战思维，特别强调建立公正合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新安

全观是为中国争取有利国际环境的一种国际安全观。胡锦涛同志也强调国际安全对促进本国的

繁荣与稳定有着积极作用。

在后来召开的中共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为国家安全法制的建设提供和指明了方向。

国家安全除了外部安全之外还包括这内部安全，国内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国际安全和国内

安全共同构成了国家安全。后在中共十七大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依法治

国方略基本切实贯彻。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国家安全观念的发展，我国的国家安全的内涵和

外延是呈现一种不断丰富的状态的，国家安全从主要的反间谍工作，发展到政治安全、军事安

全等传统安全领域，又不断的去覆盖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从总体上讲这一

时段的国家安全立法能够满足维护国家安全需要，当然还存在着不足的地方。其一体现在立法

覆盖不高，太空领域、极地领域、核领域等一些安全领域仍亟待立法去完善；其二体现在立法

位阶偏低，法律约束力普遍不足，以政策、文件来管理应对国家安全问题是远远不够的，这还

体现出了当时的现代化治理能力欠缺；其三体现在立法的操作性不强，立法与社会现实脱节，

甚至有一些立法已经不适应现实的需要。因此国家安全法治的进程还需要坚持党的全局领导，

要树立和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的方式开展国家安全工作，将更新国家安全现代化治理能力

和提高国家安全现代化治理水平作为发展任务一直努力贯彻下去，才能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国家

安全法律制度体系建设，全面提升国家安全工作的法治化水平。

2.2  新时代背景下国家安全法制现代化建设时期

2.2.1  国家安全法治现代化实施背景

安全是一种不受威胁的状态，也是法治中国建设应有的价值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

报告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的矛盾已经转变成为了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8］。安全是发展的前提［9］，高度重视国

家安全是顺应当前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为国家发展大计提供一个稳定安全的发展环境就

成为了迫切的需求。

自冷战结束后，被冷战挤压的其他安全方面就越发重要起来，尤其是 21 世纪以来，各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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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技术的发展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重要程度日渐提升。新时代再也不是只关注传统的国家安全，

而是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并重的国家安全。新形势的变化就需要新的国家安全理论的指导。

自 2012 年十八大召开以来，习总书记高度重视国家安全问题。在认真分析新时代国家安全面临

的新形式、新任务、新要求的基础上成立作为党中央关于国家安全工作的决策和议事协调机构

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加强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9］。

2.2.2  国家安全法治现代化建设基本情况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和工作机制，高度警惕和坚决防范敌对势力的分

裂、渗透、颠覆活动，确保国家安全［10］。在此基础上，党中央进一步加强政治、军事、经济、

文化、信息等各领域安全工作作出的具体部署。2014 年 4 月 15 日习总书记召开国家安全委员

会第一次会议时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明确提出构建国家安全体系，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

路［11］。与此同时新的《国家安全法》也由国家安全法立法工作领导小组着手起草。在总体

国家安全观指导下新《国家安全法》的起草和颁布既顺应了当前的国家安全面临新时代的需求，

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心和信心，也体现出了中国对于国家安全的探索

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十八届四中全会，将“良法善治”的提出论述“良法”与“善治”的唯物辩证关系，启示

要不断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重点领域立法，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快法治建设，

抓紧出台反恐怖等一批急需法律，推进公共安全法治化，构建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12］。

2015 年 1 月 23 日，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国家安全战略纲要》［13］。《国家安全战略纲要》

其本质还是关键时期的过渡性文件，但是其制定和颁布是有效满足了当前国家安全的迫切需要，

是在建立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化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为新的国家安全法

出台奠定了基础。

2015 年 6 月 1 日，根绝当前形势和任务的需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立法规划》进行调整，增设了有关于国家安全的立法项目，增设后的立法项目包括：国家安

全法、反间谍法、反恐怖主义法、网络安全法、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国防交通法、深海海

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粮食法、能源法、陆地国界法、海洋基本法、航空法、测绘法（修改）、

军事设施保护法（修改）、人民防空法（修改）以及国家经济安全，促进军民融合、航天等方

面的立法项目。与此同时国务院关于国家安全的行政法规的修订和立项分别列入年度立法计划。

其中行政法规就包括了：军事设施保护法实施办法（修订）、地图管理条例、无线电管理条例（修

订）、军港条例、外国航空起临时进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航空管理规定、军工核设施安全监督管

理条例、出境入境边防检查条例（修订）、反间谍法实施细则、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条例等。

不仅是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各地方、各有关方面制定和修改有关国家安全法律方面也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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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进展包括了：黑龙江省反间谍安全防范条例 16、四川省反间谍安全防范条例［14］、湖南

省国安厅《公民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线索奖励办法》［15］、浙江省印发《浙江省反间谍安

全防范办法》［16］等有关配套规定，立足于国情，体现时代特点，内容协调、系统完备、科

学规范、运行效率的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坚实的法律制度保障。

在国际安全工作中要不断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和全面依法治国为原则对于国家安全

的法治的建设和实施具有重要意义，更是符合当前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求。当前国家安全法治处于新时代背景下国家法治建设时期内，有关的国

家安全法治立法形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既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地方性政府规章

和部门规章，初步的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已经建立起来，并且在此过程中积极承担国际责任，

积极遵守联合国宪章，承担起一个大国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并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为实现命运

共同体而进行共同努力。

3  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道路建设历程特点转变

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道路的发展历经七十年的变化，经历了无数次的探索、调整、完善

和创新，70 年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的转变有着明显的跨越历程和特点。

3.1  从“小安全”到“大安全”

对于一个国家来讲，安全与发展之间息息相关，一个国家只要全面的发展不要全面的安全，

全面的发展将无法长期维续更无法谈及进一步的深入发展。因此安全与发展是一对具有辩证关

系的对象，二者相互联系、相互区别，最后统一于维护国家安全，促进国家发展。因此发展需

要全面，安全也需要全面。

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经历了从“小安全”到“大安全”的发展，在以传统国家安全为重点的

法制建设时期，主要还是以维护国土安全、军事安全、反奸防谍、维稳和处置突发状况等领域

为重点工作，在这一个大的时间段内伴随着冷战结束，非传统安全的地位有所上升但依旧无法

同传统安全领域内的问题相提并论。“小安全”是指一个国家在某一个时期内对于国家安全问

题的视野只局限于某一领域而无法与时代变化和国家利益拓展相联动的状态。而“大安全”是

指一个国家对于国家安全问题的视野能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国家安全的边界伴随着国家

利益的拓展而拓展的状态。在新时代背景下国家安全法制现代化建设时期，国家安全法律体系

构建的是以多领域安全于一体的国家安全法律体系，体现出了是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

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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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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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安全”到“大安全”体现出来的是布局方法性的提高，视野的不断拓宽，战略站位

的不断提高，在当前我们既要重视传统的政治、军事问题又要重视经济、社会、文化、网络、

生态领域的问题，同时还要具有前瞻性的预见到太空、深海、极地、人工智能等在未来极具国

际竞争力的领域的重要性。

3.2  从零散的国家安全指导思想到系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指导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的指导思想从“零散”到“系统”，从“思想”到“观念”。这是

在国家安全法治发展过程中与马克思主义不断的融合发展的结果，总体国家安全观体现出来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从唯物史观角度我们承认每一种指导思想的存在都有其本身时

代的特殊性和需求性，零散的国家安全指导思想存在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困境［18］，

但是系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标志我国国家安全法治到了不是多个安全领域的简单相加

而是处在联结之网上的各安全领域的相互联系，每一个安全领域分布为一个节点遍布于联结之

网上，环环相扣，息息相关。充分的认识到在不同的领域都有联系，在不同的领域在一定的条

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联系过程。

这个过程避免了“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情况，这也就使我们注意到在国家安全法治建

设的过程中不仅要重视单个领域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更要重视国际安全系统和整体的维护［19］。

3.3  从积极维护国家安全到积极塑造国家安全

安全是一个主动形成的过程，是由安全本身词义中动词形态，“保全”发展而来。当提及

过程一次是就是一个长时间的阶段，在这一时间段内所发生的事情由两个方面的因素构成，其

一是被动改变；其二是主动改革。安全的实现其实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过程的发展凝结了

被动与主动的争斗的过程。安全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以主动改革为主，以被动改变为辅的过程。

只是我们在安全形成的过程更加强调的是主动的改革，主动的形成。但同时不能忽视掉被动变

革所带来的补充作用。之所以强调安全过程的主动形成是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相对被动而

言，主动是由内向外的改革，是一个不断自我革新、主动应对的过程，积极调整内部发展适应

客观现状，其形成过程具有预先性，是具有预先处置危险的能力，而被动是一个是由外力推动

而动的相反过程，不具有主动的形成特点，其形成过程具有滞后性，是问题的在先发生才有了

解决的动力。另一方面，相对主动而言。被动形势于己不利，不能按照意图行事，无法抢占先机。

如果在大方向上采取被动安全过程必然会产生严重的影响。

当今中国正处于由大国迈向强国的关键一段，而此时的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的道路要逐步从

维护国家安全到积极塑造国家安全。建设国家安全法治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塑造是更高层次的、

更具有的前瞻性的维护。从维护到塑造，体现出了在国家安全发展过程要有在变局中把握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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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乱象中趋利避害，在斗争中争取主动的精神［9］。

3.4  从国家安全法制建设到国家安全法治建设

建立和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是实现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的重要基础，国家安全法制建设是

着眼于提升国家安全法治化水平的发展目标。1993 年《国家安全法》出台标志着国家安全法制

建设迈出了重要的一跃，真正的让国家安全领域走到“有法可依”，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以

及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国家安全工作的最新工作部署，制定了最新版的《国家安全法》，

最新版《国家安全法》的颁布标志着跳出了旧版《国家安全法》立法模式的局限，这体现了是

国家立法技术的进步，体现了国家安全法治的完善是体现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重要标志，标

志在国家安全领域要坚持用法治思维的方式，真正做到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20］，

真正地让法治贯穿始终。

3.5  从注重自身安全到注重共同安全的发展轨迹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五大要素中以人民安全为宗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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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其中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

其本质上就是为了实现共同安全，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者率先提出“共同安全”的概念［9］，

认为持久的安全只有在全体国家能够共享安全的时候才能够实现。2013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

记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倡导全面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理念，推进同周边国

家的安全合作，主动参与区域和次区域安全合作，深化有关合作机制，增进战略互信。”［22］

2014 年 4 月 5 日提出了：“应该积极倡导、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

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23］从自身

安全到共同安全的推进体现了中国对于安全问题认识的重新转变，意识到安全是一个双向的互

动过程，自己的安全也要保证其他国家的安全。从自身安全到共同安全的转变充分体现了中国

的大国风范，始终坚定不渝的走和平发展道路，注重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以邻为友、以邻为伴，

坚决不做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的事情，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共同推进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4  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道路建设历程经验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长达 70 年的国家安全法治建设过程不仅是几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智慧的

结晶，更是为我们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4.1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24］，党是领导一切的。无论是国家安全工作还是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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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建设的过程都具有极其鲜明、及其强烈的政治属性，更要突出党的绝对领导。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要坚定不移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

的邪路［8］。

中国共产党在法治中国建设中的领导地位决定了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

持党的领导就是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道路探索的重要经验，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加强

了党对国家安全的工作的领导。2018 年 4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国际安全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上论述了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意义，并系统的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维护国家安全工作方面取得的成绩，进一步说明了今后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

领导方向［25］，坚持党的领导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保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国梦提供牢靠的安全保障。

4.2  坚持战略思维、系统思维、底线思维、创新思维

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指导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国家安全工作的指导思想，这就决定了国家

安全法治建设和国家安全工作的过程中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就要贯穿战略思维、系统思维、

底线思维、创新思维的思想方法模式。

在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要坚持战略思维，要统揽全局，善于把握事物发展的总体趋

势和方向。要坚持用系统思维来妥善处理各种重大关系，要讲究“十个指头弹钢琴的艺术”，

通盘考虑基本国情、发展阶段、综合实力水平及大国博弈关系“四个维度”［26］。在国家安

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要坚持底线思维，客观的设立最低目标，立足最低点，争取最大期望值。

习总书记也多次强调过：“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在国家安全法治建设过程中要

坚持创新思维，善于审时度势，因地制宜建立完善和完备的国家安全法律体系。在国家安全法

治建设过程中，坚持战略思维、系统思维、底线思维、创新思维，不仅是有利于国家安全法治

建设需要，而且能够满足维护国家安全形势的需要。

4.3  坚持安全与发展共同推进

安全与发展的共同推进是新时代维护国家安全的内在要求，只有发展自己才会有真正的安

全，没有发展就没有安全，不发展就是最大的不安全。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中国能不能顶

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挣得到较快的增长速度，

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27］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只有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才能真正实现国家安全。既要善于运用发展成果

夯实国家安全实力基础，又要善于塑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安全环境，努力形成在发展中保安全、

在安全中促发展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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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法治

我国的发展处于世界互联的状态，充满了机遇和挑战。坚持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道路，就

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全面依法治国指导思想之下加强特色法治建设。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

国家利益至上的有机统一［25］。在坚持发展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道路的过程中人民安全居于中

心地位，国家安全根本到底是保障人民利益，政治安全是维护人民安全和国家利益的根本保障，国

家利益至上是实现中人民安全和政治安全的基本途径。除此之外，军事安全、社会安全、公共安全、

网络和信息安全、核安全以及各种新兴领域的立法的过程中要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5  结语

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是国家安全的基本制度保障。伴随着事关国家安全的一系列法律法规的

出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的形成为我国维护国家安全、坚持国家安全道路提供了

坚实的法治基础。中国目前面临着国内外因素比以往的时候更加复杂的时候，这是对中国、中

国共产党以及中国人民前所未有大团结的考验。为了给中国的经济、社会、民生的发展提供一

个更加稳定的发展机遇，国家安全的保障是必须重视的，国家安全法治化作为国家治理体系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表现之一，更加切合了当前中国实际的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最基本的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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