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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国家安全法概述



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保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

利进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制定的法律。

定义

随着国际形势的复杂化和国内安全挑战的增多，制定一部综合性的国家安全

法显得尤为重要。该法是在总结以往国家安全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新的

形势和任务而制定的。

背景

国家安全法的定义与背景



立法目的
国家安全法的立法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防范和抵御各种风险和挑战，保

障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护人民福祉和根本利益。

意义
国家安全法的实施对于加强国家安全工作，提高国家安全能力，维护社会稳定

和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它也有助于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信任度和

认可度。

立法目的与意义



适用范围及对象

适用对象

包括国家机关、军队、警察

、安全机关等负有国家安全

职责的机构及其工作人员，

以及所有涉及国家安全的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适用范围

国家安全法适用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领域内的国家安全工

作和活动，以及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为。



02 国家安全法的基本原则



总体国家安全观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五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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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意义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指导我国国家安全工作的总方针，是新时代我国国家

安全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概念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个内容丰富、开放包容、不断发展的思想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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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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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安全的内涵
人民安全是指人民生命、健康、财产和尊严等不受威胁、不受侵害的状态。

以人民安全为宗旨

人民安全的地位
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宗旨，是国家安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人民安全的保障措施
国家安全法规定了一系列保障人民安全的措施，包括保护人民的生命权、健康权、财产权等，打击危害人民

安全的犯罪行为，加强人民安全防范和应对能力等。



政治安全为根本

政治安全的定义
政治安全是指国家主权、政权、政治制度、政治秩序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不受威胁、不受侵害

的状态。

政治安全的地位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是维护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基石。

政治安全的保障措施
国家安全法规定了一系列保障政治安全的措施，包括加强国家安全机关建设，维护国家主权和

领土完整，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引导和管理等。



经济安全为基础

经济安全的定义

经济安全是指国家经济发展、经济

利益、经济秩序等方面不受威胁、

不受侵害的状态。

经济安全的地位

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国

家经济发展的前提和保障。

经济安全的保障措施

国家安全法规定了一系列保障经济

安全的措施，包括加强国家安全对

经济发展的保障，维护国家经济利

益，加强经济安全防范和应对能力

等。同时，还规定了加强国家经济

安全管理、防范和化解经济风险等

方面的职责和措施。



03 国家安全法的主要内容



防范政治风险
建立健全政治风险防范和化解机制，及时发现和处置各种政治风险，确保国家

政治安全。

维护政权稳定
国家安全法明确规定了维护国家政权稳定、防止政权颠覆的任务，确保人民民

主专政的政权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受威胁。

保障政治制度
加强对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和各项政治制度的保护，确保国家政

治体制的稳定和正常运行。

政治安全领域规定



国家安全法强调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不容忍任何

形式的分裂和割让行为。

领土完整

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提高军事防御能力，确保

国家主权和领土不受侵犯。

军事安全

加强边境管理和安全防范，打击非法出入境和边

境犯罪活动，维护边境地区的安全稳定。

边境安全

国土安全与军事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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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法要求维护国家经

济安全，保障国家经济独立

和持续发展，防范和化解经

济风险。

经济安全

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

加强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

确保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健康

发展，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金融安全

建立健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

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

全。

社会稳定



文化遗产保护

鼓励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提高

国家科技创新能力，保障国家科技安

全和发展利益。

科技创新保护

文化产业发展
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交流，推动

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增强国家文化软

实力。

加强对国家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

族凝聚力和认同感。

文化传承与科技创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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