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员学习材料：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学习问答 

 76.如何理解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 

《决议》指出：“习近平同志强调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

事，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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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全党增强斗争精神、

提高斗争本领，落实防范化解各种风险的领导责任和工作责

任。” 

  第一，新时代维护国家安全面临的形势复杂严峻。新中

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国家安全问题，把维护国

家安全和社会安定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认真抓

紧抓好。进入新时代，我国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

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

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我国面临更为严峻的

国家安全形势。从外部环境看，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各类风险加速

积累，外部压力前所未有，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相互交织，“黑天鹅”、“灰犀牛”事件时有发生。小风险

演化为大风险、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险、局部风险演化为



区域性或系统性风险、经济风险演化为社会政治风险、国际

风险演化为国内风险的概率明显上升。从自身情况看，我国

正处在由大国向强国转化的关键时期，同形势任务要求相比，

我国维护国家安全能力不足，应对各种重大风险能力不强，

维护国家安全的统筹协调机制不健全。对此，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我们党要巩固执政地位，要团结带领人民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 

  第二，正确理解和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总体国

家安全观”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

方略，写进党的十九大报告，并写入了党章。其精髓要义，

主要有 3 点。一是坚持政治安全、人民安全、国家利益至上

有机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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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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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坚持政治安全、人民安全、国家利益至

上有机统一，才能实现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

居乐业。二是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发展和安全是

鸟之两翼、车之双轮。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

件。统筹抓好这两件大事，既要求善于运用发展成果夯实国

家安全的实力基础，又要求善于塑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

安全环境，做到坚持发展不停步、维护安全不懈怠。三是科



学把握国家安全的全面性和系统性。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的

是“大安全”，既包括政治、军事、国土等传统安全，也包

括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核、海外

利益等非传统安全；既包括当下安全领域，也包括太空、深

海、极地、生物等新型领域；既包括物的安全，也包括人的

安全。贯彻好总体国家安全观，既要求着力推进新时代国家

安全全面发展进步，又要求把维护重点领域国家安全作为主

阵地、主战场，着重抓好政治安全、国土安全、经济安全、

社会安全、网络安全、外部安全等工作。 

  第三，不断提高维护国家安全的本领。主要包括以下 3

点。一是坚持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既要解决好大国发展进

程中面临的安全共性问题，更要处理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

键阶段面临的特殊安全问题。要立足国际秩序大变局来把握

规律，立足防范风险的大前提来统筹，立足我国发展历史机

遇期的大背景来谋划，做到国家利益延伸到哪里、安全保障

就跟进到哪里，为国家发展创造良好外部安全环境。二是坚

持科学统筹的重要方法。始终把国家安全置于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战略全局中来把握，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

开放和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统筹自身安全和

共同安全，统筹维护国家安全和塑造国家安全，充分调动各

方面积极性，形成国家安全合力。三是坚持敢于斗争、善于



斗争。面对来自外部的各种围堵、打压、捣乱、颠覆活动，

必须发扬不信邪、不怕鬼的精神，同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

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企图迟滞甚至阻断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进程的一切势力斗争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