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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安全是发展的基础，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当前，我国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环境，国际环境向

着复杂、多变和脆弱的方向演变，国内环境处于各类风险易发高发期，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对国家安全带来新挑

战。在错综复杂的安全形势下，必须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一方面要以新安全格局保障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另一方面要以新安全格局保障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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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安全是发展的基础，稳
定是强盛的前提。要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健全
国家安全体系，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提高公共
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以新安全格局
保障新发展格局。”［1］当前，我国面临着十分复杂
的内部和外部环境，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
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既要
坚定不移地推动高质量发展，也要积极稳妥地塑
造高水平安全。要把安全发展贯穿到现代化建设
的全过程，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
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发展与安全的逻辑关系

发展与安全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二者
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发展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

活质量，提高他们构建自己未来的能力，而安全是
为了维护国家整体利益，保持社会安定有序，为群
众安居乐业提供坚强保障。

( 一) 安全是发展的基础
安全对于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能够引领发

展，成就发展和衡量发展。很多情况下，安全容易
被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没有得到充分重视，但
一旦安全出现问题，就会对国家利益和经济社会
稳定造成巨大冲击，也会对老百姓生活造成重大
影响。首先，安全是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安全
是人类的永恒追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也将
安全作为人类的基础需求，并指出人们需要稳定、
安全、受到保护、有秩序、能免除恐惧和焦虑等。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十四亿
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
国家人口的总和，这必然会带来世界政治、经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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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的重大变化，也意味着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将面
临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为了更好保住经济社
会发展成果，切实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
大局稳定，必须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将更好满足
人民的安全需求作为发展的根本要求。其次，安
全为发展保驾护航。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相
互依存度越来越高，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
交织，国际安全与国内安全相互影响。安全问题
开始变得越来越复杂，涵盖政治、军事、国土、经
济、金融、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粮食、生态、资
源、核、海外利益、太空、深海、极地、生物、人工智
能、数据等诸多领域。不同领域的安全问题彼此
联系、相互影响，具有传导效应和联动效应，任何
一个领域出现安全问题，都可能会对总体安全造
成严重损害。在当今世界竞争中，安全已经成为
一种核心竞争力，成为集聚全球优势资源的关键
优势，资本、人才等生产要素往往朝向更加安全的
国家或地区流动。为了更好地保障国家的发展权
利和利益，就必须要营造安全的国际国内环境，从
而为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最后，安全是衡量发展
水平的重要标准。一个国家是不是真正发达，不
仅仅取决于经济总量，还取决于保障自身安全的
能力。鸦片战争之前，清朝的经济总量并不低，
1820 年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 32. 9%［2］P340，经济总
量和人口均居世界第一，但是保障自身安全的能
力较低，不仅在后来的鸦片战争中一败涂地，而且
国内也是危机四伏，瘟疫、叛乱、吸食鸦片等问题
层出不穷。由于没有安全作为保障，发展成果也
就无法保持。1840 年发生鸦片战争之后，清朝不
得不割地、赔款、商定关税，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经济社会发展陷入倒退，1870 年我国经
济总量下滑到全球经济总量的 17. 2%［2］P340，在清
朝灭亡后的 1913 年，经济总量进一步下滑到全球
经济总量的 8. 9%［2］P340。由此可见，对发展水平
的衡量，不仅要看创造财富的能力，而且要看保护
财富的能力。
( 二) 发展是安全的保障
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

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
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
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3］安全是一种
状态，更是一种能力，而发展是提高保障安全的能
力的根本途径。首先，发展能够提升维护安全的

科技能力。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科技在全球政
治和经济中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促进国家安全
能力的提高，必须要依赖于科技赋能，运用最前沿
的科技来提高国家安全治理能力，而科技能力的
提升必须要依赖于发展来实现。例如，数据已成
为一个国家的核心资源，而数据安全已经成为国
家安全中的基础性安全。数据安全的特殊之处在
于没有物理空间边界，在数字社会中所涉及的诸
多领域无一不需要数据支撑与表达［4］，一个国家
如果无法保障自身数据安全，也很难保障其他方
面安全。为了更好地保障数据安全，必须要不断
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建设更加安全、更有韧性、更
保护隐私、更公平的数字生态系统，提高国家的数
字治理能力。其次，发展能够奠定保障安全的综
合国力。国家安全是决定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
需要不断地塑造和维护，必须持续投入大量经济
社会资源。一个国家必须要通过发展不断提升自
身的综合国力，才能有足够资源和能力投入到军
事、科技、文化等安全相关领域，才能取得更高的
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才能更好保障自身安全。
从全球来看，能够保障自身安全的国家，主要是一
些经济发达国家，相比之下一些经济欠发达国家
往往面临着贫困、落后、失业、政局动荡、依赖他国
等安全问题。国家安全与综合国力之间呈正相
关，发展是提高综合国力的根本途径，也是保障安
全的根本途径。最后，发展能够化解威胁安全的
各类风险。工业化在为人类创造了巨大财富的同
时，也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各种各类风险形
成并充斥整个世界，在工业社会以后，人类已经进
入一个以风险为本质特征的风险社会。［5］P7面对当
前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我们既要防范化解
小概率高风险的“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化解大
概率高风险的“灰犀牛”事件，而无论是哪种类型
的风险，其防范化解都必须依靠发展来实现。例
如，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带来了收入分配差距问题，
增加了经济社会脆弱性，造成发生“黑天鹅”事件
和“灰犀牛”事件的概率提高，然而收入分配差距
的缩小很难依赖调整存量来实现，而是要在动态
发展过程中，更好地调整增量来实现。

二、我国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

当前我国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环境，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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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矛盾叠加、风险挑战显著增多。统筹发展和安
全就是要科学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发展变化新特点
新趋势，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从而为中国
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保障。

( 一) 国际环境向着复杂、多变和脆弱
的方向演变

在全球经济形势日益严峻和国家之间利益格
局失衡的背景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加
速演变期，地缘政治冲突愈演愈烈，我国面临的国
际环境向着复杂、多变和脆弱的方向演变。首先，
国际环境的复杂性大大增加。国际环境的复杂性
主要体现在世界多极化更趋明朗导致国际格局深
刻调整演变、国与国相互依赖相互影响持续加深、
竞争博弈手段多样化等多个方面。从世界多极化
来看，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
国，然而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
崛起，世界向着“多极化时代”逐渐过渡，国际力量
对比正加速朝着趋于均衡的方向发展。世界多极
化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但这一过程将十分漫长，
并且会伴随多次反复甚至冲突对抗。从国与国依
存关系来看，全球分工体系进一步深化，从产业间
分工到产业内分工，再到产品内分工，各国之间变
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风险传导也变得更加迅
速，局部问题可能会迅速演变成全球性问题，对各
国安全治理造成挑战。从大国竞争来看，博弈领
域已经遍布政治、军事、科技、经济等诸多领域，博
弈主体变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主体协同参
与，博弈手段包括政治颠覆、军事参与、经济制裁、
文化渗透、科技控制等多种方式。其次，国际环境
的多变性大大增加。国际环境的多变性主要体现
在西方国家政治格局的不稳定和中美关系的恶
化。从西方国家政治格局来看，政治“右转”势头
加强，反传统、反建制、反精英思潮上升，民粹主
义、身份政治、宗教政治化进一步抬头，对这些国
家传统政治格局造成严重冲击，也带来世界政治
格局的不稳定性。从中美关系来看，美国调整对
华政策，将我国视为最主要竞争对手和最重大地
缘政治挑战，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领域对我
国进行打压遏制，严重危害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发
展，破坏国际经济和世界贸易秩序、规则。最后，
国际环境的脆弱性大大增加。国际环境的脆弱性
主要体现在军事冲突频发、经济风险增加、粮食危
机加剧。从军事冲突来看，乌克兰危机愈演愈烈，

引发大国之间大规模冲突或局部战争的可能性迅
速增加。同时，美国通过军事部署、海上巡航等手
段，插手台海和南海问题，试图干预地区争端，导
致了亚太地区安全局势的紧张。从经济风险来
看，受前期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影响，美国和欧洲国
家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为此从 2022 年 3 月份
开始，美国和欧洲国家进行了持续加息，这也使得
原本就十分脆弱的全球金融系统变得更加危
险。［6］从粮食危机来看，受新冠疫情、气候变化、地
缘冲突升级等因素影响，粮食生产和运输变得更
加困难，未来可能引发全球范围的粮食危机。

( 二) 国内环境处于各类风险易发高发期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创造了良好条件，但是随着我国社会
主要矛盾变化和国际力量对比的深刻调整，我国
发展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也急剧增加。一般来
讲，一个国家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往往
更容易出现收入差距扩大、产业转型升级困难、资
源环境条件恶化甚至社会动荡等问题。2022 年我
国人均 GDP为 12720 美元，尚未达到世界银行高
收入国家门槛标准 13205 美元。跨越中等收入陷
阱实质上是发展中国家从后发追赶向超越领先的
转变，往往是发展历程中最为艰难的爬坡阶段，当
前我国经济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很大程度上是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必须承担的“阵痛”，必须要
通过转型来进入新的发展阶段。［6］现阶段，我国经
济主要面临四个方面重大风险。首先，宏观经济
过快下滑风险。受居民消费大幅下滑、民间投资
和房地产投资萎缩、世界经济不景气等因素影响，
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着较大压力，2022 年我国经济
增速仅为 3%，处于多年以来的较低水平。随着我
国经济规模越来越大，经济增速放缓是必然的，但
如果经济增速过快下滑，就会带来很多问题，对国
家安全造成不利影响。其次，金融风险。防范化
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
我国必须要坚持的底线。当前，我国要防范外部
输入风险，在美欧国家持续加息的作用下，全球金
融体系已经十分脆弱，避免国外突发事件对我国
金融体系的冲击。同时，也要防范内源性风险，近
年来我国地方债规模持续扩大，对地方政府财政
造成巨大压力，要避免地方债风险积累到一定程
度，引发区域性、全局性、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再
次，产业链供应链风险。我国已经建立了世界上



· 28 ·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 2023 年

门类最为齐全的产业体系，但大量企业都是集中
在产业链低端环节，而产业链高端环节往往由国
外企业把控，很多关键零部件关键原材料关键设
备往往依赖于从国外进口。一旦国外企业停止提
供，我国就面临“卡脖子”问题。核心技术“卡脖
子”风险会严重影响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从而
影响到国家经济安全。最后，房地产风险。房地
产的风险既体现在房地产企业倒闭对金融系统造
成冲击，也体现在购房群体因无法偿还购房贷款，
而导致的断供、弃房等问题。［6］目前，我国很多房
地产企业由于销量大幅下滑导致资金难以回笼，
因此频繁“暴雷”; 同时，因为房价下跌、购房者收
入下滑、期房“烂尾”无法按时交房等原因，导致
“断供房”数量急剧增加。

( 三) 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对国家安全带
来新挑战

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带来了生产方式和生活方
式的根本性变革，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但
也带来了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
题。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事关党的长期执政，事
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
福祉。首先，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对人民安全带来
挑战。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大数据已经成
为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消费者通过提
供部分个人数据，从而获得企业更有针对性和个
性化的服务。然而，这一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个人
隐私泄露和数据滥用问题，从而对人民信息安全
造成损害。据 Ｒisk Based Security ( ＲBS) 《Data
Breach Ｒeport: 2021 Year End》数据显示，2021 年
全球公开披露的数据泄露事件 4145 起，共导致超
220 亿条数据泄露，造成数据泄露的原因主要包括
黑客入侵、内部人员泄露、工作失误等。除了个人
隐私数据以外，还有一些非常敏感的特殊数据，包
括生物信息、基因信息和健康数据等，一旦被滥
用，将会直接影响人民生命安全。其次，信息技术
快速发展对政治安全带来挑战。目前，全球意识
形态斗争形势错综复杂，美国等西方国家借口“网
络自由”而窃取其他国家数据，针对重点领域和重
点人群进行策反，进行意识形态输出，发动颜色革
命，对国家政治安全造成严重损害。随着 ChatGPT
被广泛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开始成为人们获取
信息的重要渠道，西方国家通过选择性的数据采
集和有偏性的算法，对敏感信息进行过滤和控制，

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最后，信息
技术快速发展对维护国家利益带来挑战。当前已
经进入数字化、智能化为主导的时代，数据已经成
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基础性资源、重要生产力和关
键生产要素。数据资源正成为塑造国家核心竞争
力的战略制高点，大数据资源的多寡则决定了一
国参与国际竞争能力的高低，也直接影响该国在
国际社会中的数据影响力乃至政治经济影响
力。［7］我国人口规模巨大，经济活动频繁，且市场
需求层次丰富、类型多元，是世界上数据资源最为
丰富的国家之一，因此数据资源也成为国外竞争
者争相窃取的对象。国外对我国数据的窃取，既
包括一些经济社会活动的重要数据，也包括很多
个人隐私数据和敏感数据。数据被窃取不仅会造
成国外竞争者对我国数字产业发展进行打压，损
害国家利益，也会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

三、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
展与安全

在错综复杂的安全形势下，必须要坚持系统
观念，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
整体性推进，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办好发展安
全两件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
中国国情，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成为我国统筹
发展与安全工作的基本遵循。

( 一)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体系
总体安全观是一种整体性国家安全理念，总

体安全要达到的目的是各类安全问题耦合而产生
的整体涌现效应，其强调各类国家安全要素之间
的相互联系与作用，而不是各类安全的简单相
加。［8］从国家安全要素来看，有“五位一体说”［9］、
“十一种要素说”［10］和“十二种要素说”［11］等不同
观点。其中，“五位一体说”认为国家安全要素主
要包括人民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科技
文化社会安全、国家安全等五个方面; “十一种要
素说”认为国家安全要素主要包括政治安全、国土
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
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
等十一个方面;“十二种要素说”认为除了“十一种
要素说”中提到的安全要素以外，还应当包括国民
安全，因为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谈到“既重视国土
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实际上，无论是“五位一



第 6 期 邱 霞 原 磊 统筹发展与安全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 · 29 ·

体说”，还是“十一种要素说”“十二种要素说”，都
是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的不同角度阐释。从
把握国家安全的原则来看，中央主要有过三种不
同表述的“五对重要关系”。一是习近平总书记
2014 年首次明确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时，指出贯
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
视内部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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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重视发展问
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
安全。［12］二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
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
议》提出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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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三
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统
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
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统筹
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14］综合来看，这三种表述
中，实质上是提出了七对重要关系，需要我们在理
解国家总体安全观中把握。

( 二)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创新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安全问

题长期探索的重要创新。新中国的成立开辟了中
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纪元，但
尚未安定的国际国内形势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
人民建设新中国提出了严峻挑战。毛泽东做出了
战争与革命是时代主题的判断，将保卫新中国安
全作为最为紧迫的任务。这一时期，国家安全主
要体现在军事安全、国土安全、政治安全。改革开
放以后，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政
治和经济一体化趋势日趋明显，知识与科技已成
为世界各国竞争的重点，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
展成为时代新主题的主张。此时，维护国家安全
不再单纯地思考军事安全、政治安全、领土和主权
安全，而是更多将经济安全、科技安全等纳入考虑
范围。在这一背景下，江泽民提出了“新安全观”
的概念，1999 年 3 月将其核心概括为“互信、互利、
平等、合作”［15］P312 － 318，2001 年 7 月又修订为“互
信、互利、平等、协作”［16］P264 － 299。“新安全观”涉及
的只是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问题，而不是完整的
国家安全问题，而且强调非传统安全问题时忽视
了传统安全问题，对传统与非传统两个方面在当
代国家安全问题中地位作用的认识具有片面

性。［11］2006 年以后，党中央基本不再使用“新安全
观”表述。

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重大理论创新价值。第
一，安全主体由单一到多元。过去谈国家安全时，
国家往往是单一主体，其他主体，包括个人、组织、
社会等往往被忽视，而总体国家安全观突破了传
统国家安全的基本框架，强调统筹国土安全与国
民安全，实质上是将多元化主体都纳入到国家安
全的范畴之内。第二，安全内容由狭窄到广泛。
过去谈国家安全时，安全内容往往是限定在政治
安全、领土和主权安全、军事安全等传统安全，后
来加上了经济安全、科技安全等部分非传统安全
内容，而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统筹传统安全和非
传统安全，提出了十二种国家安全要素，国家安全
内容进一步丰富。第三，安全范围由注重外部到
内外并重。过去谈国家安全时，往往是注重外部
安全，而不注重内部安全，事实上内部安全是影响
国家安全的直接因素，维护外部安全的根本目的
还是要实现内部安全。当前，我国内部安全面临
严峻挑战，社会矛盾凸显，恐怖主义、网络安全、信
息安全、社会稳定等问题，这些都是威胁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的重要因素。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统筹
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体现了对安全范围的拓展。
第四，安全观念由自身安全到共同安全。过去谈
国家安全时，往往推崇采用军事手段以威慑或防
御外敌胁迫或入侵，将自身的安全建立在他国的
不安全基础上，是一种零和博弈，结果导致世界安
全环境更加恶化，而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统筹开
放和安全、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实质上是要
在深化对外开放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世
界各国互惠互利、相互依存的动态平衡。第五，安
全手段由防御到塑造。过去谈国家安全时，往往
是强调对不安全因素的防范，是在已有国际规则
下更好维护国家利益，是一种被动防御的逻辑，而
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统筹发展与安全、统筹维护
国家安全和塑造国家安全，实质上是要在发展中
提升自身实力，更多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从而营
造更加有利的内部和外部环境，更好保障国家
安全。

( 三) 总体国家安全观与新发展理念的
逻辑联系

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能够贯彻新发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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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在经济增长上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
动力变革。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必须要在
保障国家安全的基础上推进高质量发展。践行总
体国家安全观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基础。第一，
要实现创新发展必须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国
经济经过多年发展以后，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必然要从粗放式发展向集约式发展转
变，必然要由要素扩张驱动转为全要素生产率提
升驱动，必然要使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然而，我国科技创新仍存在原始创新不足、重点产
业核心关键技术受制于人、创新体系不完善等短
板。这些都对我国的科技安全造成严重挑战。对
我国来讲，要想成为世界科技大国，发挥科技对高
质量发展的引领作用，就必须要践行总体国家安
全观，积极应对科技发展带来的新挑战新问题，将
科技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第二，
要实现协调发展必须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当前
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协调问题十分突出，既体现在
产业之间的不协调，也体现在区域发展的不协调。
从产业来看，我国产能过剩和产能不足并存，大量
企业集中在低端环节，而在高端环节面临着严重
的“卡脖子”问题，对我国的经济安全造成严重威
胁;从区域来看，我国区域发展差距依然较大，部
分地区面临着生态环境恶化、产业升级困难、地方
债等问题，威胁经济社会稳定。为此，必须要践行
总体国家安全观，增加产业发展协调性和区域发
展协调性，从而更好维护国家安全。第三，要实现
绿色发展必须践行国家总体安全观。生态环境问
题已经成为全球面临的共同威胁，我国做出了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的承诺，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注入了强劲动力。
为此，我们必须要践行国家总体安全观，保障生态
安全，坚持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推动
低碳发展，实现生态环境质量的持续好转，同时要
保障资源安全，维护能源供应链产业链稳定，保障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第四，要实现开放发展必须
践行国家总体安全观。深度融入国际分工体系，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经济实现高速发展
的重要原因。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开放
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只会越开越大。然而，在开
放过程中，我国面临着西方发达国家的围堵和遏
制，不仅加剧了世界的不稳定因素，也会对我国国
家利益造成严重损害。为此，我们必须要践行国

家总体安全观，在开放发展中既要合作共赢，也要
坚持斗争，为我国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加有利的
外部环境。第五，要实现共享发展必须践行国家
总体安全观。共享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
决定的，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价值取向。为了
实现共享发展，必须要在维持经济社会稳定的基
础上，改进居民收入分配和区域收入分配，从而让
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民群众。为此，必须要践行
国家总体安全观，处理好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更好
维护群众利益，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四、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
促进，既是我国应对国际形势变化，防范风险和不
确定性的战略性调整，也是我国解决国内深层次
问题，实现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17］构建
新发展格局必须要通过新安全格局来保障，只有
站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高度认识和理解构建新发
展格局，才能获得内外循环互为条件、彼此依托、
不可割裂的整体视角，并将重心放在构筑起强大
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和稳固的基本盘上。［18］以新
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必须要坚持总体国家
安全观，健全国家安全体系，着力增强维护国家安
全能力，增强我国在复杂发展环境中的生存力、竞
争力、发展力、持续力。

( 一) 以新安全格局保障国内大循环为
主体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我国应对国际形势变
化，主动调整发展战略的重大举措，其内涵在于更
好挖掘我国经济发展的内部潜力，更好地把握经
济发展的主动权。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有
利于化解外部冲击和各类风险带来的影响，有利
于在极端情况下保障我国经济基本正常运行和社
会大局总体稳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在经
济全球化背景下快速发展，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
地位越来越重要，然而随着经济体量逐渐增加，经
济运行风险也逐渐积累，安全问题也更加凸显。
为此，必须要以新安全格局保障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一是坚定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改革发展
稳定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个重要支
点。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发展是解
决一切经济社会问题的关键，稳定是改革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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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我们要推动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着力解
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释放经济
发展动力，同时也要注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牢牢
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改善人民生活
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安全稳定。二是牢牢守住不
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稳定性
和针对性，避免宏观经济运行的大起大落，高度重
视就业、物价、房地产等指标，避免对民生领域造
成冲击。积极主动化解地方债风险、房地产风险，
提供足够的流动性，满足合理融资需求，修复融资
预期，防止形成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畅通经
济循环中的各类堵点、断点，加快建设高效规范、
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商品
和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和高效配置。
及时清理废除各地区含有地方保护、市场分割、指
定交易等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优化
市场竞争秩序，从而更好激发我国超大市场规模
优势，全面释放强大国内市场潜力。三是着力解
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安全问题。更好保障安全
是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的重要途径。历
史一再表明，人民安全问题解决不好，势必会造成
社会不稳，甚至危及国家安全。在畅通国内大循
环过程中，要重点抓好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
防范重特大自然灾害、维护社会稳定等工作，避免
一些突发因素对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造成冲击。对
于一些群众反映强烈的安全问题，要协调各方面
资源，集中力量进行解决，及时发现和消除不稳定
因素。

( 二) 以新安全格局保障国内国际双循
环相互促进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是我国提高资源配
置效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其内涵
在于更好的实现内外经济循环的联动，在全球范
围集聚和利用资源，增强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和
经济发展动力。事实上，在全球经济开放发展的
今天，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很难割裂开来，而是相
互融合、相互促进。［17］从生产要素市场来看，人才、
资本、技术、土地等生产要素必须要形成特定组合
才能更好发挥作用，而对我国来讲必然存在相对
过剩的生产要素和相对不足的生产要素，生产要
素在国际市场上流动，有利于提升国内循环效率

水平。从商品市场来看，消费活动本身是一个系
统，必然涉及到很多具有互补性的产品和服务，消
费者对国内产品的需求也会带来对进口产品的需
求，因此为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就必须要同时增加本国商品和进口商品的消
费。然而，生产要素和商品在全球范围流动的同
时，必然会带来一些安全问题，需要积极主动地进
行防范和化解。为此，必须要以新安全格局保障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一是维护好政权安
全、制度安全，坚决打赢意识形态斗争。我们治国
理政的本根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
度，这也是我们从革命胜利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根本依靠。然而，中西方意识形态存在根本
性差异，在制度上也大相径庭。为此，在推动国内
国际双循环时，必须要高度重视政治安全，尤其是
防止国外对我国政治渗透、文化渗透，防范对我国
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颠覆、破坏。二是保障粮
食、能源、重要资源的供给安全，确保产业链供应
链稳定安全。保障粮食、能源、重要资源供给是关
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更是实现经济发展、社会稳
定、国家安全的基础，同时还要提高产业链供应链
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从而实现国民经济的平稳运
行。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在部分能源和重
要资源上还严重依赖进口，在产业链供应链上也
存在“卡脖子”问题，这些都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健
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此，在深化对外经济合作
中，必须要坚持国家总体安全观，高度重视粮食安
全、能源安全、资源安全和产业安全，以高水平安
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三是强化科技自立自强，维
护生物、网络、人工智能、数据等新兴领域国家安
全。科技水平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实力，也是国家
安全的根本保障。我国要想保障自身安全，必须
要通过持续的科技创新，不断提升自身的技术实
力，从而实现科技的自立自强。尤其是在生物、信
息等新兴领域，大国之间的竞争已经主要演变为
国家行为体综合运用各类政策手段争夺技术权力
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技术能力更加充分地体现
为国家安全能力。为此，必须要将科技自立自强
作为提高安全能力的根本途径，不断提升科技安
全、生物安全、信息安全等，强化科技支撑维护国
家安全的能力。



· 32 ·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 2023 年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3 － 03 － 14．
［2］〔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M］．伍晓鹰，许宪春，叶燕斐，施发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
［4］肖冬梅，文禹衡．在全球数据洪流中捍卫国家数据主权安全［J］．红旗文稿，2017( 9) ．
［5］〔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6］原磊．认识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四重逻辑［J］．价格理论与实践，2023( 7) ．
［7］保建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超级博弈论———新时代国际关系演变趋势分析［J］．国家治理，2019( 11) ．
［8］王宏伟．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公共危机管理模式的变革［J］．行政论坛，2018( 4) ．
［9］李黎．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要义分析［J］．党政干部论坛，2014( 7) ．
［10］鞠丽华．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探析［J］．山东社会科学，2018( 9) ．
［11］刘跃进．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J］．国际安全研究，2014( 6) ．
［12］新华社．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N］．人民日报，2014 － 04 － 16．

［13］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人民日报，2021 － 11 － 17．
［14］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15］江泽民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6］江泽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7］原磊．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J］．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20( 6) ．
［18］高培勇．构建新发展格局: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前行［J］．经济研究，2021( 3) ．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nd Path of Practice of
Coordinating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QIU Xia1 YUAN Lei2

( 1．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09;
2． Institute of Economic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836，China)

Abstract: Security providesa foundation for development，and development ensures security． Currently，the devel-
opment of our country faces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becomes complex，volatile，
and fragile． Domestically，various risks are on the rise during this period．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lso brings new challenges to national security． Under this intricate security situation，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the holistic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 and implement the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so as to
safeguard a new pattern of development with a new pattern of security． On one hand，we need to prioritize domes-
tic circulation by establishing a new pattern of security; on the other hand，we must ensure that domestic and in-
ternational circulations mutually reinforce each other within this new framework of security．
Key words: a holistic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 new pattern of security; new
pattern of development

( 责任编辑:朱文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