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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海东

全球安全观：形成过程、丰富内涵
与践行价值 *

内容提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属于全球安全倡议的“六个

坚持”之一。从其形成过程来看，全球安全观是对中国既有的新安全观的继承和

发展，其表述更趋精确、架构日益完整、理念逐渐清晰，彰显了全球安全观与时

俱进、守正创新的内在品质。从其丰富内涵来看，全球安全观可以从安全的主体、

安全的领域、实现安全的方式和安全的目标四个维度进行解读，其在观念位阶、

内容要义和思维方法三个方面与总体国家安全观存在相互关系。从其践行价值来

看，全球安全观可以为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提供有力依托、为超越西方传统安全

观提供新的选择以及为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提供规范引领。未来，全球安全观仍将

随着时代变迁向前发展，内涵意蕴将变得更加丰富，践行价值也将更为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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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毕海东，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

事中国周边安全、全球安全治理研究。
 

2022 年 4 月 21 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 2022 年年会开幕式上发

表主旨演讲，正式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并具体阐述了全球安全倡议的内容。a

全球安全倡议以“六个坚持”为主要内容，其中的第一个坚持，即坚持共同、

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是对中国全球安全观的最新宣示。本文将对全

球安全观的形成过程、丰富内涵与践行价值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期待以此加

a　     习近平：《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人民日报》，2022年4月22日。

   *          本文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启”计划资助，项目编号2024QQJH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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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各界的理解和认知。

一、全球安全观的形成过程

从时间维度看，全球安全观的形成始于冷战结束。回溯冷战时期，美苏两

国为了争夺世界霸权而展开了多领域对抗，导致世界局势长期动荡不安。在此

背景下，中国面临着保卫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

整的严峻挑战，尚不具备形成独具特色安全观的国内外环境。冷战的结束标志

着美苏两极对峙的世界格局不复存在，各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尤其是安全环境大

为改观，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进程也取得了飞速发展，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

和相互依存大为增强。这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

看待和分析全球安全形势的观念，也使中国的全球安全观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

当然，全球安全观初始是通过新安全观的表述对外呈现，随后经历了初步形成

和正式提出两个阶段。

（一）新安全观的提出与发展
1996 年 7 月 20—23 日，时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在参加第三届东盟

地区论坛外长会议时提出，东盟地区论坛成员国应该根据亚太地区形势的特点，

培育新型地区安全观，并提议东盟地区论坛适时开始探讨综合安全方面的合作。

这是中国首次在国际场合正式提出培育新型地区安全观。同时，中国在参加东

盟地区论坛框架下建立信任措施活动期间已展现出对安全的理解超越军事层面，

开始向综合安全层面过渡。1997 年 4 月 23 日，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对俄罗

斯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与俄总统叶利钦发表联合声明，指出中俄共同倡导具有

普遍意义的新安全观，希望摒弃冷战思维，反对集团政治，以和平方式解决国

与国之间的分歧和争端；主张通过对话协商，增进国家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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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双边和多边协调合作，谋求国际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a这是中国第一

次具体阐述新安全观的内涵，明确向外界宣示中国在实现安全方面摒弃和反

对的手段以及坚持和主张的方式，从中可以看出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的轮廓。

1998 年 7 月 27 日，时任外交部长唐家璇在第五届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

上进一步阐述了中国的新型安全观，提出东盟地区论坛应该从综合安全的角度，

对如何维护经济安全特别是金融安全进行深入探讨。b中国此时提出探讨经济

安全和金融安全正是对 1997 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应对的反思，这也意味

着中国新安全观中综合安全特色更加鲜明。1999 年 3 月 26 日，江泽民在日内

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发表演讲，指出要树立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安全观，其核心应

该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

是维护和平的政治基础。互利合作和共同繁荣，是维护和平的经济保障。在平

等基础上进行对话和协商，是维护和平的正确途径。裁军的目的是加强安全，

安全必须是所有国家的普遍安全。c在这次演讲中，江泽民第一次将新安全观

的核心归纳为互信、互利、平等、合作并进行了阐释，标志着新安全观概念体

系逐步得到完善。这次演讲除了继续强调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还点明互利合

作和共同繁荣是维护和平的经济保障，实质上已体现了可持续安全的主张。至

此可以看出，中国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理念均已在不同场合、

以不同表述向外界推出。

当然，新安全观的“八字核心”在此前的“上海精神”中已有体现。2001

年 6 月 15 日，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大会在上海举行，江泽民在会上发表讲话指

出，“上海五国”进程首倡了以合作安全为内涵的新型安全观，它所培育出来

的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本内容

的“上海精神”，不仅是“上海五国”处理相互关系的经验总结，而且对推动

a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
1997年4月24日。

b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室编：《中国外交（199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624页。
c　     江泽民：《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

3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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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a如果将“上海精神”划分为

两部分，前部分的“互信、互利、平等、协商”与新安全观的核心即“互信、

互利、平等、合作”，仅有文字表述上的区别而无实质差异。结合二者提出的

时间点可以认为，“上海精神”与新安全观的“八字核心”一脉相承，都属于

中国新安全观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全球安全观的初步形成
2002 年 7 月 31 日，中国代表团在参加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时，提交了

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内容包括引言、背景、政策和实践四个部分，

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在新形势下的安全观和政策主张。在引言和背景部分，

立场文件指出，新安全观的实质是超越单边安全，通过互利合作寻求共同安全。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安全的内涵已演变为一个综合性概念，其内容已从政治、

军事延伸到经济、科技、环境、文化等诸多领域。寻求安全的方式日益多样化，

加强对话合作日益成为寻求安全的重要方式。在政策部分，立场文件再次确认

新安全观的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b并提出促进经济利益的融合，

也是实现安全的有效手段之一。c中国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在这份立场文件中已初步形成，只是尚未完成系统提炼和总结。总的来说，相

对于前期中国领导人的公开演讲，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在体例和内容

上更为完整，并已初步形成了全球安全观的整体架构。

2007 年 8 月 2 日，时任外交部长杨洁篪在参加第十四届东盟地区论坛时

指出，新安全观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是综合安全观、发展安全

观、合作安全观、共同安全观，是建立在亚太地区多样性和共同利益基础上的

a　     江泽民：《深化团结协作，共创美好世纪》，《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
257—258页。

b　     立场文件将新安全观核心的最后一个词语表述为“协作”，对照江泽民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归
纳的新安全观核心和“上海精神”可知，“协作”是对后两者表述中的“合作”和“协商”的统称，
这表明中国对新安全观核心的表述更加精确。

c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室编：《中国外交（2003）》，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449—
4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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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观念和安全模式。a中国在此时明确提出了综合安全观、发展安全观、合

作安全观和共同安全观，它们与全球安全观的内容是一致的（其中发展安全观

是可持续安全观的另一种表述），只是排序有所不同。2013 年 7 月 2 日，外交

部长王毅出席第二十届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时表示，20 年来，中国作为东盟

地区论坛创始成员国，积极参与论坛建设，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

安全观，努力践行全面安全、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的理念。b其中提到的全面

安全实际上是综合安全的另一种表述。由此可以看出，全球安全观的整体架构

已经初步形成，安全理念也逐渐清晰，只是在排序和表述上仍待进一步打磨和

统一。

这一时期，除了通过东盟地区论坛阐述安全观，中国还定期发布白皮书向

国际社会宣示安全立场。《2006 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指出，中国统筹发展

与安全、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维护国家主权、统一

和领土完整，促进与其他国家的共同安全。c《2008 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指

出，中国坚持实现发展与安全的统一，统筹兼顾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

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和热

点问题，推进同各国的安全对话与合作。d《2010 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指出，

中国坚持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共同安全的理念，奉行互信、互利、平等、协

作的新安全观，全面维护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社会、信息等各领域安

全。e 2011 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指出，中国倡导互信、互利、平等、

协作的新安全观，寻求实现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f从上述白皮书

表述可以看出，中国至此虽然并未明确提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

概念，但已经向国际社会郑重宣示致力于践行上述安全理念的立场。而后期白

a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室编：《中国外交（2008）》，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第241页。
b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室编：《中国外交（2014）》，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年，第267—

268页。
c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6 年中国的国防》，《人民日报》，2006年12月30日。
d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8 年中国的国防》，《人民日报》，2009年1月21日。
e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0 年中国的国防》，《人民日报》，2011年4月1日。
f　     《中国的和平发展》，《人民日报》，2011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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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书已将新安全观与全球安全观的内容并行提出，则为新安全观向全球安全观

的发展做好了话语转换铺垫。

（三）全球安全观的正式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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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造性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全球安全观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指导和遵循。

同年 5 月 21 日，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在上海举行，习近

平主席在主旨讲话中指出，我们应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

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a

在这次峰会上，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被冠以“亚洲安全观”完

整提出，成为亚洲国家开展安全合作时遵循的安全理念。2017 年 9 月 26 日，

国际刑警组织第八十六届全体大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主席在大会开幕式上作

主旨演讲时指出，各国应该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树

立合作应对安全挑战的意识，以合作谋安全、谋稳定，以安全促和平、促发展。b

至此，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正式提出。从亚洲安全观到全

球安全观的提升表明，中国在逐步淡化安全观的地缘色彩，即“安全观”前不

再限定地区。这就为增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观的适用性，以及将

安全观置于更宏观语境奠定了基础。

2020 年 12 月 1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

习时，就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十点要求，其中的第八点要求为——坚持推

进国际共同安全，高举合作、创新、法治、共赢的旗帜，推动树立共同、综合、

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加强国际安全合作，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共

a　     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
版社，2018年，第354—356页。

b　     习近平：《坚持合作创新法治共赢 携手开展全球安全治理——在国际刑警组织第八十六届全体大会
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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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a 2021 年 11 月 1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

开会议，审议《国家安全战略（2021—2025 年）》。会议指出，新形势下维护

国家安全，必须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为此，要统

筹做好重点领域、重点地区、重点方向国家安全工作。其中，在对外领域和国

际方向，要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加强安全领域合作，

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b在这两次会议上，树立共同、

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被确立为对外领域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工

作要求。

2022 年 4 月 15 日，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八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组织编写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学习纲要》（以下简

称《纲要》）出版发行。《纲要》紧扣“总体”这个关键，以“十个坚持”为基

础谋篇布局，系统阐释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方法、基

本要求，c并且单列专章专目论述坚持推进国际共同安全，树立共同、综合、

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从中可以看出全球安全观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思想

体系中的重要地位。2022 年 4 月 21 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 2022 年

年会开幕式上正式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并将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

安全观作为全球安全倡议的第一个坚持。d全球安全倡议是与全球发展倡议和

全球文明倡议并列的三大全球倡议之一，也是中国为推动全球安全治理而提出

的中国方案；将全球安全观作为全球安全倡议的第一个坚持，进一步提升了全

球安全观在中国国家安全和大国外交话语体系中的地位，也使全球安全观成为

a　     习近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大安全格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
2022年，第390—391页。

b　     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中心：《总体国家安全观透视：历史长河、全球视野、哲学思维》，时事出版社，
2023年，第23—24页。

c　     陈文清：《牢固树立和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 谱写新时代国家安全新篇章》，《求是》，2022年第8期，
第36—42页。

d　     全球安全倡议提出六个坚持：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
土完整，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
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习近平：《携手
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
2022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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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安全倡议的核心理念指引。

二、全球安全观的丰富内涵

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虽然表述简洁，但却蕴含着丰富

的内涵。以下将从安全主体、安全领域、实现安全的方式和安全目标四个维度，

阐释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观的各自内涵 a及其内在联系，并在此基

础上分析全球安全观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相互关系。

（一）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观的各自内涵
在全球安全观中，共同安全主要关涉安全的主体，是指尊重和保障每一个

国家的安全。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

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联系的依存性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

因而，世界各国日益成为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b在安全领

域，各国既面临着相互交织的共同安全利益，也面临着不分国界的共同安全威

胁。在此背景下，安全应该是普遍的，各国应当寻求实现安全的最大公约数；

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

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同时，安全应该是平等的，

各国都有平等参与国际和地区安全事务的权利，也都有维护国际和地区安全

的责任。任何国家都不应该谋求垄断国际和地区安全事务，侵害其他国家正

当权益。当然，安全也应该是包容的，要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

展道路，尊重并照顾各方合理安全关切，开展安全合作要以不减损其他国家的

a　     2014年5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的主旨讲话中，结合亚
洲地区实际，对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内涵进行了论述。参见习近平：《积极树
立亚洲安全观，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354—356页。

b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
社，2021年，第49—51页；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问
答》，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73—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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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感为基本前提。

综合安全主要关涉安全的领域是指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

冷战结束以后，全球安全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战争和冲突为主要表现的

传统安全问题大幅减少，而恐怖主义、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

显著增加，甚至在一定时期内成为一些国家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与此同时，

传统安全问题又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相互渗透，使得安全问题的内涵

和外延不断拓展，联动性和跨国性更加突出。a安全问题的多样化和安全局势

的复杂化，势必要求国家提升维护安全方式的全面性和维护安全能力的系统性。

因此，各国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树立大安全观，通盘考虑

各类安全问题的历史经纬和现实状况，着力防范各类安全威胁的累积叠加和蔓

延外溢，多管齐下、综合施策，既重视解决当前突出的传统安全问题，又统筹

应对各类潜在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综合推进全球安全治理。

合作安全主要关涉实现安全的方式，是指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各国和全球安

全。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现实已经反复证明，通过武力胁迫、霸凌施压来解决安

全问题是根本行不通的；即使能够取胜一时，长远来看则必败无疑，唯有合作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安全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冷战结束以后不断涌现的非传统

安全威胁尤其使得军事行动和单边行动失去效力，只能通过国家间合作加以应

对。因而，合作安全既不认同军事手段是解决安全问题的优先方式，也不认可

霸权国垄断国际和地区安全事务的霸道行径，而是欢迎各国在友好式协商和包

容性参与的基础上寻求安全收益最大化。为此，各国要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争

端，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为一己之私挑起事端、激化矛盾，

反对唯我独尊、以邻为壑、损人利己；应该培养对话习惯，通过坦诚深入的对

话沟通，减少相互猜疑，增进战略互信，做到和睦相处；要着眼各国共同安全

利益，从低敏感领域入手，积极培育合作应对安全挑战的意识，以合作谋和平、

以合作促安全。

a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编：《总体国家安全观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人民
出版社，2022年，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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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安全既关涉实现安全的方式，也关涉安全的目标，是指发展和安全

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a通过将发展

和安全联结起来，可持续安全意在强调经济发展对实现安全的基础支撑作用，

因而，可持续安全观也被称为发展安全观。对于全球大多数国家特别是一些发

展中国家而言，发展就是最大的安全，也是解决安全问题的关键所在。由此，

在国家层面，各国要聚焦发展主题，重视发展经济，不断夯实国家安全的发展

根基；在国际和地区层面，各国要推进共同发展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深各国

利益的相互依存，继而为国际和地区安全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通过在国家与

国际和地区层面统筹发展和安全，国际社会可以形成经济合作和安全合作齐头

并进、良性互动的大好局面，推动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最终，在发

展基础上实现的安全不是暂时的安全和脆弱的安全，而是持续的安全和持久的

安全，而后者正是人类社会不懈奋斗、孜孜以求所要实现的安全目标。

（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观的内在联系
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都有各自内涵，但彼此之间并不存在

明显界限，反而是相互补充和相互连通的，都立足于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中国的

全球安全立场选择以及如何实现全球安全之善治。

共同安全着眼于安全的主体，强调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的安全，那么，

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的安全原则上意味着国家之间在进行安全互动时，安全

合作将取代武力胁迫，对话沟通将取代霸凌施压。也就是说，实现共同安全必

然要求实践合作安全，共同安全的自然延伸即为合作安全。综合安全为实现共

同安全和实践合作安全提供了依托领域，这些领域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

领域。传统安全领域主要涉及国家之间围绕领土和主权等问题展开的较量，而

较量的方式昔日通常是战争或冲突，但在 21 世纪的今天，通过战争或冲突解

决领土和主权等问题显然已经不合时宜。即便如时至今日仍在交火中的乌克兰

a　     习近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
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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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和巴以冲突，最终还是要通过对话和谈判等合作安全方式获得妥善解决。

非传统安全领域主要涉及诸多跨国性的安全威胁，这些安全威胁已经远远超出

单个国家的应对范围和应对能力，需要国际社会甚至非国家行为体共同参与安

全合作来应对。在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陷入僵局乃至相关国家间存在摩擦或冲

突的情况下，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就成为维系国家间安全合作的重要纽带，

这在后冷战时期的东亚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合作安全着眼于实现安全的方式，

强调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各国和全球安全。其前提必然是实现共同安全，也就是

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的安全。只有安全主体普遍具有安全感，合作安全才具

有前进的动力。并且，合作安全植根于体现综合安全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

领域开展对话合作，才具有坚实的依托基础。可持续安全是指发展和安全并重

以实现持久安全，意在强调经济发展对实现安全的基础支撑作用。可持续安全

强调经济发展自然会导向经济安全，而经济安全又属于综合安全之非传统安全

的范畴。因此，践行可持续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落实综合安全。同时，可

持续安全以实现持续安全和持久安全为目标，这又为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和合

作安全提供了目标导向。

进一步来说，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分别关涉安全

的主体、安全的领域、实现安全的方式和安全的目标，这四个维度事实上都属

于全球安全架构的关键支撑要素。从安全主体到安全领域，再到实现安全的方

式和安全目标，这种叙述逻辑层次分明、前后连贯、逐渐递进，较为符合人们

认识和思考安全问题的方式。而将上述安全要素结合起来，就可以形成一个同

时包含安全的主体和客体、行动和愿景的统一整体，也可以形成一个分析和理

解安全问题的完整框架。换言之，各类安全问题均可纳入安全主体、安全领域

（或客体）、实现安全方式（或行动）、安全目标（或愿景）的框架中进行分析。

而国家在四个维度上的立场选择就可以作为观察其安全观的重要依据；反之，

国家的安全观也可以体现为其在这四个维度上的立场选择。据此可以认为，共

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从整体上体现了中国对于全球安全架构关键

支撑要素的立场选择，也从规范上展现了中国对于如何在四个维度上实现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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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之善治的思索回应。

（三）全球安全观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相互关系
全球安全观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相互关系可以从观念位阶、内容要义和思

维方法三个方面来分析。在观念位阶上，虽然全球安全观与总体国家安全观都

属于中国的安全观，但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观念位阶要高于全球安全观。这

主要体现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被确立为国家安全工作指导

思想的重大战略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a相对于总体国家安全观来说，

全球安全观尚没有达到思想的高度，而仅仅是对外领域和国际层面的安全观。

因此，总体国家安全观处于抓总管总的地位，可以对全球安全观进行指导，也

可以对全球安全观提出工作要求。b全球安全观则需要遵循总体国家安全观的

指引，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的工作要求，在对外领域和国际层面为建设一

个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的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理念。

在内容要义上，全球安全观是内外兼修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组成部分，并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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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五大

要素”，即以人民安全为宗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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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同时还提出贯彻

a　     陈文清：《牢固树立和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 谱写新时代国家安全新篇章》，《求是》，2022年第8期，
第36页；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编：《总体国家安全观学习纲要》，第1页。

b　     正是基于这一点，中央政治局2020年12月11日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将推动树立共同、综合、合作、
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作为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十个要求之一；2021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
局召开会议审议《国家安全战略（2021—2025年）》，将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
观作为统筹做好重点领域、重点地区、重点方向的九方面国家安全工作之一。参见习近平：《贯彻
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大安全格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第390—391页；总体国家
安全观研究中心：《总体国家安全观透视：历史长河、全球视野、哲学思维》，第23—24页。

c　     需要说明的是，此次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没有提出以科技安全为保障，直到2019年10
月31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的“完善国家安全体系”部分才提出以科技
安全为保障。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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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统筹的“五对关系”，也就是既重视外部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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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从“五大要素”之“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以及“五对关系”之

“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可

以看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注重内外兼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力求实现对

内安全与对外安全的相辅相成、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相得益彰。

进而，总体国家安全观“五对关系”中后三对关系在内容要义上可以与全

球安全观的综合安全、可持续安全、共同安全相对应，即它们的核心内容要义

是一致的。此外，总体国家安全观“五对关系”的第一对关系“既重视外部安

全，又重视内部安全”，习近平总书记解读为“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

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可见重视外

部安全的解读与全球安全观之合作安全的内涵是一致的。因此，共同、综合、

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都可以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五对关系”中找到内

容要义相一致的论述和解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五对关系”在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2021 年 11 月 11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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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被发展为“五个统筹”，即统筹发展和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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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五个统筹”的前四个统筹仍然可以与全球安全观的可

持续安全、合作安全、综合安全、共同安全进行对应，两者在内容要义上同样

是一致的。

2020 年 12 月 1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

a　     习近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
200—201页。

b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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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时，就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十点要求，也就是“十个坚持”。a其中的

“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统筹推进各领域安全，坚持推进国际共同安全”

同样可以与全球安全观的可持续安全、综合安全、共同安全进行对应，两者在

内容要义上也是一致的。因此，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均可

以从体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五对关系”“五个统筹”“十个坚持”中找到内容

要义相一致的论述和解读，主要区别在于全球安全观是从国家安全的对外和国

际层面来叙述的，而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从国家安全总体和全局高度来论述的。

所以，全球安全观构成了内外兼修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对外部分和国际呈现，

并在宏观上体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全球视野。b

在思维方法上，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关键是“总体”，首先强调大安全理念，

涵盖诸多安全领域，而且这些安全领域将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动态调整。c对此，

全球安全观的综合安全同样强调大安全理念，同样涵盖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

的诸多领域，这些领域也会随着全球政治的不断发展而动态调整。此外，如前

所述，全球安全观本身是一个包含安全主体、安全领域、实现安全方式和安全

目标的统一整体，这个统一整体同样体现大安全理念，同样涵盖安全的主体、

领域、实现方式和目标等不同的领域，它们也会随着中国对全球安全架构认识

的不断深化而逐渐增补。其次，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做好国家安全工作的系统

思维和科学统筹。其中，系统思维主要体现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五大要素”

和“十个坚持”的相关论述中，科学统筹主要体现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五对

关系”和“五个统筹”的具体表述中。当然，系统思维和科学统筹及其主要体

现也并非泾渭分明，二者之间也互有交叉。对此，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

a　     “十个坚持”即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坚持以人民安全
为宗旨，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把政治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坚持统筹推进各领域安全，坚持把
防范化解国家安全风险摆在突出位置，坚持推进国际共同安全，坚持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
化，坚持加强国家安全干部队伍建设。习近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大安全格局》，《习近
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第390—391页。

b　     也有学者认为，“全球安全观”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对外呈现和“世界篇”或全球呈现。参见陈向
阳：《讲好以全球安全观推进国际共同安全的新时代中国故事》，《对外传播》，2022年第5期，第13
页；董春岭：《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看“全球安全倡议”》，《世界知识》，2023年第4期，第20页。

c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编：《总体国家安全观学习纲要》，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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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球安全观及其各自关涉的安全主体、领域、实现方式和目标，本身就可以

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全球安全观念系统和架构系统。因此，全球安全观也体现

出系统思维。同时，按照本文对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观的各自内涵

的阐释，共同安全涉及统筹不同的安全主体，综合安全涉及统筹不同的安全领

域，合作安全涉及统筹实现安全的不同方式，可持续安全涉及统筹发展与安全。

因此，全球安全观也体现科学统筹方法。所以，全球安全观在以总体国家安全

观为指导的前提下，与总体国家安全观在思维方法上是相互贯通的，都强调

“总体”和大安全理念，也都体现了做好国家安全工作的系统思维和科学统筹。

三、全球安全观的践行价值

全球安全观源自实践，还需要回到实践才能彰显践行价值：为贯彻总体国

家安全观提供有力依托，为超越西方传统安全观提供新的选择，为完善全球安

全治理提供规范引领。当然，全球安全观的践行价值并不只局限于此，其漫长

的形成过程和丰富的内涵意蕴都决定了必然远超这三个方面。

（一）为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提供有力依托
2014 年 4 月 15 日，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五大要

素”，其中第五大要素——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a虽仅位列“五大要素”之

末，但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重要性仍不容忽视。从深层次来说，总体国家安

全观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体现了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战略考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 年 11 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曾经指出，我国已经

进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与世界的关系在发生深刻变化，同

国际社会的互联互动已变得空前紧密，这体现在我国对世界的依靠、对国际事

a　     习近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
200—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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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参与在不断加深，世界对我国的依靠、对我国的影响也在不断加深。a在

此背景下，做好外事工作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两

个大局的发展规律和相互联系，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推动两个大局相互促进、

良性互动。b

对于做好国家安全工作来说，同样也是如此。中国是一个大国，国内面临

着改革发展稳定的繁重任务；同时，中国也是一个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大国，国

际上面临着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严峻考验。2017 年 2 月 17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时强调，认清国家安全形势，维

护国家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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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大背景来谋划。c从这次讲话可以看出，中

国国家安全与国际秩序大变局有着密切的关联性，中国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和

战略机遇很有可能会在国际秩序大变局中产生。因此，维护国家安全必须贯彻

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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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实现各领域安全在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过程中的协同增效。

正如前述分析，全球安全观在内容要义上构成了内外兼修的总体国家安全

观的对外部分和国际呈现，从规范上展现了中国对于如何实现全球安全之善治

的思索回应，因而，践行全球安全观本身就承载着促进国际安全的使命和任务，

可以为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提供有力依托。同时，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观念位阶

高于全球安全观，这种差异延伸到执行层面就体现为：全球安全观需要以贯彻

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加以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则需要以践行全球安全观为

依托从而得到更好的贯彻。在具体操作中，由于全球安全观与总体国家安全观

a　     习近平：《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
第442页。

b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第202页。
c　    习近平：《把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第3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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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关系，因此，中国可以在国际安全舞台上将全球安全观

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结合起来加以倡导，在国际安全实践中将全球安全观与总体

国家安全观联结起来加以落实，推动国际社会加深对全球安全观的认可和支持，

同时增进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认同和理解，从而通过践行全球安全观为贯彻总

体国家安全观提供有力依托。

（二）为超越西方传统安全观提供新的选择
当前，世界政治主导范式正在朝大国战略竞争的方向演化，而大国战略竞

争又涉及世界政治的方方面面，其中观念特别是安全观的竞争是大国战略竞争

的重要方面。全球安全观是中国在冷战结束后逐渐形成并正式提出的新型安全

观，但与此同时，世界政治中还存在着西方世界主导的传统安全观，二者的哲

学基底和价值取向差异显著，因而，全球安全观的形成和提出势必会对西方传

统安全观构成强有力的竞争。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秦亚青在比较中西方关于国际

社会的研究视角时认为，西方辩证法深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一种

冲突型辩证法。在这种辩证法中，正题与反题是一对元关系，二者之间是矛盾

的、对立的和冲突的。只有当一个主体占据主导地位，消灭或是消解另一个主

体时，这种内在的非调和性矛盾才能得到解决，之后才能形成一种新的更高层

次的合题。冲突型辩证法的关键在于其对立性、斗争性和排他性，冲突因此具

有了本体意义，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甚至被内化为一种所谓的客观存在。a

这种冲突型辩证法在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中表现得十分突出，也深刻塑造了

西方世界的传统安全观。

就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而言，从古典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到进攻性现

实主义，从霸权稳定论、民主和平论到文明冲突论，无不强调“自我”和“他

者”的对立，也无不强调以冲突性的方式维护自己的主导地位。西方传统安全

观受冲突型辩证法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冲突性价值取向。具体来说，在安全

a　     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5—88页。



055

全球安全观：形成过程、丰富内涵与践行价值

的主体上，西方传统安全观不认可安全主体之间的相互依存，而是过度追求自

身的单边安全；在安全的领域上，西方传统安全观主张谋求权力的最大化，以

此维护传统领域的安全；在实现安全的方式上，西方传统安全观强调通过扩充

军备、结盟制衡等武力手段实现安全；在安全的目标上，西方传统安全观追求

安全优势，以实现绝对安全为目标。总之，相对于全球安全观所呈现的共同、

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型安全观来说，西方传统安全观主要体现为零和、片

面、对抗、短视的陈旧安全观。a受西方传统安全观的影响，西方主导的世界

历史基本上就是一部战争与冲突的历史。当今，西方传统安全观在世界政治中

依然发挥作用，冷战思维、集团对抗，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零和博弈、你输

我赢，“小院高墙”“长臂管辖”，“脱钩”“断链”“去风险”等等，都是其在世

界政治中的最新表现。

不同于西方的冲突型辩证法，中国辩证法深受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影响，

虽然也承认世界上存在正题与反题这样一对元关系，但认为二者之间不是冲突

的而是和谐的。也就是说，在中国辩证法中，正题与反题相互依赖、互为补充、

共为生命，二者之间通过互相包容和彼此合作形成新的合题。b正因如此，中

国辩证法也可以被称为合作型辩证法。合作型辩证法的关键在于其包容性、和

谐性和平等性，合作因此具有了本体意义，“自我”与“他者”也就此形成了

一个相互促进和相互建构的命运共同体。全球安全观深受中国的合作型辩证法

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合作性价值取向，因而比西方传统安全观及其冲突性价

值取向更加符合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实现长治久安的内在要求，也比后者在百

年变局的世界政治中更具有竞争优势。从更高层次来看，全球安全观体现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共生思维，也彰

显了新时代中国外交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包容气度。因此，

全球安全观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观念类安全公共产品，体现了中国对国际安全

a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2024年全球战略与安全风险》（年度报告），http://www.cicir.ac.cn/
UpFiles/file/20240109/6384042948730876441603280.pdf。

b　     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第94—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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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权的主动争取，a也将为国际社会超越西方传统安全观提供新的选择。

（三）为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提供规范引领
目前，全球安全治理面临着多方面的问题和挑战，首先表现为大国战略竞

争。大国是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核心主体，也是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关键力量。

冷战结束后，随着以中俄两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群体性

崛起，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这种权力转移开始产生焦虑和不安，并在对外政

策中表现出明显的权力护持和权力争夺倾向。美国将同时遏制和打压中俄两国

作为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在欧亚两端强化前沿军事部署和编织军事同盟网络，

并极力推高大国战略竞争，继而千方百计掣肘大国互动，这不但不能成为全球

安全治理的促进因素，而且无法成为全球战略稳定的牢固基础。大国战略竞争

也促使世界经济发展的安全化趋势越来越突出——美西方强化“经济安全”战

略，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导致政治、安全逻辑超越经济、市场逻辑成为世

界经济发展的主要逻辑，经济要素的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现象愈演愈烈。b

此外，全球安全治理还面临着地缘政治冲突的强势回归。特别是在 2023 年，

既有的乌克兰危机尚未结束，新一轮巴以冲突骤然而起，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

什米尔地区不时交火，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围绕纳卡归属多次激战，朝鲜半岛

局势多次紧张，平静的南海也暗流涌动。

值得警惕的是，这些地缘政治冲突的消极影响将不限于正面战场，而是会

外溢到其他领域。例如，随着乌克兰、俄罗斯冲突局势陷入僵持，冲突各方的

武器使用和军事行动也不断升级。冲突中使用的贫铀弹、集束炸弹和白磷弹等

国际社会普遍反对使用的违禁武器严重危害民众身体健康和当地的生态环境。

战局僵持还使军事袭击的目标不断扩大，大桥、大坝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以及

医院、学校、难民营、联合国设施等公共机构都成为军事袭击的目标。此外，

a　     陈向阳：《“统筹发展和安全”指引中国对外工作新征程》，《国家安全研究》，2022年第4期，第141
页。

b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评估2023/2024》，时事出版社，2023年，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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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场冲突热战还对国际经贸和能源市场产生消极影响，进一步加剧了一些国家

内部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裂痕，推升了不同地缘政治冲突扩大化和联动化的风

险。a基于这些安全现状，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加大军费开支，强化战争准备，

而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刺激了大国战略互疑和地缘政治紧张，使世界变得更加不

安全。当然，传统安全问题凸显并不意味着非传统安全问题有所缓解，恰恰相

反，应对恐怖主义、金融风险、气候变化等问题同样刻不容缓。

上述安全问题和安全挑战对全球安全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使得完善

全球安全治理成为应对这些安全问题和安全挑战的必由之路，而践行全球安全

观正好可以为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提供规范引领。具体而言，全球安全观从安全

主体、领域、实现方式和目标四个维度提出了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

安全的主张，为在具象层面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指明了路径，也为应对上文提到

的大国战略竞争、地缘政治冲突和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提供了思路。中国成功

斡旋沙特和伊朗复交、努力推动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积极协调巴以冲突停火

降温等行动，正是中国践行全球安全观来完善全球安全治理的生动体现。同时，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全球安全观立足于人类社会正在形成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的客观现实，顺应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

规划了通向全球安全善治的目标愿景。因此，全球安全观更在抽象层面确立起

全球安全治理的善治标准，让国际社会明确什么是“好”的全球安全治理，以

及如何开展“好”的全球安全治理，从而重构国际社会的全球安全治理共识，

重塑国际社会的全球安全治理行动，为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提供规范引领。

随着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和传播，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

观将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当前，世界又一次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一方

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另一方面，和平赤字、发

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不断加重，何去何从将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

a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2024年全球战略与安全风险》（年度报告），http://www.cicir.ac.cn/
UpFiles/file/20240109/638404294873087644160328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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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是行动的先导，倡议是实践的指南。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

中国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提出了以全球安全

观为核心理念指引的全球安全倡议，从而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为世

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未来，全球安全观仍将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向前发

展，在此过程中，全球安全观的内涵意蕴将更加丰富，践行价值也将更为宝贵。

而唯一不变的是，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的全球安全观将继续为全球安全治

理注入正能量，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增添稳定性。

（责任编辑：黄丽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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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Türkiy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multiple identities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European 
Union’s Economic Security 
Strategy
Dong Yifan

Abstract: Amidst the accelerating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and the 
intensifying major-country competi-
tion, the European Union (EU) has 
significantly modified its economic 
security concepts, as illustrated by the 
release of its first-ever strategy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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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on the global economy and trade, 
as well as on European economic pros-
pects.

Keywords: European Union, eco-
nomic security, economic security 
strategy, de-risk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