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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基本知识常识 

 

1、国家安全的内涵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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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国家安全工作指导思想是什么？ 

国家安全工作应当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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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各领域国家安全，构建国家安全体系，走

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3、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高效

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中央国家安全领导机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

会）负责国家安全工作的决策和议事协调，研究制定、指导实施国家安

全战略和有关重大方针政策，统筹协调国家安全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

推动国家安全法治建设。 

二是坚持法治和保障人权原则。维护宪法体制，加强对国家机构及

其工作人员行使公权力的约束，保障组织、公民、法人的主体地位、尊

严、自由和利益。 

三是坚持维护国家安全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统筹各领域安全。

要统筹安全和发展，通过发展不断提升国家安全能力，促进国家安全；

通过不断提高维护国家安全能力，为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实现可持续

发展与可持续安全相互支撑、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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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坚持预防为主、标本兼治，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坚持

把预防和治乱结合起来，既防患于未然，又正本清源。坚持充分发挥专

门机关和其他有关机关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能作用，又要广泛动员公民和

组织，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建立起维护国家安

全的强大防线。 

 

4、维护国家安全的任务是什么？ 

《国家安全法》第二章依次明确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

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网络安全、生态安全、资

源能源安全、核安全 11 个方面。并将金融安全、粮食安全从传统的经济

安全中分离出来单独规定。同时，与时俱进地提出维护外层空间、国际

海底区域和极地这些“战略新疆域”安全的任务。在此基础上，提出“根据

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发展利益的需要，不断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任务”，

为将来可能变化的维护国家安全的任务留出了必要空间，体现了动态性、

开放性。 

 

5、关于维护政治安全的要求是什么？ 

《国家安全法》第 15 条规定，“国家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维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

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各项权利。国家防

范、制止和依法惩治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或者煽动颠

覆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行为；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窃取、泄露国家秘

密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境外势力的渗透、破

坏、颠覆、分裂活动”。 

 

6、维护人民安全的内容有哪些？ 

《国家安全法》第 1 条在立法宗旨中明确“保护人民的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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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条将“人民福祉”纳入国家安全要素；第 3 条强调总体国家安全观要

“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第 7 条突出“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护公民的权

利和自由”；第 16 条规定“国家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卫

人民安全，创造良好生存发展条件和安定工作生活环境，保障公民的生

命财产安全和其他合法权益”；第 27 条规定“依法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

由”；第 33 条规定“国家依法采取必要措施，保护海外中国公民、组织和

机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等。 

 

7、维护网络信息安全的要求是什么？ 

国家建设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提升网络与信息安全保护能力，

加强网络和信息技术的创新研究和开发应用，实现网络和信息核心技术、

关键基础设施和重要领域信息系统及数据的安全可控；加强网络管理，

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网络攻击、网络入侵、网络窃密、散布违法有害

信息等网络违法犯罪行为，维护国家网络空间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8、国家安全审查事项包括哪些内容？ 

国家建立国家安全审查和监管的制度和机制，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

国家安全的外商投资、特定物项和关键技术、网络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

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设项目，以及其他重大事项和活动，进行国家安

全审查，有效预防和化解国家安全风险。 

 

9、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制度和工作机制是什么？ 

五大工作制度：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实施和监督制度；国家情报

信息收集、研判和使用制度；国家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制度；国家安全审

查制度；国家安全危机管控制度。 

五项工作机制：国家安全重点领域工作协调机制；国家安全工作督

促检查和责任追究机制；国家安全跨部门会商工作机制；中央与地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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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部门之间、军地之间以及地区之间关于国家安全的协同联动机制；

国家安全决策咨询机制。 

 

10、《国家安全法》规定的国家安全专门机关的主要职权有哪些？ 

《国家安全法》第 42 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搜集

涉及国家安全的情报信息，在国际安全工作中依法行使侦查、拘留、预

审和执行逮捕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职权。有关军事机关在国家安全工作

中依法行使相关职权”。第 52 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有关

军事机关根据职责分工，依法搜集涉及国家安全的情报信息”。第 75 条

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有关军事机关开展国家安全专门工作，

可以依法采取必要手段和方式，有关部门和地方应当在职责范围内提供

支持和配合”。 

 

11、公民和组织应当履行哪些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 

《国家安全法》第 77 条规定，公民和组织应当履行下列维护国家安

全的义务：（一）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二）

及时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三）如实提供所知悉的涉及危害

国家安全活动的证据；（四）为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便利条件或者其他协

助；（五）向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和有关军事机关提供必要的支持

和协助；（六）保守所知悉的国家秘密；（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

其他义务。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不得向危害国

家安全的个人和组织提供任何资助或者协助。第 78 条规定，“机关、人

民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应当对本单位的人员进行维护国

家安全的教育，动员、组织本单位的人员防范、制止危害国家安全行为”。

第 79 条规定，“企业事业组织根据国家安全工作的要求，应当配合有关

部门采取相关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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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公民因支持、协助国家安全工作面临危险的，或导致人身和财

产损失的，国家将给予哪些保护、补偿与抚恤？ 

《国家安全法》第 80 条规定，“公民和组织支持、协助国家安全工

作的行为受到法律保护。因支持、协助国家安全工作，本人或者其近亲

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可以向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请求予以保

护。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应当会同有关部门依法采取保护措施”。第

81 条规定，“公民和组织因支持、协助国家安全工作导致财产损失的，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补偿；造成人身伤害或者死亡的，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给予抚恤优待”。 

 

13、《反间谍法》对间谍行为作出哪些规定？ 

《反间谍法》第 38 条规定，间谍行为是指以下行为：（一）间谍

组织及其代理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或者境内外机构、组

织、个人与其相勾结实施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活动；（二）

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的；（三）间谍组

织及其代理人以外的境外机构、组织、个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

实施，或者境内机构、组织、个人与其相勾结实施的窃取、刺探、收

买或者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者情报，或者策动、引诱、收买国家工作

人员叛变的活动；（四）为敌人指示攻击目标的；（五）进行其他间

谍活动的。 

 

14、公民和组织在反间谍中有哪些义务和权利？ 

《反间谍法》第 4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国家的安全、

荣誉和利益的义务，不得有危害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一切

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及各企业事业组织，都有防

范、制止间谍行为，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第 19 条规定，“机关、团体

和其他组织应当对本单位的人员进行维护国家安全的教育，动员、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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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位的人员防范、制止间谍行为”。并具体规定了公民和组织的 6 项义

务，包括：（一）为反间谍工作提供便利或者其他协助；（二）发现间

谍行为，应当及时向国家安全机关报告；向公安机关等其他国家机关、

组织报告的，相关国家机关、组织应当立即移送国家安全机关处理；（三）

在国家安全机关调查了解有关间谍行为的情况、收集有关证据时，有关

组织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不得拒绝；（四）保守所知悉的有关反间谍

工作的国家秘密；（五）不得非法持有属于国家秘密的文件、资料和其

他物品；（六）不得非法持有、使用专用间谍器材。 

同时，《反间谍法》规定了公民和组织的权利：（一）公民或近

亲属因协助反间谍工作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可以向国家安全机关请

求予以保护，国家安全机关应会同有关部门依法采取保护措施；（二）

对国家安全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超越职权、滥用职权和其他违法行为的

检举、控告权和处理结果知情权；（三）个人和组织协助国家安全机

关工作或依法检举、控告，不受压制、打击报复权；（四）公民对行

政处罚决定、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不服的，有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

诉讼的权利。 

 

15、《反间谍法》中两条特殊刑事政策规定是什么？ 

《反间谍法》明确了违反该法应负的法律责任，同时，提出了两条

特殊刑事政策规定：一是免责奖励。第 27 条规定，“实施间谍行为，有

自首或者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

的，给予奖励”。二是不予追究。第 28 条规定，“在境外受胁迫或者受诱

骗参加敌对组织、间谍组织，从事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活动，

及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机构如实说明情况，或者入境后直接或者通

过所在单位及时向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如实说明情况，并有悔改表

现的，可以不予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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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哪些行为属于《反间谍法》第三十九条所称“间谍行为以外的其

他危害国家安全行为”？ 

《反间谍法实施细则》第 8 条规定，“下列行为属于《反间谍法》第

三十九条所称‘间谍行为以外的其他危害国家安全行为’：（一）组织、策

划、实施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的；（二）组织、策划、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恐怖活动的；（三）捏造、

歪曲事实，发表、散布危害国家安全的文字或者信息，或者制作、传播、

出版危害国家安全的音像制品或者其他出版物的；（四）利用设立社会

团体或者企业事业组织，进行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五）利用宗教进

行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六）组织、利用邪教进行危害国家安全活动

的；（七）制造民族纠纷，煽动民族分裂，危害国家安全的；（八）境

外个人违反有关规定，不听劝阻，擅自会见境内有危害国家安全行为或

者有危害国家安全行为重大嫌疑的人员的”。 

 

17、《反间谍法实施细则》中关于约谈制度的规定是什么？ 

《反间谍法实施细则》第 15 条第 2 款规定，“机关、团体和其他组

织不履行《反间谍法》和本细则规定的安全防范义务，未按照要求整改

或者未达到整改要求的，国家安全机关可以约谈相关负责人，将约谈情

况通报该单位上级主管部门，推动落实防范间谍行为和其他危害国家安

全行为的责任”。 

 

18、《反间谍法实施细则》中对涉嫌间谍行为的人员及境外人员限

制出入境的规定是什么？ 

《反间谍法实施细则》第 24 条规定，“对涉嫌间谍行为的人员，国

家安全机关可以决定其在一定期限内不得出境。对违反《反间谍法》的

境外个人，国务院国家安全主管部门可以决定限期离境或者驱逐出境，

并决定其不得入境的期限。被驱逐出境的境外个人，自被驱逐出境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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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10 年内不得入境”。 

 

19、反恐怖主义的职责分工是什么？ 

《反恐怖主义法》第 8 条规定，“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人民检

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以及其他有关国家机关，应当根据分工，

实行工作责任制，依法做好反恐怖主义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

民武装警察部队和民兵组织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军事

法规以及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根据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

机构的部署，防范和处置恐怖活动。有关部门应当建立联动配合机制，

依靠、动员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共同

开展反恐怖主义工作”。 

 

20、对开展反恐怖主义教育的规定有哪些？ 

《反恐怖主义法》第十七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组

织开展反恐怖主义宣传教育，提高公民的反恐怖主义意识。教育、人力

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和学校、有关职业培训机构应当将恐怖活动预防、应

急知识纳入教育、教学、培训的内容。新闻、广播、电视、文化、宗教、

互联网等有关单位，应当有针对性地面向社会进行反恐怖主义宣传教育。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协助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加强反恐怖

主义宣传教育”。 

 

21、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反恐怖主义义务有哪些？ 

《反恐怖主义法》第 18 条、19 条规定，“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

服务提供者应当为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依法进行防范、调查恐怖活

动提供技术接口和解密等技术支持和协助”；“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

服务提供者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落实网络安全、信息内容监

督制度和安全技术防范措施，防止含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内容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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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发现含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内容的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

保存相关记录，删除相关信息，并向公安机关或者有关部门报告”。 

 

22、对我国在境外机构人员防范恐怖活动的规定有哪些？ 

《反恐怖主义法》第 41 条规定，“国务院外交、公安、国家安全、

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商务、旅游等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境外投资合

作、旅游等安全风险评估制度，对中国在境外的公民以及驻外机构、设

施、财产加强安全保护，防范和应对恐怖袭击”。第 42 条规定，“驻外机

构应当建立健全安全防范制度和应对处置预案，加强对有关人员、设施、

财产的安全保护”。 

 

23、国家情报工作的任务是什么？ 

《国家情报法》第 2 条规定，“国家情报工作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为国家重大决策提供情报参考，为防范和化解危害国家安全的风险提供

情报支持，维护国家政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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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国家情报工作机构的职权是什么？ 

《国家情报法》第 10 条规定，“国家情报工作机构根据工作需要，

依法使用必要的方式、手段和渠道，在境内外开展情报工作”。 

 

25、阻碍国家情报工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开展情报工作应承担

哪些法律责任？ 

《国家情报法》第 28 条、29 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阻碍国家情

报工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开展情报工作的，或泄露与国家情报工作

有关的国家秘密的，由国家情报工作机构建议相关单位给予处分或者由

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处警告或者十五日以下拘留；构成犯罪的，依



10 

法追究刑事责任。 

 

26、网络安全的内涵是什么？ 

网络安全是指通过采取必要措施，防范对网络的攻击、侵入、干扰、

破坏和非法使用以及意外事故，使网络处于稳定可靠运行的状态，以及

保障网络数据的完整性、保密性、可用性的能力。 

 

27、《刑法》对危害国家安全罪会判刑多久？ 

《刑法》第 102 条规定：勾结外国，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

领土完整和安全的，处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第 103 条规定：

组织、策划、实施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的统一的，剥夺政治权利。煽动

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对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无期徒刑

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对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对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28、什么是境外非政府组织？ 

根据《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规定，境外非政府组织是

指在境外合法成立的基金会、社会团体、智库机构等非营利、非政府的

社会组织。 

 

29、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包括哪些领域？ 

依照《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规定，境外非政府组织可

以在经济、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环保等领域和济困、救灾

等方面开展有利于公益事业发展的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