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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结合现实对国家安全学的相关知识进行了系统、全面的阐述，同时详尽介绍了国家、国家利益、
国家安全、国民安全、国土安全、经济安全、主权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
、生态安全、信息安全、国家安全环境、民族问题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宗教问题及其对国家安全的影
响、恐怖主义及其对国家安全的危害、国家安全保障体系、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战略等具体内容，
资料翔实，分析论述透彻。
　　国家安全学是从总体上研究国家安全、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以及国家安全
保障问题等方面的基本现象，揭示国家安全及其相关方面的本质和规律，探寻合理的国家安全观和国
家安全战略，最终服务于国家安全现实的综合性实用型政治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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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跃进，生于1959年1月，山西临猗人，国际关系学院学报主编，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发展研究所执
行所长，教授，长期从事哲学逻辑学与教学与研究，近十年来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国家安全理论和国家
安全学科建设，出版各类学术著作10多部，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持或参加部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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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主观上讲，人组成社会也是为了自身的安全、发展和利益。
相对于历史上的社会制度更替来说，20世纪里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一些国家的建立，具有更大的人为
的主观能动性在起作用。
如果仔细考察这种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那人们便会发现对社会主义这种社会制度或社会组织形式的两
种不同理解。
按照社会主义的本义，它是强调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但是这里的社会利益不是脱离人的抽象的社
会利益，而是为了大多数人的社会利益——社会利益就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大多数人的利益就是社会
利益。
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建立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什么呢？
曾有一段时期，人们把社会主义本身理解成了最高目的，似乎建立社会主义就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
实行公有制的目的就是实行公有制，而忽略了建立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
化需要，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
这种理解在主观上颠倒了社会与人的关系，把社会当作了目的，把人当作了手段。
事实上，社会主义强调社会高于个人，但并不是说社会高于人，相反倒是强调社会主义是为人服务的
，是为大多数人服务的。
邓小平在讲到社会主义时曾多次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并在此基
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在这时，邓小平虽然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但他更强调了比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更为根本的目的，那就是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这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包括发展生产力，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
在1992年初南巡时，邓小平讲得更明确：“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毫无疑问，“共同富裕”只能是人的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再次体现在人的身上。
　　如果在强调某种社会组织形式的重要性、优越性等等时，忽略了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是为人服务的
，忽略了人的目的性，那么这就必然导致把人作为社会手段的错误倾向，甚至把这种社会运动变成摧
残人的工具，而不是服务人的工具。
例如，我们在讲社会主义时，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把本来是为人服务的社会主义这种组织形式变成了
目的，而把人变成了服务于这种目的的手段，那么这种社会主义就必然成为摧残人的法西斯主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一个时期中，特别是“文革”中，就曾犯过这种极左的错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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