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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以2001年美国的“9·11”事件和2003年袭击中国和亚洲部分国家(地区)的“非典”(SARS)为标志，非
传统安全问题成为日益突出的新威胁。
国际安全和国家安全的一系列基本概念正在发生变化。
安全的内涵和外延、安全威胁的来源、安全主体以及维护安全的手段都需要从理论上加以修正。
本书试图对这个重大问题进行新的理论探索，进而对非传统安全对中国安全战略的完善和改进提出建
议。
　　本书认为，所谓非传统安全是指非国家行为体采用非军事手段对主权国家的生存、发展和国民人
身安全、社会稳定形成的威胁。
非传统安全具有以下主要特征：非对称性、多元性、社会性、跨国性。
　　非传统安全研究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含义。
它以解决中国现实面临的许多新型安全难题为切人点，在深入分析和力图消解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的
同时，大力倡导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革。
非传统安全的这种视角，体现出中国和平发展的社会基础，不仅有助于中国国内的改革、发展与稳定
，亦有助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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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非传统安全概念的界定　　第一节 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的背景　　1.安全概念和传统安全
观　　安全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目前，国际关系学者对安全概念的认识主要有以下两种
。
其一，认为安全是一种状态。
在汉语里，安全的含义是指稳定、没有危险、不出事故、不受威胁。
在英语里，安全的词义也是指免于危险，没有恐惧的状态。
因此，这里所指的安全（safety），主要是对人体健康（或卫生，health）和生产技术活动而言，主要
指对人的健康没有危险、危害、损害、麻烦、干扰等有害影响，常见的有生产安全、劳动安全、卫生
（健康）安全、安全生产、安全使用、安全技术、安全标准、安全产品、安全设施等。
管理这类安全的政府机关或组织主要有卫生部门、劳动安全部门、产品或技术监督部门。
其二，认为安全是一种能力，是国家免于危险得到保障的能力，是一个国家维持或提高全体人民生活
质量以及维持或扩大政府制定政策的可选择范围的能力。
③哈罗德·布朗（Harold Brown）认为国家安全是这样一种能力：保持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基于合
理的条件维持它与世界其余部分的经济联系，防止外来力理打断它的性质〕制度和统治，并能控制它
的边界。
这种安全，主要是对人为暴力活动、军事活动、间谍活动、外交活动等社会性、政治性活动以及社会
治安与国际和平而言，主要指对国际和平、国家主权、国家治安和社会管理秩序没有危险、危害、损
害、麻烦、干扰等有害影响，常见的有社会安全、国家安全、国际安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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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主要围绕非传统安全概念界定这一中心而展开，在详细分析非传统安全形成背景的基础上试
图界定非传统安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划定非传统安全的研究领域，认定非传统安全的主体，阐明非
传统安全与传统国家安全的联系与区别，分析个人安全和国家安全、人类安全三者之间的关系。
与此同时，概述国际社会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措施，论述国家、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各自在治理非传
统安全威胁中的地位和作用。
最后，对中国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应取的方针、政策和措施提出一些看法，以及非传统安全国际合作
对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扩展中国的国际空间、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对中
国和平发展道路等方面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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