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心得体会(优
秀5篇)

在平日里，心中难免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往往会写一篇心得
体会，从而不断地丰富我们的思想。我们应该重视心得体会，
将其作为一种宝贵的财富，不断积累和分享。接下来我就给
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心得体会吧，我们一起来看
一看吧。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心得体会篇一

通过学习千万师生同上一堂国家安全教育课，我们了解到设
立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意义深远。

首先，有利于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法规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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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全民国家
安全教育日很好地符合了这一目标。

其次，有利于提高政府和社会公众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意识。
国家安全法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指导思想，规定了一
系列不同于传统国家安全观的国家安全制度，将国家安全的
内涵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领域，突出强调了维
护国家安全不仅仅是专门机关的任务，而是所有国家机关、
社会组织和公民的义务和职责。通过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的
一系列活动，可以让政府和社会公众有效地了解国家安全法
提出的各项要求，从而强化责任意识，提高大家维护国家安
全的能力。

最后，有利于增强国家安全法普法宣传的效果。国家安全法
设立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是为了集中地向社会公众传播国
家安全方面的知识，便于在短时间内起到良好的宣传效果，



让更多的社会公众接触和了解到国家安全方面的法律知识，
特别是懂得如何依法履行自身的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职责和
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心得体会篇二

2022年4月15日是我国第七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今年全民
国家安全教育日的主题是“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感悟新时
代国家安全成就，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氛
围”。

在这节国家安全教育电视课堂上，专家通过情景再现、视频
短片、网络安全演示等形式，深入浅出地向同学们传递安全
教育信息，教育学生牢固树立国家安全意识，提升维护国家
安全的能力。

过去传统意义上的国防和国家安全观念，已不能完全满足科
学技术含量急剧增加的信息化战争的需要。因此，顺应时代
变革、更新国家安全观念成为时代所需。

我们不仅要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这一天参与、体会、感受
国家安全这一高大上的主题，更要将国家安全与个人安全、
家庭安全、社会安全、网络安全、生产安全、环境安全、防
灾减灾安全等等紧密结合起来，使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心得体会篇三

在第七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来临之际，2021级管科硕士班
就国家安全主题开展了云学习和讨论。通过这次学习，我明
白了维护国家安全的内容及其重要性。国家安全与我们每一
个人都息息相关，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义务！

作为大学生的我们，首先要树立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



国家安全涉及国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国家、民族生存
与发展的首要保障。其次，要密切关注国际斗争形势，增强
防范意识。不参与出版和传播政治性非法出版物，不利用电
子邮件电子论坛等网络传播途径美化西方社会、诋毁我国形
象。最后，要对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法律、法规有所了解。

国家安全不是只与安全部门有关，国家安全就是千家万户的
安全。在415国家安全宣传教育日即将到来之际，我们应进一
步树立居安思危意识，对各种危害国家和公众安全的行为保
持警觉，留意身边的各种隐患，我们的环境才会更安全更美
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心得体会篇四

2022年4月15日是第7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国家安全与我
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作为公民的基
本义务！我们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要牢固树立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国家安全是国
家、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首要保障。居安思危，把国家安全放
在高于一切的地位，既是国家利益的需要，又是个人安全的
需要。

其次，要密切关注国际斗争形势。站在国家利本站益与国家
安全的高度，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清敌对势力对我们进行渗透、
颠覆和破坏的险恶用心和真实面目，保持清醒头脑。

最后，要努力掌握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法律、法规。明确什
么是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公民和组织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
和权利，进一步增强法律意识和国家安全意识，增强维护国
家安全的责任感、义务感和荣誉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心得体会篇五

2015年7月1日，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正式施行
（以下简称新国家安全法），学习后主要有三点认识。

一、内容丰富涵盖了国家安全的十一个领域

新国家安全法共分七章（84条），即第一章总则；
第二章维护国家安全的任务；
第三章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
第四章国家安全制度；
第五章国家安全保障；
第六章公民、组织的权利和义务；
第七章附则。

对我国政治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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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个领域的国家安全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所保护的对
象涵盖了国家安全方方面面；
既包括军事、政治等传统安全，又包括经济、文化、科技等
非传统安全。

当前，我国面临着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
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
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非传统领域安全日益凸显。新
国安法以国家生存和发展安全为最基本前提，把维护国家安
全是国家的头等大事，主动适应了我国维护国家安全的新形
势新要求，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法。

二、学习贯彻新国家安全法要把握的五个重点

新国家安全法与旧国安法及反间谍法有着本质的区别，学习
贯彻时需要把握好五个重点：



（一）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在总则中明确了国家安全、
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等概念。新的国家安全
观包括传统和非传统领域的安全，目标是构建集政治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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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安全等于一体
的国家安全体系。

（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新国家安全法强调，国家维护国
家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保障关系国民经
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产业、重大基础设施和
重大建设项目以及其他重大经济利益安全。同时还明确规定，
国家建立国家安全审查和监管的制度和机制，对影响或可能
影响国家安全的外商投资、特定物项和关键技术等进行国家
安全审查。

（三）确保文化安全。明确了国家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
进方向，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防范和抵制不良文化的影响，掌握意识
形态领域主导权，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四）维护国家网络空间主权。新国家安全法规定，国家建
设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并加强网络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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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明确了“网络空间主权”这一概念。

（五）为太空、深海和极地等新型领域国家安全提供法律支
撑。新国家安全法规定，国家坚持和平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
国际海底区域和极地，增强安全进出、科学考察、开发利用
的能力，加强国际合作，维护我国在外层空间、国际海底区
域和极地的活动、资产和其他利益的安全。

三、维护国家安全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和义务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维护国家安全是全社会的共同责
任。新国家安全法明确规定了各级各部门和全体公民维护国
家安全的职责、责任和义务。

（一）中央领导全国国家安全工作。宪法确立了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地位。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是维护国家安
全的必然要求，是发挥党总揽全局、统筹协调作用的重要体
现。新国家安全法第4条和第5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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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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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各级党委也要加强对本辖区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

（二）全国人大及其会职责。新国家安全法第35条规定，全
国人大决定战争和和平的问题，行使宪法规定的涉及国家安
全的其他职权。全国人大会决定战争状态的宣布，决定全国
总动员或者局部动员，决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
市进入紧急状态，行使宪法规定的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
的涉及国家安全的其他职权。

（三）国务院职责。新国家安全法第37条的规定，国务院制
定涉及国家安全的行政法规，规定有关行政措施，发布有关
决定和命令；
实施国家安全法律法规和政策；
依照法律规定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进
入紧急状态；
行使宪法法律规定的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授
予的涉及国家安全的其他职权。

（四）中央军事委员会职责。新国家安全法第38条规定，中
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决定军事战略和武装力量
的作战方针，统一指挥维护国家安全的军事行动，制定涉及



国家安全的军事法规，发布有关决定和命令。

（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职责。新国家安全法第39条规定，
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贯彻执行国家安全方针
政策和法律法规，管理指导本系统、本领域国家安全工作。

（六）地方各级人大及其会职责。新国家安全法第40条第1款
规定，地方各级人大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会在本行政区
域内，保证国家安全法律法规的遵守和执行。

（七）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职责。新国家安全法第40条第2款规
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管理本行政区域内
的国家安全工作。

（八）x和x特别行政区职责。新国家安全法第40条第3款规
定，x特别行政区、x特别行政区应当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
新国家安全法首提x和x特别行政区负有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

（九）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职责。新国家安全法第41条规
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
律规定行使检察权，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

（十）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和有关军事机关职责。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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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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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机关、组织和公民的责任。新国家安全法第43条、
第77条、第78条等明确规定了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组
织和其他社会组织，以及公民维护国家安全应尽的责任和义
务。

新国家安全法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国家安全工作



和涉及国家安全活动中，应当严格依法履行职责。公民和组
织应当履行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
及时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
如实提供所知悉的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证据；
保守所知悉的国家秘密等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