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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家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政

治安全和军事安全的依托。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中国国家经济安全带

来了巨大的挑战。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研究发展历程可分为热点关注阶段、渐成体系阶段、
入世应对阶段、顶层设计阶段和以制度建设为中心的规范发展阶段。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研

究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从研究层面来看，战略性有待强调；从研究内容来看，系统性有

待完善；从研究深度来看，规范性有待加强；从研究成果来看，应用性有待提高。应把中

国国家经济安全保障制度建设作为近期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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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的依托。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经

济全球化迅速发展，随着全球经济相互依存度的不断提高，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地位变得越来越突

出，不仅成为制定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还成为制定国家战略的重要目标；不仅改变着各国的行为

方式，还改变了国际对抗模式。由于国家经济安全研究有比较鲜明的国别性，我们主要对中国的国

家经济安全研究进行综述和展望。通过梳理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研究文献，我们总结中国国家经济

安全研究的发展历程与重点成果，找出当前研究的主要不足，展望今后的主要研究方向，并特别提

出：为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研究工作应立足于落实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

于制度建设的精神，把国家经济安全保障制度建设作为今后一段时期内的研究重点。

一、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的背景和发展历程

随着中国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中国的国家经济安全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

选择的富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全球化道路，具有开放性、自主性和人民性，虽然基本保障了国民经济

发展处于不受国际资本和市场根本威胁的可持续发展状态，但也面临着大量的不可测、不确定、不

稳定因素的冲击。
从国内情况来看，中国只用了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就基本走完西方国家花二三百年才走完的工

业化道路。在这一过程中，各类经济安全隐患在不断积累，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国改

革进入深水区，原来积累的各类经济安全风险相继也进入全方位释放期。受资产价格交叉下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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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企业破产、金融资产缩水、实体经济困境与结构性失业交织的影响①，自２０１７年以来，中国经

济季度增长率持续下降，从２０１７年第一季度的６．９％一路下滑到２０１９年第三季度的６．０％②，如

无特殊利好，这种稳定持续的下滑趋势在近年内可能很难扭转。
从国际上看，在国际政治领域，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大国博弈日趋激烈，国际秩序进入深度调

整期，国际规范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国际经济领域，从２０１５年以来，在 “一体化”与 “碎片

化”的交织共生中，“反全球化”甚嚣尘上，全球需求、大宗商品行情和原油价格持续低位运行，
世界经济在逆流中艰难前行；在国际治理领域，美国、欧洲部分国家内部经济结构失衡、社会两极

分化等诸多矛盾累积，加上新技术革命及气候危机等因素的影响，全球治理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
在上述背景下，各国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试图将风险转移给其他国家。英国脱欧，法国、意大利

等国民粹主义力量上升，本质上都是试图将风险转移给其他国家的表现。尤其是特朗普上台之后的

美国，奉行 “美国优先”战略和贸易保护主义，动辄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为借口，频繁使用经济制

裁等手段危及其他国家经济安全，加深了各国对国家经济安全的担忧。中国作为美国最主要的遏制

对象，国家经济安全受到的影响尤甚。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有效地应对大变局带来的风险挑战，必须依靠国家制度

和治理体系的有力支撑和高效运行。③ 面对新时势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与国内经济安全风险隐患大

规模释放的挑战，近年来中国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机制显得有些反应滞后、力不从心。
在世界上，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研究已有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主流的方法是把经济安全放在国

家安全的整体框架下进行研究。④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政府就已认识到经济安全和国家

安全之间的紧密联系。⑤ 冷战时期，美国对于国家安全的理解更多地停留在军事和国防安全上。⑥

苏联解体后，美国重新意识到经济因素在实现美国国家安全目标方面的重要作用，２００８年美国审

计署 （ＧＡＯ）向国会提交的关于外资审查机制的报告，使用了 “经济安全”的说法，并视其为国

家安全的一部分。⑦ 总体看来，在几十年的研究历程中，国家安全的范围从传统的仅包括政治、军

事安全的狭窄领域逐渐向经济、文化等多领域延伸。⑧

与国外的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相比，我国的国家经济安全研究带有比较明显的 “边干边研”的中

国特色，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热点关注阶段、渐成体系阶段、入世应对阶段、顶层设计阶段，并

正在进入以制度建设为中心的规范发展阶段。
（一）热点关注阶段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 期， “中 国 粮 食 安 全”问 题 率 先 成 为 中 国 学 者 对 国 家 经 济 安 全 关 注 的 热

点。⑨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大量涌入的外资对中国传统民族工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中国的

产业安全问题随之成为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的热点。总体来看，一直到９０年代初期，中国对国家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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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安全的研究基本上还处于热点追逐式的起步阶段，缺少对整体国家经济安全的系统性研究，主要

关注点集中于粮食安全、制造业安全、石油安全等局部领域，有关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文章比较零

散，几乎没有形成系统的专著。
（二）渐成体系阶段

１９９４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赵英在国内最早提出 “国家经济安全”概念，其专著 《中国经

济面临的危险———国家经济安全论》为国内第一本系统研究国家经济安全的 著 作。① １９９７年，党

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要 “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在此政策导向之下，中国的国家经济安全研究迎

来了一个新的高潮。赵玉川研究了我国经济安全监测、预警指标体系，其框架结构包括金融安全、
市场安全、产业安全、社会安定、国际关联等多个部分。② １９９９年，中国社会科学院 和 国 家 统 计

局的专家们完成了对中国国家经济安全进行量化监测、预警的指标体系与方法的初步研究。这一时

期，国内对国家经济安全的研究开始渐成体系。
（三）入世应对阶段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中国加入 ＷＴＯ，标志着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开始全面加速。如何在全面

参与的过程中，应对全球化对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挑战，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２００２年，党

的十六大报告强调指出，要 “十分注意维护国家经济安全”。２００７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 “注

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以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报告为指导，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应对经济全球

化挑战的政策法规，学界对国家经济安全的研究也出现了以应对全球化挑战为中心任务而百花齐放

的盛况。如余根钱设计的监测指标就专门引入了进口依存度指标③，张汉林等设计了含有１３５个指

标的我国经济安全指标体系，亦专门增加了国际测度方面的指标。④
（四）顶层设计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把握我国经济安全新趋势、新特点、新

要求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形成了系统的经济安全观。２０１３年１１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 《中共

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我国经济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为维护国家经

济安全提供了指导性方针。２０１５年１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 《国家安全战略纲要》，充分体

现了 “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思想。２０１５年７月１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新的 《国家安全法》，国家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基础地位

以法律的形式得到了强化。在这一阶段，习近平经济安全观形成，标志着党和国家把对国家经济安

全问题的理论认识提升到了新的高度。⑤
（五）制度建设阶段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３１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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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提升到新的历史高度。加快国家经济安全的制度化建设也相应地提上了日

程，国内对国家经济安全的研究有望进入以制度建设为中心任务的规范发展阶段。

二、国内关于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的主要成果

国内对国家经济安全的研究一直与中国的国际化进程同步，较早的比较系统的研究成果有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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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玉川：《我国经济安全监测与预警指标体系》，载 《北京统计》，１９９９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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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雷家骕等人的一系列专著；稍后出现的比较系统的研究成果包括江涌、顾海兵、叶卫平等人的

学术著作。清华大学国家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等关于国

家经济安全研究的专门机构相继建立。这些早期的研究学者和研究机构对国家经济安全的概念、领

域、影响因素、保障机制、评估指标等进行了界定与构建。

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概念定义，赵英强调国家经济安全是一种状态①，和他持类似国家经济安

全状态论的学者还有丁志刚②等。顾海兵等把国家经济安全定义为 “通过加强自身机制建设，使一

国经济具备抵御外来风险冲击的能力，以保证国家的经济在面临外在因素冲击时能继续稳定运行、

健康发展”③。张幼文、王恕立、吕有志和雷家骕等认为国家经济安全的定义应该立足于对风险的

应对能力④，而柳辉、曹荣湘等人主张状态与能力并重论⑤。

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主要领域，江涌认为对关键资源的支配和控制是国家经济安全最根本的内

容⑥；万君康等把金融安全、经济信息安全和产业安全三方面视为国家经济安全的主要领域，并将

三者的逻辑关系描述为：金融安全是核心，经济信息安全是基础，产业安全是内容⑦。

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因素，段进军认为：科技产业和经济竞争力，经济体制，财政金融和

外贸外汇，国外市场，能源、资源和海上运输线是国家经济安全的主要影响因素。魏栓成则把影响

国家经济安全的因素区分为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

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四组类型。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的全球并购研究中心认为：冷战思维的延续、
全球经济游戏规则的调整、全球并购过程中的价值 “剥削”过程、全球公司对中国重要产业的压制

以及中国对全球经济周期的依赖，是影响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五个主要影响因素。⑧

关于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保障机制，周肇光提出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机制应该包括 “三控型”民

族企业保护机制、“双限”理性控制机制、外贸宏观保护机制和多层次金融监管机制等⑨；李海舰

提出构建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机制时要考虑对外经济开放、国民经济全局、区域经济联盟等多个不同

的角度瑏瑠。

近年来，在国家经济安全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果愈发丰富。此研究领域加入了不少新的研究力

量，出现了许多令人鼓舞的新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应对全球化的挑战进行针对性的研究。王淳萱、李艳燕认为：在经济全球化下，中国在频

繁的跨境资本流动和汇率变动中尚处于劣势，为了应对中国经济安全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要建

立一个完善的经济安全运行机制。瑏瑡 林乐芬、祝楠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来自外部世

界的威胁与冲突也与日俱增，中国经济安全面临多方面严峻的挑战；作者还从能源安全、金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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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与风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６。

江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经济安全》，载 《求是》，２００７ （６）。

万君康、肖文韬、冯艳飞：《国家经济安全理论述评》，载 《学术研究》，２００１ （９）。

陈曦：《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的理论综述》，载 《改革与开放》，２０１２ （１２）。

周肇光：《谁来捍卫国家经济安全》，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李海舰：《重构国家经济安全观》，载 《求知》，２００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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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产业安全、贸易安全四方面对国家经济安全展开了具体分析。① 孔庆江研究了国家经济安全与

ＷＴＯ例外规则的关系，通过分析国家经济安全的属性，他认为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归根结底来自影

响国家经济安全的制度因素，并得出结论：自我判断的安全例外会带来严重的风险，对所谓安全例

外规则的滥用，可能会破坏整个 ＷＴＯ制度。②

二是对国家经济安全的领域进行与时俱进的拓展。吴哲能研究了中国国家经济安全与中国对外

直接投资 （ＯＦＤＩ）的关系，认为在我国海外资产存量激增的背景下，不能只停留在从东道国角度

来分析评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应该确立海外资产事关母国国家经济

安全的新认知。③ 周逸飞研究了虚拟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通过分析虚拟经济对国家

经济安全的影响，认为虚拟经济全球化不仅是挑战也是机会，我国应深刻认识到全球经济发展产生

的问题，并利用科学解决手段提高经济综合水平，并提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改善贸易结构、强化

风险意识等措施。④ 黄新华从边疆经济治理角度研究中国国家经济安全，认为：从国家经济安全的

角度来看，中国边疆经济治理在地区生产总值、产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对外贸易方面取得了

显著成效，而在经济发展模式、产业结构、居民消费、科技创新方面存在明显不足，维护国家经济

安全，必须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提升边疆经济治理的有效性，促进边疆地区经济稳定发展。⑤

三是对经济安全观进行系统的总结。黄翔宇、孟宪生认为习近平经济安全观从理论逻辑看，以

防控经济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发展不受侵害为逻辑主线，具有系统性、持续性、统筹性的完整理论

体系；从实践逻辑看，明确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必须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预防为主与底线思

维的关系、维护国内发展与国际竞争博弈的关系；从价值逻辑看，体现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

安全、引领国家经济安全工作和为国际经济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的价值导向。⑥

四是对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机制建设进行探讨。姜茸、梁双陆和李春宏从国家经济安全、预警模

型与方法、经济风 险 三 个 方 面 对 国 内 外 经 济 安 全 现 状 以 分 类 研 究 的 形 式 做 出 了 评 述、结 论 与 展

望⑦，为学术理论研究和政府决策研究提供了颇具操作性的参考意见。徐英倩从国家立法的角度对

国家经济安全进行了探讨，在分析美、俄、日的经济安全立法情况后提出：在新世纪加强对中国国

家经济安全的立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举措，应该把国家经济主权、维护国家利益、国家干

预等作为我国经济安全统一立法的指导原则，同时可把完善部门法作为实现统一立法之前的过渡

措施。⑧

三、当前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的主要不足

国内学术界对于国家经济安全的研究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研究框架已

经确立，研究方法逐渐完善，国家经济安全评估指标体系基本成型。通过对发达国家有关经济安全

理论、战略、体制的研究，取得了大量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中国学术界和有关政府部

门也对涉及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领域如战略资源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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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的有关研究部门还建立了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量化评估指标体系；有学者在研究中把投

入产出方法、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应用于对国家经济安全的评估。总之，整体来看，国内关于国家经

济安全的研究正在由浅入深、由点到面、由理论到实践层层深入，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从研究层面来看，战略性有待强调

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研究，不少国家很早就将之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层次，并制定了相应的国

家经济安全战略。早在１９９４年，美国政府的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把经济安全列为其三大国

家安全战略目标之一。１９９６年，俄罗斯在国家战略层面也明确提出了 “国家经济安全战略”。当前

我国的国家经济安全虽然有了初步的顶层设计，但关于如何落实这些顶层设计还有大量的空白等待

填补。与大量而迫切的国家经济安全的研究任务相比，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力量显然力有不逮：
一方面是研究资源较散，我国对国家经济安全的研究资源主要集中在企业、民间机构、高校、科研

机构，在政府层面给予的重视程度有待提高，而且不同团队、单位、地区、学科之间缺乏合作交

流，在此领域的学术交锋更是几为空白；另一方面是研究层次偏低，体现为务虚的多于务实的、低

职称／低职级的多于高职称／高职级的。这两个弊病实际上都是研究层面战略性不足的产物。
（二）从研究内容来看，系统性有待完善

从研究内容来看，还缺乏对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整体把握，缺乏系统性、权威性的理论成果，
很多文献还停留在将我国的国家经济安全分解为部门经济安全的层次，并隐约出现两种不严谨的倾

向：一是 “泛化”，模糊了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的边界，混淆了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宏观经济与经

济安全、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区别。而从严谨的学术研究来说，国家经济安全研究应该有严

格的内涵外延的界定，那些经济运行、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般性消极问题，其实不必纳入

国家经济安全的范畴。二是 “热化”，即研究领域有明显的热点导向，各类研究成果的出版与显性

经济问题的出现关联过于紧密，研究热情的高涨和消散与重大经济危机的起落高度同步，缺乏对中

国经济安全核心要素的可持续性跟踪。对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的 “泛化”与 “热化”有可能会诱使制

定与执行政策时将局部安全问题扩大化、过度化，导致国力消耗、资源分散、能力不称，从而影响

到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可持续性。
（三）从研究深度来看，规范性有待加强

从研究的理论基础来看，当前中国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大部分研究成果要么立足于经济理论，
要么立足于政治理论，缺少将政治与经济进行结合的深度分析。从研究方法来看，当前的研究成果

定性分析较多定量分析不够，有的文献虽然有定量支持但缺乏严谨的逻辑推理，有的研究在应用定

量研究方法时又在不经意间走向另一个极端：为了量化而量化，得出的结论可信度不高、可操作性

不强。以下几方面的原因或许可以解释当前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研究深度不够的现状：一是国家经济

安全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界定研究领域比较困难；二是国家经济安全具有较为明显的动态性与

不确定性，对研究方法有较高的要求；三是国家经济安全研究天然是跨学科的，不仅需要以经济学

理论为基础，还需要综合应用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国家战略等理论，对研究者的理论基础亦有较

高的要求。
（四）从研究成果来看，应用性有待提高

国内理论界对于国家经济安全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没有重视中国的特殊国情，使得研究结论与中

国国情的拟合度较差，对维护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具体实践很难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以中国对外

直接投资 （ＯＦＤＩ）对国家经济安全影响的评估指标为例，中国 ＯＦＤＩ在规模迅速增加的同时，一

度对中国的国家经济安全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负面效应。尤其是在２００９年到２０１６年间，中国ＯＦＤＩ
在投资速度、行业、区域等方面均出现了非理性的倾向，与这些非理性投资现象相伴的是跨境资本

５５



陈　斌等：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持续快速地流出，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市场恐慌。２０１７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３６次会

议明确表明，对ＯＦＤＩ的重视应该上升到保卫国家经济安全的高度。但从国家经济安全评估指标体

系来看，即使是目前站在国家经济安全研究领域最前沿的团队提出的国家经济安全评估指标体系，
也只是考虑了外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未能包括 ＯＦＤＩ对中国国家经济安全反向影响的指标，
研究成果的应用性显然有待提高。

四、展望：加强中国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机制建设的研究

在考察了当前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现状与不足的基础上，我们认为，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的研

究工作在以下五种关联性上还有较大的提高空间：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与研究议题的关联性、国家

经济安全的要素与单位层次的关联性、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的关联性、国际体系与中国经验的关联

性、保障能力与保障制度的关联性，其中加强对中国经济安全保障机制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时代

意义。我国从事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的工作者们，应根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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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把关于中国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机制

的相关研究作为今后一段时期内研究工作的重点。
（一）中国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机制建设的现状

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机制的本质是主权国家为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提升国家经济安全能力、解

决国家经济安全隐患而进行的体系化的制度、组织和技术安排。从当前整体情况来看，中国国家经

济安全保障机制已经基本成型。
一方面，中国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机制的顶层设计基本完成，以三个重要的里程碑为标志：一是

国家安全委员会 （以下简称 “国安委”）的设立。国安委于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４日正式设立，建立和完

善中国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机制有了明确的落实主体。二是 《国家安全战略纲要》的发布。２０１５年１
月２３日，特别强调经济安全基础地位的 《国家安全战略纲要》正式通过，成为建立和完善中国国

家经济安全保障机制的方针指南。三是新 《国家安全法》的通过。２０１５年７月１日通过的 《国家

安全法》规定了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基础地位，是建立和完善中国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机制

的法律基础。
另一方面，中国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机制的具体制度也在逐步完善。目前，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

法律建设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在立法层次上建立了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等层次有序

结合的保障体系。在资源安全、产业安全、金融安全和经济信息安全等领域也有了相应的法律保

障，尤其是在资源安全法律保障方面，除了在 《宪法》第９条有明文规定之外，还通过了一系列直

接调整和规范相关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保护与管理活动的专门法，如 《水土保持法》 （１９９１年通

过）、《煤炭法》（１９９６年通过）、《矿产资源法》（１９９６年修订）、《森林法》（１９９８年修订）、《草原

法》（２００２年修订）、《水法》（２００２年修订）、《土地管理法》（２００４年修订）、《渔业法》（２００４年修

订）等。在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国家经济安全的保障机制建设明显加快了进度。在金融安全

领域，先后成立了证监会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保监会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银监会 （２００３年４月）、国

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 （２０１７年７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２０１８年３月）。在战略

性资源领域，为了防范石油短缺，中国 于２００５年 开 始 实 施 战 略 石 油 储 备 计 划，新 《国 家 安 全 法》
第２１条对战略资源的保障机制建设工作做了明确的规定。在投资领域，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５日通过的

《外商投资法》成为中国第一部外商投资领域统一的基础性法律。在一些特殊领域，主要通过相关

的政策法规来应对短期应急性的国家经济安全风险，例如，针对跨国公司并购中国装备制造业骨干

６５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２０２０年第１期

企业引发的产业安全问题，出台了 《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等。①

（二）当前中国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机制建设的主要不足

虽然我国的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机制整体运行状况良好，但是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紧迫任务相

比，在加强保障机制的集中统一、提升决策的专业水平、建立统筹的咨询体系、健全法治基础、提

高危机的管理能力等方面还有大量的任务没有完成，在以下几个方面尤其突出：

１．相关立法欠缺

一方面，当前中国还没有专门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具有系统性与权威性的上位法，虽然我国在

农业、能源、金融等经济领域已经有了比较详尽的法律规定，但这些法律规定不是以调整全国经济

安全为整体目标，没有形成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法律服务网络，不足以从整体上保障中国国家经济

安全。另一方面，对新形势下出现的可能危及国家经济安全的领域缺少相应的法律规定。以中国对

外直接投资 （ＯＦＤＩ）方面的法律为例，法律法规建设明显落后于中国 ＯＦＤＩ高速增长的现实，现

有法律体系中关于境外投资的条款与国际法律不协调，缺少解决由国内外相关法律不同而造成矛盾

的法律规定。

２．机构协调较弱

在防范国家经济安全风险的过程中，往 往 存 在 “合 成 谬 误”②，而 避 免 风 险 管 理 “合 成 谬 误”
的关键在于提升机构的协调能力。当前中国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机制中的管理模式以行业管理为主。
这种模式可以比较专业地处理一些行业特色鲜明的问题，但不太适应事关全局性国计民生的重大经

济安全问题。尤其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几乎任何一个经济领域的不安全因

素，都具有跨行业的联动性甚至是流动性特征，原有的各自为政、缺少协调的管理机制显然对此力

不从心。以汽车行业为例，从能源安全的角度出发，需限制汽车生产尤其是产能相对落后能耗相对

较大的国产汽车的发展；但从产业安全的角度来说，这种做法必然会导致作为我国支柱产业之一的

汽车行业在面对进口汽车时竞争力不足。

３．评估指标缺失

国家经济安全评估指标体系是分析国家经济安全的特征、评判国家经济安全的态势和制定国家经

济安全政策的技术基础。通过科学选取相应的指标，构建起国家经济安全评估指标体系并动态调整，
才有可能比较准确地捕捉住动态发展的国家经济安全的真实情况。当前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研究成果中

关于指标体系的设计虽然各擅胜场，但总体来看，可操作性仍有待提高，所以一直停留在学界研究层

面，还没有上升到政策制定层面。以利比亚战争为例，２０１１年的利比亚战争使中国国家经济利益严重

受损，不计算固定资产损失、未收回的应收账款损失、回国人员安置费用、三角债问题等，仅直接涉

及工程项目合同额就高达１８８亿美元。③ 如果投资前中国国家经济安全评估指标体系是完整的话，必然

会对战前利比亚的宏观环境性风险发出警示。根据战前资料，利比亚既不是１９５８年 《纽约公约》④ 成员

国，也不是１９６５年 《华盛顿公约》⑤ 成员国，与中国之间也没有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根据这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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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王梓薇：《国家经济安全研究回顾与展望》，载 《生产力研究》，２００８ （２３）。

刘尚希、傅志华、李成威：《妥善应对复杂国际形势对经济安全的冲击》，载 《经济日报》，２０１９－０７－０３。

王金岩：《利比亚变局对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的影响》，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２０１２ （０２）。

１９５８年 《纽约公约》，即联合国关于国际商事仲裁的 《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在该公约下，在任何一个缔约国

做出的仲裁裁决，在任何一个缔约国均应得到承认和执行。目前，包括中国在内，共有１５６个国家加入该公约。

１９６５年 《华盛顿公约》，即 《关于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由世界银行创议设立，旨在为参加该公约的

各缔约国和其他缔约国国民之间的投资争端提供调停和仲裁便利，以排除政治干预和外交干涉，改善投资氛围。目前，包括中 国

在内，共有１６１个国家加入该公约。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尚未加入该公约或加入但未生效 的 国 家

有：泰国、老挝、缅甸、不丹、印度、马尔代夫、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伊朗、巴勒斯坦、波兰、俄罗斯，这１２个国家都

是中国对外投资的重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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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来看利比亚的宏观环境性风险，利比亚完全可以定性为不适合大规模投资的高危区域。
（三）加强中国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机制建设的建议

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机制建设领域通常包括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及时系统的监测机制、坚决迅

速的落实机制、战略资源的储备制度、关键产业的准入制度、重大危机的管控机制等。根据当前我

国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机制存在的主要不足，我们认为，今后应重点加强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１．在政治层面，加强党对国家经济安全工作的领导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３１日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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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 《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领

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

量。必须坚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健全总揽全局、
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根据 《决定》要

求，我国的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机制建设也要旗帜鲜明地加强党的领导。
中央国安委是党中央关于国家安全工作的决策和议事协调机构，从这个定位来说，由国安委对

国家经济安全进行科学统筹无疑是做好工作的关键。建议在国安委下设关于国家经济安全事务的专

门管理机构，由该机构负责统筹协调目前相对分散的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管理职能；确定国家经济

安全管理的总体目标；组织各级机构设置及其职责方案；负责国家经济安全相关政策的订立与执

行；评价国家经济安全的管理状况和管理能力；组织建设全国国家经济安全管理信息系统等。

２．在法律层面，完善关于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法律法规

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机制建设的目的在于通过相关法律的建设和国际规则制定的参与，打通国内

国际两个市场，综合配置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减少国家在国际经济相互依存体系中过高的脆弱性和

敏感性。鉴于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性，把国家经济安全立法提上日程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举

措。为了保障中国经济的发展拥有良好的法律环境，应发挥好中国的制度优势，本着维护经济主权

原则、适度国家干预原则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原则，尽快制定一部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统一法。在短

期内不能实现统一立法的情况下，应尽快补充和完善行业的法律法规。

３．在技术层面，优化中国国家经济安全评估指标体系

建立实操性较强的国家经济安全评估指标体系并尽快付诸应用，应成为下一个阶段关于中国国

家经济安全机制建设的重点。以近年来中国迅速增长并一度影响到国家金融安全的中国对外直接投

资 （ＯＦＤＩ）为例，今后在设计国家经济安全评估指标体系时，应充分考虑对中国国家经济安全可

能产生重大影响的相关指标，如反映 ＯＦＤＩ规模的 流 量、存 量 指 标；反 映 ＯＦＤＩ速 度 的 流 量 增 长

率、存量增长率指 标；反 映 ＯＦＤＩ效 益 的 ＯＦＤＩ绩 效 指 数 和 反 映 环 境 性 风 险 的 ＯＦＤＩ环 境 指 数，
等等。

五、结语

国外的国家经济安全研究主流的方法是把经济安全放在国家安全的整体框架下进行研究，呈现

出三个特点：从研究领域来看，从传统安全向非传统安全过渡；从研究视角来看，从政治视角向经

济视角拓展；从指导思想来看，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国家经济安全观。
与国外的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相比，我国的国家经济安全研究带有比较明显的 “边干边研”的特

色。在梳理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研究主要脉络的基础上，我们将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的发展历程分

为五个阶段：热点关注阶段、渐成体系阶段、入世应对阶段、顶层设计阶段，以及正在进入的以制

度建设为中心的规范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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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察分析当前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我们注意到当前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研究

存在的四个主要不足：从研究层面来看，战略性有待强调；从研究内容来看，系统性有待完善；从

研究深度来看，规范性有待加强；从研究成果来看，应用性有待提高。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这些问题来自巨量贬值的对

外资产，来自升值的对外负债，来自中外贸易争端，也来自经济全球化的内在矛盾，但归根结底，
还是来自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制度因素。在分析当前我国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机制存在的主要不足的

基础上，我们认为：今后我国的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机制建设应重点加强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１）
在政治层面，加强党对国家经济安全工作的领导； （２）在法律层面，完善国家经济安全的相关法

律；（３）在技术层面，优化国家经济安全评估指标体系。
我国从事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的工作者，应根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制度建设的精神，把相

关的制度研究作为今后一段时期内国家经济安全研究工作的重中之重，为建设中国国家经济安全保

障机制提供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更具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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