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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世界上最重
视国家安全立法的国家，
也是最早专门就国家安
全进行立法、国家安全法律体系最为完备的国家。国
家安全立法贯穿其整个历史，涵盖内容几乎无所不及。

美国《 1947 年国家安全法》是世界上第一
部专门就国家安全问题制定的法律，其他国家
制定国家安全法普遍比美国晚几十年，是美国
的“追随者”。

1986 年，日本曾效仿美国出台《安全保障会
议设置法》，并成立安全保障会议。2007 年，第一
届安倍内阁曾在国会提交《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
修正案》草案，试图改革安全保障会议没有成功。

2013 年，安倍内阁利用执政党在国会的多数议席强行
通过了《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并据此用国家安
全保障会议取代安全保障会议，两者的重要区别是国家
安全保障会议专门设置了国家安全保障局这一常设机
构。俄罗斯也效仿美国于 1992 年 3 月正式对外公布《俄
罗斯联邦安全法》，2010年进行了修改。该法规定总统任俄
罗斯联邦安全会议主席，组织和领导俄罗斯联邦安全会
议，任命安全会议的成员，这实际上确立了总统在俄罗
斯国家安全决策中的领导地位。

法国至今并没有专门的国家安全法，但有相关白
皮书。法国在萨科齐执政时期于 2008 年公布《国防与
国家安全白皮书》，以总统任主席的法国国防与国家安
全委员会依此成立，其主要职责是讨论国家安全决策
方案、协调各部门的行动、保证安全决策的顺利实施。
联邦德国曾多次尝试效仿美国进行国家安全方面的立
法，并据此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但几次努力均告失
败，至今还没有自己的《国家安全法》，其联邦安全委员
会目前主要限于管制武器出口。

反复补充完善
从国家安全角度来看，美国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

制定、修订和完善国家安全法的历史。从 1798 年的《归
化法》到 1947 年的《国家安全法》，从《国土安全法》到

《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美国国家安全立法不断发

展、修订和完善。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正式系统地进行了国家安全

机构体制的立法、打击共产党的立法、技术侦察的立
法、政治间谍的立法和保护情报人员身份的立法。其中
最重要的是《1947 年国家安全法》。

该法是一部确立美国国家安全机构的组织体制和
规范各机构职权范围的法律，奠定了美国国家安全体
制机制的法律基础。为了让美国安全体制能够应对苏
联的挑战，1947 年 2 月 26 日，杜鲁门总统正式向国会
提交《国家安全法》建议案，要求重组国家安全体系，成
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1947 年 7 月，杜鲁
门总统签署了参众两院通过的议案，美国《 1947 年国
家安全法》诞生。这是美国关于国家安全的一部“纲领
性”文件，其地位仅次于美国宪法，内容涉及国家安全
情报、军事与国家安全资源等。1949 年 8 月，又通过了

《国家安全法(修正案)》，后来又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
化经过多次修正，并作过较大修改和补充。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又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立法、加
强反间谍立法、反经济间谍立法等。特别是“ 9·11”事
件后，美国通过了 2002 年《国土安全法》、2007 年《外
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2014 年《网络安全增强法案》
和 2018 年《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等，作为对
美国国家安全法律体系的重要补充。

法律种类繁多
美国国家安全立法种类繁多，五花八门。总起来

看，主要有两类：一类是 1947 年制定的《国家安全法》
及其修正案，属于宪法性法律，是美国其他类安全法的
基础。另一类是国家安全专门法，即针对具体安全领域
制定的法律。像情报安全法、反恐怖主义法、“超级 301
条款”和《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等属于美国国家安
全专门法律。

情报安全法是美国规定情报机构及其人员活动的
法律规范，具体包括情报机构法、情报侦察法和间谍法

等，如《 1949 年中央情
报局法》《 1959 年国家
安全局法》《 1972 年军
人 间 谍 罪 惩 治 法 》

《 1978 年外国情报侦察
法》《 1980 年情报监督
法》《 1982 年外交使团
法》《 1982 年情报人员
身份保护法》《 1988 年

关于制裁泄露国家经济和商业情报者的法令》《 1996
年国家图像和测绘局法》《 2002 年国土安全信息共享
法》等，都属于情报类专门法。

反恐怖主义法包括《2001 年航空安全法案》《2001
年反恐怖主义法案》《 2004 年情报改革与防恐法案》

《 2007 年保护美国法》等。“ 9·11”事件后，美国政府加
强了情报立法与军事立法等工作，尤其是在情报侦察
方面加强立法，加大对恐怖主义的防范力度。

对外交涉工具
这些法律甚至成为美国对外交涉的工具和手段。

比如，“超级 301 条款”是美国针对外贸制定的专门法
律，源于《 1984 年贸易与关税法》，后经过多次修改和
增补。根据此条款，美国政府可以国家安全为由，对所
谓外国的贸易壁垒和非贸易壁垒等不公平贸易行为进
行强制性的一揽子调查。1985 年，美国运用“超级 301
条款”逼迫日本签下“广场协议”，大大削弱了日本的竞
争力。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美国对外
贸易伙伴征收高额关税，其依据正是“超级 301 条款”。

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是美国限制外国投资的专
门法。2007 年《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2008 年《外
国人合并、收购、接管条例》和 2018 年《外国投资风险
审查现代化法案》，是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外国企
业、个人在美国投资、并购的法律。

美国政府多次依据此法阻止外国企业对美国公司
的收购。2016 年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
会”(USCC)发表年度报告建议修改法案，授权美国投资
审查委员会阻止中国国企对美国企业的收购或控制。
2018 年 8 月，特朗普总统签署《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
化法案》。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美国曾利用类似法律
打断了日本“买下美国”的好梦。(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
学中东研究所教授、2017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美
国国家安全危机预警体制机制及启示研究”主持人)

贯穿整个历史 内容无所不及

美国国家安全立法五花八门
□刘胜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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