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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教育安全是指安全主体( 个人、一类群体或国家) 的教育( 主) 权、教育制度、教育传统以及自身教育发展等，

能够经受来自外部或内部环境的各种威胁、干涉、侵蚀和挑战，并能够有效维护主体安全，保障安全主体教育功能

得以充分实现的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运行状态。教育安全呈现出假设性与现实性并存、内潜性与外显性同在、动态

性与发展性相织、长期性与突发性相联四大特点。由于教育安全能使主体的教育权利得到保护并顺利实现、教育

功能得以充分发挥并得到认同，并能有效抵御来自外部或内部威胁和挑战，因而教育安全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

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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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旋律，但

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这一长期存在的

斗争却在“全球化”、“国际化”、“信息化”的浪

潮中日趋激烈，形式也更为隐蔽。在这一背景

下，教育作为传播理念、培养公民的重要工具，

在宣传和扩大民族及国家、国际影响力方面责

任重大，因而，不可避免地要卷入这一斗争，并

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教育安全”因此也成为令

人关注的问题。教育安全问题既属于国家安全

问题，也属于教育问题，它关系到教育自身的发

展和国家对教育安全的维护。因此，教育自身

的安全问题日渐成为各国关注的热点，对教育

安全的研究逐渐进入各国政府和研究者关注的

“视域”中心。
教育安全问题的形成是国际安全环境和传

统安全理论发生转变带来的必然结果，教育安全

意识的增强是对全球化和国际文化教育交流日

益频繁所带来的价值观挑战的积极应对，教育安

全研究的兴起是各国维护教育主权、加强国家核

心价值观念以及培养多元文化理解与和谐的重

要趋势。但有关教育安全概念的理解，基本理论

的构建仍处于不断讨论与丰富的过程，基于此本

文着重从教育安全概念的界定、主要特征和意义

三个方面展开讨论，力图在教育安全理论的一些

关键问题上有所探新，进而促进教育安全研究的

持续深入开展。

一、教育安全的界说

自 20 世纪的冷战时期以来，“教育安全”就

一直是 众 多 安 全 问 题 当 中 的 一 个 敏 感 话 题。
1957 年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随即美

国出台了《国防教育法》，第一次把教育正式提

到了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这亦是此后美国一

系列教育改革所要实现的目的所在。面对日趋

激烈的国际竞争，1983 年美国高质量教育委员

会提出《国家处在危 险 之 中: 教 育 改 革 势 在 必

行》的报告，使教育成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核

心要素。2013 年 5 月，由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

资助成立的“教育改革与国家安全”独立工作组

提交了美国 2012 年《教育改革与国家安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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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该报告提出“教育的失败使美国未来的经

济发展、全球地位以及国土安全处于危险当中”
的论断，分析了教育不足在哪些方面给美国的

国家安全带来严重的问题。［1］日趋常态化的国

际交流使日本意识到教育交流给整个国家带来

的不安全因素，2000 年日本文部省提交的《日

本发展报告 2000 － 2001》指出“教育安全意味

着本国传统价值观和道德理念的回归，强调保

持日本国民身份的重要性，加强德育以应对身

份危机，呼吁传统文化的传授和现代科学技术

的学习。”［2］21 世纪日本着力实施民族主义教

育，以确 保 国 民 忠 于 自 己 的 国 家，保 障 教 育 安

全，维护国家安全。美国和日本的这一系列报

告不仅强调了教育与国家安全的相关性，而且

不断阐释和丰富着教育安全的内涵与外延，促

进了教育安全的研究。
早在 20 世纪初，面对世界列强的挤压和蹂

躏，我国的有识之士就基于教育政治学的视角，

研究教育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明确提出了

“教育救国”的主张，指出教育是强国富民的百年

大计，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的基础和根

本。［3］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教育

国际化的浪潮冲击之下，我国教育不断受到来自

各方面的挑战和威胁，教育安全问题凸显。2001
年有学者在《中国教育问题报告》中指出: “在诸

多‘安全’中最为关键的因素便是人的问题，包括

人的各种需求、思想观念、智能才干、民族特点、
宗教习俗等等，及其相互间的差异与矛盾。这些

看似无形的因素与各级各类教育均有紧密关系，

并可能引发内心或行为的动荡与冲突。这类问

题本文称之为教育安全问题。”［4］教育安全问题

的明确提出，对客观把握我国的教育安全状况，

厘清教育安全概念，深入开展教育安全研究具有

重要的意义。
教育安全作为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学术界

对其基本概念的认识还处于逐步深入、不断丰富

的过程中。目前，我国学术界对教育安全概念的

界定主要有以下四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是“主权”论。持“主权”论的研究者认为，

国家教育安全是指作为国家主权组成部分的教

育主权和教育尊严神圣不可侵犯，个性化的教育

传统和教育选择应该而且必须得到尊重。教育

主权是主权国家所享有的自主处理对内、对外教

育事务的最高权力。具体地说可以分为教育立

法权、教育行政权、教育司法权与教育监督权。［5］

这一看法以国外教育主权论者的观点相接近，如

Joel H． Spring 就认为，教育安全是国家主权安全

的一部分，包括学校、媒体以及其他思想控制的

工具。［2］由此可见，“主权”论强调教育主权作为

国家主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权威性和排

他性，并应得到充分的保护。
二是“措施”说。主张“措施”说的学者指出，

教育安全不等同于国家安全，教育安全除涉及国

家安全利益外，还牵涉到民族的兴衰、文化的传

承等问题。因此，教育安全是“国家为维护本国

的教育主权，保护教育制度不受外来干涉和侵

蚀，有权采取措施保护本国的教育利益的制度总

和。”［6］“措施”说，主要把教育安全指向教育主权

的不受侵犯，教育制度不受侵蚀，强调采取并建

立一系列的教育安全保护措施，即“制度总和”。
三是“状态”说。坚持“状态”说者强调，国家

教育安全属于国家非传统安全重要组成部分，指

某一特定国家行为主体在对本国和别国教育竞

争力进行综合比较的基础上，所判定的其教育领

域“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观上不存在恐惧的状

态”。［7］“状态”说，在确定教育安全属于非传统安

全的基础上，主要从国家层面对教育安全进行考

察，并把国家作为教育安全的主体，强调从国家

竞争的宏观视角来观察和把握教育的安全状况

和问题。
四是“问题”说。秉承“问题”说者则明示，教

育安全是一类“涉及国家民族安全的教育问题”，

“教育安全是涉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系统

论、控制论、博弈论、人力资源理论、比较教育和

教育发展等研究领域的综合性概念，涉及与国家

民族安全成正负相关的各类教育问题，涵盖了教

育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教育安全”是力图通

过“危机意识”和“安全意识”使人们全面地、宏观

地把握教育发展，深化人们对于教育的理解。”［8］

“问题”说虽然没有明确地给教育安全下定义，但

其“问题”意识，给我们明确教育安全的概念提供

了有益的参考。
综上所述，“主权”论强调教育主权，“措施”

说强调对教育主权的保护，“状态”说强调以国家

主体保障教育的安全，“问题”说强调教育安全的

“问题意识”，教育安全的四种具有代表性的概念

各有自己的合理性，强调了不同的切入点，但总

体上是从“国家”的层面上讨论了教育安全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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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和属性。迄今为止，尽管学术界仍没有一个相

对统一公认的定义，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却达成

了共识，即教育安全是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本国的教育能够抵御来自国家外

部或内部的威胁和挑战。参考和借鉴已有研究

成果，我们认为，教育安全是指安全主体( 个人、
一类群体或国家) 的教育主权( 或权益) 、教育制

度、教育传统以及自身教育发展等方面，能够经

受来自外部或内部的各种威胁、干涉、侵蚀和挑

战，并能够有效维护自身的教育主权和权益、充

分发挥教育的多种功能，保障并实现主体安全和

可持续发展的一种运行状态。

二、教育安全的主要特征

教育安全的特征是对教育安全本质的归纳

和概括，是教育安全的“标志”。它是基于教育安

全概念，从教育安全与其内外部环境所作用的关

系中抽象出来的区别于其他相近概念的独特属

性。教育安全的本质是主体的安全，因而具有复

杂性、渗透性、过程性和发展性等特征，而教育安

全主体的多层次，以及影响因素的立体化，又使

其呈现多维性、交叉性、时空性和隐蔽性等属性。
多因素的交错和融合，形成了教育安全以下的复

合性特征。
( 一) 假设性与现实性并存

教育安全既有假定预设，也有现实问题，体

现出预防性和主动性。首先，教育安全问题提

出的假设性。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最初主要

涉及军事安全、国防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

等领域，后来随着世界文化、科技、信息技术等

的发展，国家安全的内涵进一步扩展，涉及金融

安全、信 息 安 全、环 境 安 全、社 会 安 全、资 源 安

全、生产安全等一系列安全问题。但如果仔细

分析我们会发现，不管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

全，还是近年来提出并日渐受到关注的非传统

安全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人的安全”问题，最关

键的是教育问题。由此，我们不仅需要提出并

厘清“教育安全”这一概念，而且还需要预测并

假定由传统或非传统安全因素带来的可能的、
潜在的各种教育安全问题，提前做出预防性和

针对性的应对方案。关注教育安全的假设性是

防患于未然，尽可能使教育安全隐患解决于青

萍之末的应然选择。
其次，教育安全问题的现实存在。在现实

生活中，教育安全问题不仅是假设的、可能的、
虚拟的存在，更是一种客观的、真实的、弥散在

日常生活中的威胁和挑战。从国家层面来看，

教育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是国家发展战略

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受历史和现实、国内和

国外、教育内部和外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国家

的教育发展总是会面临多种现实的困境、危机

和问题。因此国家必须通过教育立法、教育方

针政策、教育体制机制、教育经费保障等方式确

保教育发展的方向、教育目标的实现。以我国

九年义务教育为例，其目标是培养社会主义的

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保证

全体国民完成九年教育，在教育过程中，使国民

学习基本的科学文化知识，掌握基本的生产生

活技能，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

培养国民的国家认同。但现实中，由于地区间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民族文化对教育的认

同，以及不同社会阶层对教育的需求等方面存

在差异的影响，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和教育目

标的实现程度，并没有完全达到国家预设的目

标。对国家而言，这就是一个关乎能否实现国

家发展战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教育平等

的实实在在的教育安全问题，因而发挥国家的

主体作用，从宏观层面、决策层面和制度层面采

取积极措施解决各种现实问题便是保障教育安

全的必然选择。
( 二) 内潜性与外显性同在

教育安全问题并非全部为显性的，其表现和

影响因素多为内潜的。教育安全的内潜性是指

教育安全问题的产生、表现形式和影响因素在很

大程度是非显性的，不易被发现和察觉。教育安

全问题往往会在无形、模糊、文化意识深层、社会

运行底层，甚至在一种危险状态下发展，一旦不

及时发现和解决便会危及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根

本利益。因此，关注教育安全问题既要看到显性

的问题，也要重视隐性的、潜在的问题。教育安

全的内潜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所在领域的内潜性。传统安全如军事

安全、国防安全属于军事国防领域，主权国家为

了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有效遏制、抵御外

来武装力量的侵略和颠覆所进行的必要的军事

防御准备。一旦遭到外部势力的入侵和占领，军

事安全就面临着威胁，必须依靠强大的国防和军

事力量，维护本国领土完整。教育安全偏重于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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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领域，内在而无形，难以估量和把握，存在累积

效应，因而对教育领域的侵蚀往往是隐蔽的、内

敛的、于无声处渐进演变的。
二是教育安全问题的内潜性。由于受教育

发展方式本身所具有的保守色彩、超稳定性和效

果后显性等特征的影响，许多教育安全问题不易

引起社会的直接关注，尤其是一些深层次的教育

安全问题。往往当教育出现问题时，可能没有征

兆或征兆不明显而没有被重视，没有采取解决的

应对措施，只有当教育问题逐步积累，并在现实

中产生严重的后果时才被发现、才引起重视。然

而一旦问题形成，解决起来是非常复杂且成本巨

大的，甚至会带来一些难以挽回的负面效应。与

外显的传统安全和教育安全问题相比，内潜的教

育安全问题更具隐蔽性、掩饰性、模糊性，难以直

接发现、防范和解决，因而需要从更细微、综合、
深层的视角加以关注，需要内外相兼、表内相顾，

及早发现、预防和解决。
( 三) 动态性与发展性相织

教育安全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动态的、发展

变化的。教育安全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安全，

也没有绝对的不安全。所谓安全或非安全是影

响和制约教育安全的各主要因素和相互关系博

弈的阶段性结果，一种平衡或不平衡的状态。各

教育主体自身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走向教育安

全、提升教育安全水平的过程，动态性和发展性

是教育安全的常态。
首先是教育主体地位的变化。教育安全是

依附主体的，其发展深受依附主体地位的影响。
不管是个人、一类群体还是国家其所处的地位

和环境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在阶级社会，个人

的教育安全很难得到真正实现，因为大部分人

受到剥削和压迫，受教育权利得不到保障，没有

机会和能力来维护自己的教育安全，但是随着

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市民阶层的地位得到提升，

个人的教育安全也得到了相应的维护和保障。
国家和一类群体的教育安全也受其主体所处的

地位影响，如发达国家的教育属于“扩散型”，更

倾向于输出教育，第三世界的国家教育属于“模

仿型”，其更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冲击与挑战，当

主体处 于 强 势 地 位 时 教 育 安 全 态 势 就 表 现 良

好，当主体处于劣势地位时教育安全就难以得

到保障。
其次是教育本身地位的变化，即教育在社

会大系统各构成要素中相对地位的变化。例如

冷战之前，世界各国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不高，教

育发展相对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但是自 20
世纪 50 年代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

星，使得各个国家日益关注教育问题，纷纷把教

育纳入到国家发展战略加以规划，教育得到了

前所未有的重视。教育作为促进国家发展、维

护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在社会系

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极大的提升。教育本身

地位的这一变化，不仅带来了教育的快速发展，

教育功能得以更充分的发挥，也使教育安全得

到进一步增强。
( 四) 长期性与突发性相联

教育安全随着教育的存在而存在，没有终

止却有突 发 的 可 能。教 育 安 全 问 题 是 长 期 存

在、发展和积淀的结果，常常以渐进的方式逐步

侵蚀国 家 的 教 育 主 权、干 预 教 育 发 展 的 方 向。
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侵蚀过程的长期

性。教育问题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个

长期的过程，例如全球化引发的教育交流国际

化，信息化导致的教育产业开放化，不仅会对国

家的教育发展与稳定带来深远的影响，也会引

发新的教 育 安 全 问 题。二 是 安 全 危 害 的 长 期

性。教育安全涉及与国家民族安全成正负相关

的各类教育安全问题，［9］它关系着一国的政治、
经济、文化利益; 一旦教育安全受到危害，势必

会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本国的政治体制、经济体

制、文化传统、思想道德、国民价值观等领域，进

而影响到国家的安全和利益，如果没有及时防

范并制止，这些负面影响会在潜移默化中长期

存在。三是建立安全保障机制的长期性。在已

有的教育安全研究中，学者们达成普遍共识，那

就是为了更好地防范教育安全问题的出现应积

极主动地建立健全相应的教育法律、管理和监

督预警机制。然而，教育安全防范机制的构建

是一项复杂的、系统的、长期性的工程，需要有

国家的顶层设计、有各相关方面的制度安排，还

要有落实和检查评估的机制保障。
然而，教育安全问题也可能长期潜伏，一旦

外部冲击与威胁来临或偶发事件的激发，可能以

突发的方式，突然、意外、快速的出现、形成或传

播。由于教育安全问题的可控度不高，预警期较

短且预警信号不明显，当问题出现多已成为事

实，再行防范和补救措施，成本过大且效果不理

141



想。但教育安全问题的突发或意外是偶然中的

必然，因此，应高度关注教育安全的长期性和突

发性特征，在长期预警的范围内，对教育安全进

行预测和研究。

三、教育安全的意义

教育安全与国家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
人的安全等传统和非传统的安全问题相关紧密，

对各种安全具有深远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教

育安全作为人的安全基石、国家安全的基础、文

化安全的保障，其重要性日益受到各国的关注。
从教育的自身发展来看，教育安全的意义和价值

如下。
( 一) 教育安全能使安全主体的教育权利得

到保护并顺利实现

安全指的是行为主体( 个人或国家或一类集

体) 在自己生活、工作和对外交往的各个方面，能

够得到或保持一种不受侵害、免于恐惧、有保障

的状态。［9］教育安全的主体和安全的主体一样是

多样化的，即可以是个体或是某一类群体的集

合，如女童、少数民族、留守儿童、农民工等，也可

以是一个国家。
个体的教育安全是指个人的教育自身发展

不受内外环境的威胁和挑战，从而能够有效维护

个人教育权利实现并促进个人发展的运行状态。
个人教育安全的核心是作为个体的人是否享有

公平的受教育权益，国家和社会是否尽到了应有

不同教育需求的个体提供了日趋公平的教育资

源和基本的公共服务的责任和义务，以促进其实

现自身的教育愿望。一类群体的教育安全是指

一类群体自身的教育发展不受内外环境的威胁

和挑战，从而能够有效维护这类群体的教育诉

求，推进其可持续发展。群体教育安全的核心是

平等问题，即一类群体能否向其他群体一样平等

地享有教育的相关权益，能否通过教育传承其自

身的文化，维护其独特性。国家教育安全是指一

个国家自身的教育不受内外环境的威胁和挑战，

从而能够维护国家安全和促进国家可持续发展。
国家教育安全的核心是主权问题，即作为国家主

权组成部分的教育主权和教育尊严神圣不可侵

犯，个性化的教育传统和教育选择应该而且必须

得到尊重。［4］教育安全能使个人、群体、国家三个

层次主体的教育权利得到维护、保障和落实，有

益于社会公平、公正、和谐，有益于维护国家的稳

定与发展。
( 二) 教育安全能使教育功能得以充分发挥

并得到认同

教育功能是教育自身客观具备的功能和作

用，是教育的“实然”表现，它是教育系统对个体

和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各种需求所做出的回应和

实际影响。教育功能能否充分实现的一个关键

是教育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即如何确定教育子系

统在社会大系统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教育安

全高度强调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强调应使其上升

到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与国家安全同等重要的

位置，以利于教育功能的发挥。从这一意义上

说，追求教育安全的过程其实就是促进教育发展

和发挥教育功能的过程，就是保障国家安全，实

现国家发展战略的过程。
从具体层面上来说，教育本身就具有安全功

能。教育的安全功能就像教育的其他社会功能

一样，能够给个人和社会带来极大的安全保障。
对个人来说，教育安全是个体维护和行使自身权

利的保障，是提高个人素质，从而维护个人的其

他权利，实现全面发展的重要基石; 对一类群体

而言，教育安全是使一类群体的教育基本权利和

特殊需求得到保障，走向社会和谐、稳定和繁荣

的基础; 对整个国家和社会来说，一方面，教育安

全可以防范教育主权受到侵犯、核心价值观受到

侵蚀，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教育独立性和自主性;

另一方面，教育安全可以滋养国民的教育安全意

识和培养国际参与能力，在国际竞争中能自觉抵

御来自多方面的冲击与侵蚀。加强教育安全能

够使教育的育人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和社

会政治功能等得以充分发挥和实现，能够满足人

的发展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使教育的价值和

作用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
( 三) 教育安全能够抵御来自外部或内部的

威胁和挑战

教育安全的威胁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

来自外部力量的威胁，另一个是来自主权国家教

育自身发展失衡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从外部

看，教育安全是主权国家的教育主权、教育体系、
教育制度、教育传统、教育资源、教育功能等方面

不受制于全球化、信息化、多元化等带来的危机

和挑战，或者抵御由其他外部力量造成的威胁和

迫害的一种客观状态及能力展现。主权国家具

有独立的教育主权，能够独立自主地选择适合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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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国家国情的教育制度，独立自主地制定和实施

教育政策及教育发展战略，并能独立自主地支配

和利用本国的教育资源。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教

育国际交流的日益增多，国家的教育主权和教育

安全面临着潜在的挑战，应警惕隐藏在国际教育

交流与合作背后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文化用心，防

止国家教育主权的旁落、让渡、转移，采取平等对

话和差异互动的交流模式，坚持文化自主和学术

自立，确保国家的教育安全。［10］从内部看，教育安

全是教育自身适应的增强，是自我更新、发展和

完善能力的提高。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改

革的不断深入，教育系统与社会其它系统之间的

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教育的功能和作用受到质

疑。此外，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加剧，社会贫富悬

殊等问题，也带来了地区间教育发展严重失衡、
社会各阶层间教育不公平现象突出。因此，提升

教育安全的水平，能够增加自身的防范意识和能

力，有效应对经济社会转型带来的各种内部挑

战，抵御外来的侵蚀和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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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afety education refers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in which the educational right，system，trad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ecurity subject ( i． e． individual，group or country) are able to withstand all kinds of threats，interfer-

ence，erosion and challenges from external or internal environment，effectively protect the security and guarantee the full realiza-

tion of the educational right of the subject． Education safety possesses the following four characteristics: the coexistence of pre-

sumption and actuality，of latency and publicity，of dynamism and development，and of long term and suddenness． Education

security is attract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all over the world，since it can protect and realize the educational right of the sub-

ject，give full play and identification to educational function and effectively resist the external or internal threats and challenges．

Key words: education safety;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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