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安全主题教育典型案例 
 

今年 4 月 15 日是第六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国家安

全机关披露一系列涉及政治安全的典型案例。与以往在

“4·15”前后较多披露反间谍案件不同，今年披露的案例内

容则以政治安全为主，相关涉案人员或勾结境外反华势力颠

覆国家政权，或借赴港读书之机参与反中乱港活动。现将相

关案例予以整理总结，提请广大师生注意。 

 

接受某国十余名高官具体指令污蔑中国 

2020 年 8 月，国家安全机关侦破河北某高校学生田某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及时挫败境外反华势力培养、扶植

境内代理人的企图。 

1999 年出生的田某为河北某高校新闻系学生。田某自

8 岁起开始收听境外反华媒体广播节目，经常“翻墙”浏览

境外大量反华政治信息。2016 年 1 月，田某开通境外社交

媒体账号，开始同境外反华敌对势力进行互动。进入大学

后，田某经境外反华媒体记者引荐，成为某西方知名媒体

北京分社实习记者。在此期间，田某大量接受活动经费，

介入炒作多起热点敏感案件，累计向境外提供反宣素材



 

3000 余份，刊发署名文章 500 余篇。 

在境外势力蛊惑教唆下，田某于 2018 年创办境外反华

网站，大肆传播各类反华信息和政治谣言，对中国进行恶

毒攻击。2019 年 4 月，田某受境外反华媒体人邀请秘密赴

西方某国，同境外二十余个敌对组织接触，同时接受该国

十余名官员直接问询和具体指令，秘密搜集并向境外提供

污蔑抹黑中国的所谓“证据”。 

由于田某与境外反华组织接触开展的一系列渗透活动

严重危害我国政治安全，国家安全机关通过严密侦查，于

2019 年 6 月依法将田某抓捕归案。“这是美西方反华势力

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中国学生群体渗透拉拢的典型案例。”中

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李伟表示“是否在西方媒体

工作是每个人的择业自由，但是从事任何行业都应该有相

应的职业操守。如果只是借用媒体外衣来从事危害他国安

全的行为，那就是一种犯罪。” 

在反华势力针对中国新疆的所谓“种族灭绝”“强迫劳

动”谣言的炮制过程中，西方媒体就扮演了很重要的角

色。“正如该案例中的当事人，他们往往在境外接受培训，

获得敌对势力的经济支持，并贯彻反华政客搞乱中国的政

治意图。” 

 

 



 

内地赴港学子遭遇“攻心战” 

2019 年在香港发生的持续数月的反中乱港暴力事件

里，一些内地学生也被卷入其中。2020 年 6 月，国家安全

机关侦破一起内地赴港学生杨某某与境外敌对组织及反中

乱港势力相勾连，从事颠覆我国家政权及反中乱港活动

案。 

1995 年出生的杨某某毕业于江苏某大学新闻与传播学

院，2017 年赴香港某大学就读电影专业硕士研究生。赴港

学习期间，杨某某受境外反华势力言论影响，对中国内地

产生敌对情绪。2018 年 10 月，杨某某参与某境外敌对组

织组党结社活动，帮助开展反华宣传，并参与非法游行。

随后，其得到某敌对组织的任命，从事在互联网上引导话

题讨论、转发视频图片等工作。 

同时，杨某某作为群组管理员，加入了该敌对组织核

心群组“小沙龙”，他在群内频繁发布“封杀中企”的联署

信，讨论我国领土问题，并提出利用 WiFi 热点和 AirDrop

传播反华宣传品等“扩大组织影响力”的方案。2019 年 6

月香港“修例风波”期间，杨某某大肆转发声援暴徒的推

文，引导群内成员关注、讨论，甚至向境内“倒灌”香港

“斗争经验”。 

2020 年 6 月，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将杨某某抓获归案。

通过教育感化，杨某某对违法犯罪行为供认不讳，主动交



 

代揭发境外敌对势力的丑陋行径，承诺不再从事危害国家

安全的活动。 

杨某某的违法犯罪行为在香港“修例风波”中并非个

案。2020 年 5 月，国家安全机关侦破一起境外反华敌对势

力渗透拉拢内地赴港学生陈某某从事反中乱港活动案。 

1996 年出生的陈某某自 2014 年起先后在香港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攻读学士、硕士学位。赴港读书后，其受香

港复杂社会政治环境影响，逐步形成反华政治立场和政治

投机心态，在思想和言行上极力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

制度。香港“修例风波”期间，陈某某在社交媒体上发表

大量支持黑暴行径、攻击中央政府对港管治的言论，甚至

公开声称要“光复香港”。 

2020 年 5 月，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对陈某某进行审查。

陈某某如实交代了加入反华组织的经历，对公开声援“港

独”等违法活动供认不讳。在国家安全机关办案干警耐心

教育引导下，陈某某思想观念得到彻底扭转，主动写下 10

万余字的悔过材料，表示要痛改前非，不再参与任何违法

活动。 

据了解，近年来，境外反华敌对势力大肆对境内人员

开展意识形态“攻心战”，少数赴境外就读的留学生由于年

轻涉世未深易受煽动蛊惑，被裹挟参与敌对活动。从上述

案例看出，境外反华敌对势力越来越注重利用内地赴港学



 

生价值观念尚未成形、政治鉴别力不强、急需融入新环

境、追求个人利益等特点，通过政治“洗脑”、利益诱导等

手段极力拉拢渗透他们。 

从披露的案例中可以看出，境外反华敌对势力物色人

选时，会根据对方在网上流露出的思想动态筛选，然后慢

慢进行接触和发展，一些判断力、鉴别力不强的年轻人因

此容易落入陷阱，成为反华势力的“棋子”。 “值得注意

的是，以上两个案例也反映出一个现象：大众国家安全意

识亟须转变，国家安全的形态正变得多元化，远远超出传

统认知中的‘抓间谍’。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我们要建立综

合、立体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有学者表示，世界上一些大国早已围绕金融、网络甚

至外太空，构建、扩展了一套服务自身的国家安全概念。

而且，世界上很多国家在涉及国家安全问题的具体实践中

都会遵循覆盖面更广泛的原则，特别是在国家利益受到严

重威胁或者与外部势力对抗比较激烈的时期，很多行为都

会纳入国家安全范畴来审视，防止这些行为进一步造成危

害。“因此，对于新形势下的国家安全，我们必须是以‘主

动防御’为主，而不是简单的‘被动追责’。” 

 

国家安全挑战中，政治安全挑战居于首位 

国家安全机关在以往“4·15”前后较多披露反间谍案



 

件，但今年披露的案例内容以涉政治安全为主。其实早在

2014 年 4 月 15 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就明

确提出构建集政治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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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一章第三条列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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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各领域国家安全，

构建国家安全体系，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为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2015 年 7 月 1 日,全国人

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一章第

十四条规定,每年 4 月 15 日为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近年

来，全民维护国家安全意识的提升取得显著成效。例如：

2020 年“4·15”系列宣传活动期间，江西赣州市会昌县村

民张某发现其儿子张某某在广东汕头务工期间可能从事过

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活动后，劝说并陪同其子于 4 月 21 日

至赣州市国家安全局投案自首。 

张某某主动交代：2019 年在汕头期间，他通过微信结

识某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人员，被对方以兼职为诱饵发展利

用后，每天到驻汕头某部队港区进行观察记录，拍摄港区

舰艇舷号的动态和静态情况，通过微信发给对方。在此过



 

程中，张某某共接受对方提供的间谍经费近 3 万元。经有

关部门鉴定，张某某提供给对方的多份资料涉及国家秘

密。目前，该案已进入司法程序。鉴于张某某存在自首情

节，且积极配合国家安全机关办案，依据反间谍法可从

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实际上，维护国家安全的任务并不只是由国家来完

成，人民也应该提升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维护国家安全

是一场人民战争。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或线索，请及时拨打过

国家安全机关受理电话：12339 进行举报，并与学校

保卫处进行联系：  A 区：65100110   B 区：

65120110  C 区：65118110  虎溪：65678110 。

更多国家安全资讯，关注“平安重大”微信公众号： 

 

 

 

上述资料主要来源于网络（环球网），如涉及版权

请联系重庆大学保卫处：65100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