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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家统一考试“泄题门”时有发生，不仅干扰了考试秩序，

还损害了社会公信力。从曝出的案件来看，在命题、印刷、运送、交接、

保管等各环节都存在泄密隐患。

命题环节

2014 年，参加某职业资格考试命题工作的周某和江某为非法牟利，

经预谋分工，由周某将试卷及答案放在办公桌上，再由江某秘密带出复

印，提供给某培训机构。事件发生后，司法机关以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

判处周某有期徒刑 2 年，江某有期徒刑 1 年、缓刑 2 年。

印刷环节

2016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前，某监狱原分监区长曹某，经

罗某多次利诱，从该监区窃取试卷。曹某在监区先后拍摄 8 张试卷，并

将存储上述照片的内存卡通过自制弹射装置投射至监狱外，交给罗某。

罗某分两次将内存卡交给李某、王某。俩人组织答题后，又将试题及答

案提供给相关培训机构。曹某犯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6 个月。

交接环节

2013 年，某省公务员考试的试卷交接过程中，田某因利益驱使，伪

造考务证件，顶替某考区监考人员杜某，偷出试卷交给李某拍照后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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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QQ，并组织“枪手”答题，造成试题泄露。案件发生后，公安机关

将 25 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

保管环节

2012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英语考试前，某省教育考试院招考科科长

周某利用职务之便，借整理试卷之机从保密室窃取了试卷，并复印转卖。

周某犯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6 年，其他相关责任人也

受到相应处分。

《国家教育考试考务安全保密工作规定》等法律法规对国家统一考试

各环节提出了明确要求，但从上述案件来看，仍暴露出不少问题。第一，

保密教育不到位，部分人员缺乏保密意识和常识。第二，保密管理不严，

没有对国家统一考试的命题、印刷、交接、保管等环节进行严格管理。

第三，缺乏技术防范措施，对高科技窃密应对不足。

针对上述问题，考试主管部门应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加强人员管理

一要强化审查。有关主管部门应对命题审题人员、考务人员入闱前进

行审查，杜绝有关人员参与或授意他人进行与考试命题审题相关的培训

工作，或编写出版有关辅导用书。

二要加强教育。对参与试卷命题、印制、运送、交接、保管等人员开

展多种形式的保密教育培训，与有关人员签订保密责任书，促使其自觉

履行保密义务。

三要严肃追责。对整个试卷流转环节实时监控，对任何泄露国家秘密

的行为都要严肃处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



强化制度落实

一是完善入闱管理制度。入闱人员不得携带任何除工作配备外的通

讯、录音等工具进入命题、印刷场所，并禁止无关人员进入，同时确保

保密防护设备的正常运行。

二是落实各环节安全保密制度。如定点印刷制度，确保印刷厂区符合

国家统一考试试卷定点印刷单位保密标准；试卷运送要通过机要渠道或

可靠的交通工具，由双人以上专门押送，做到人不离卷、卷不离人；试

卷的交接应建立严格的查验手续，保密部门现场监督检查；试卷保密室

要实行 24 小时守卫制度等。

加大监督检查与技术防护

一是加大监督检查力度。考试主管部门要严格执行国家统一考试保密

管理要求，经常开展自查自纠，及时消除泄密隐患。

二是夯实技术防护。针对目前已有的窃密技术，采取应对措施，如屏

蔽命题与印刷场所无线信号，加强信息系统的安全防护，通过红外线刷

脸进入试卷库，使用 GPS 跟踪定位试卷运输车辆，对各环节远程实时视

频监控等，并努力跟进新技术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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