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全保密技术防范常识 

 

一、不得将涉密计算机及网络接入互联网及其他公共信

息网络     

隐患分析：涉密计算机及网络直接或间接接入互联网及

其他公共信息网络，可能被境外情报机构植入“木马”窃密程序

进行窃密。 

    防范对策：涉密计算机及网络直接与互联网及其他公共信

息网络必须实行物理隔离，即与互联网及其他公共信息网络之

间没有任何信息传输通道。 

    二、不得在涉密计算机与非涉密计算机之间交叉使用 U 

盘等移动存储介质 

   隐患分析：U 盘等移动存储介质在非涉密计算机上使用

时，有可能被植入“木马”窃密程序进行窃密。当这个移动存

储介质又在涉密计算机上使用时，“木马”窃密程序会自动复

制到涉密计算机中，并将涉密计算机中的涉密信息打包存储到

移动存储介质上。当移动存储介质再次接入到连接互联网的计

算机上时，涉密信息就会被自动发往境外情报机构控制的特定

主机上，造成泄密。   

防范对策：涉密 U 盘等移动存储介质不得在非涉密计算

机上使用；非涉密移动存储介质以及手机、数码相机、MP3、

MP4 等具有存储功能的电子产品不得在涉密计算机上使用。   

三、不得在未采取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将互联网及其他公

共信息网络上的数据复制到涉密计算机及网络   

隐患分析：在未采取防护措施的情况下，从互联网及其

他公共信息网络下载数据复制到涉密计算机及网络时，可能



同时将计算机病毒，特别是“木马”窃密程序复制到涉密计

算机及网络中，存在严重泄密隐患。   

防范对策：确需将互联网及其他公共信息网络上的数据

复制到涉密计算机及网络时，应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如使

用一次性光盘刻录下载，设置中间机，或者使用经国家保密

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信息单向导入设备。   

四、不得擅自在涉密计算机上安装软件或复制他人文

件   

隐患分析：在涉密计算机上擅自安装软件，尤其是安装

从互联网下载的软件，可能同时将计算机病毒，特别是“木

马”窃密程序安装到涉密计算机中，带来泄密隐患。随意复

制他人文件，也有同样的风险。   

防范对策：涉密计算机安装软件或复制他人文件资料须

经批准，并进行必要的病毒查杀，特别是对“木马”窃密程

序的查杀。   

五、不得将无线外围设备用于涉密计算机   

隐患分析：涉密计算机使用无线鼠标、无线键盘等无线

外围设备，涉密信息会随无线信号在空中传递，极易被他人

截获，造成泄密。   

防范对策：涉密计算机应使用有线连接的外围设备。   

六、不得将涉密计算机及移动存储介质通过普通邮寄渠

道寄运或违规交由他人使用、保管   

隐患分析：将涉密计算机及移动存储介质通过普通邮寄

渠道寄运或违规交由他人使用、保管，会使涉密载体失去有

效的保密防护，存在泄密隐患。   



防范对策：认真执行涉密载体使用保密管理规定，不得

将涉密载体通过普通邮寄渠道寄运或违规交由他人使用、保

管。   

七、不得擅自携带涉密笔记本电脑及移动存储介质外

出   

隐患分析：携带涉密笔记本电脑及移动存储介质外出，

容易丢失或被窃，存在严重泄密隐患。  

防范对策：在一般情况下，不允许携带涉密笔记本电脑

及移动存储介质外出。确需携带外出的，要严格履行审批手

续，采取有效管理措施，确保涉密笔记本电脑及移动存储介

质始终处于严密监控之下。同时采取强身份认证、涉密信息

加密等保密技术防护措施。   

八、不得擅自将处理涉密信息的计算机及移动存储介

质、传真机、复印机等办公自动化设备交由外部人员维

修   

隐患分析：处理涉密信息的计算机及移动存储介质、传

真机、复印机等办公自动化设备，是重要的涉密载体，擅自

交由外部人员维修，可能会使存储的涉密信息失控。   

防范对策：处理涉密信息的计算机及移动存储介质、传

真机、复印机等办公自动化设备应当在单位内部进行维修，

现场有专门人员监督；确需外送维修的，应当拆除信息存储

部件或进行专业销密。   

九、不得将未经专业销密的涉密计算机等办公自动化设

备出售、赠送、丢弃   

隐患分析：涉密计算机等办公自动化设备中的涉密信息

被简单删除或格式化处理后，仍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恢复。因

此，未经专业销密就擅自处理，存在严重泄密隐患。   



防范对策：1.在将涉密计算机等办公自动化设备出售、

赠送、丢弃之前，应使用符合国家保密标准的设备对涉密信

息或内部敏感信息进行清除，确保不被还原。2.将准备淘汰

的涉密计算机等办公自动化设备送交保密行政管理部门授

权的销毁机构或指定的承销单位销毁。   

十、不得将处理涉密信息的多功能一体机与普通电话线

路连接     

隐患分析：多功能一体机具有传真、扫描、打印、复印

和信息存储等功能。处理涉密信息的多功能一体机与普通电

话线路连接，可能将涉密信息传输到公共通信网络上，或被

境外情报机构通过普通电话线路远程控制，窃取机内存储的

信息，造成泄密。   

防范对策：处理涉密信息的多功能一体机，必须与普通

电话线路断开。   

十一、不得在涉密场所中连接互联网的计算机上配备和

安装视频、音频输入设备   

隐患分析：涉密场所中连接互联网的计算机如果配备和

安装视频、音频输入设备，境外情报机构就可能通过互联网

远程控制这台计算机，启动视频、音频输入设备对涉密场所

进行窃照、窃听，造成泄密。   

防范对策：涉密场所中连接互联网的计算机不得配备和

安装视频、音频输入设备。   

十二、不得将手机带入重要涉密场所   

隐患分析：手机具有网络定位功能，带入重要涉密场所，

易暴露涉密目标。手机在重要涉密场所处于通话状态时，会

同时将周围的语音信息传输出去。被安装了窃听软件的手



机，即使关机或待机，也可在无振铃、无屏幕显示的情况下

转为通话状态，成为一部窃听器。   

防范对策：进入重要涉密场所之前，应将手机放入手机

屏蔽柜内。也可使用保密会议手机干扰器对涉密场所进行手

机信号屏蔽。   

十三、不得在连接互联网及其他公共信息网络的计算机

上存储、处理涉密信息   

隐患分析：在连接互联网及其他公共信息网络的计算机

上存储、处理涉密信息，相当于把涉密信息放到了无安全保

护的公共场所，为他人特别是境外情报机构获取涉密信息提

供了可乘之机。   

防范对策：不在与互联网及其他公共信息网络连接的计

算机上存储、处理涉密信息。   

十四、不得在非涉密办公网络上存储、处理涉密信

息   

隐患分析：非涉密办公网络缺乏安全保密防护措施，如

果存储、处理涉密信息，泄密风险很大。   

防范对策：不在非涉密办公网络上存储、处理涉密信

息。   

十五、不得在政府门户网站上登载涉密信息   

隐患分析：政府门户网站是建立在互联网上的信息发布

平台，在政府门户网站上登载涉密信息，相当于将涉密信息

发布在互联网上。   

防范对策：严格遵守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制度，对拟在政

府门户网站上登载的信息进行严格的保密审查，确保涉密信

息不上网。   



十六、不得使用具有无线互联功能的计算机处理涉密信

息   

隐患分析：具有无线互联功能的计算机，在开机状态可

自动与无线网络连接，可能被他人远程控制。即使关闭联网

程序，也可以使用技术手段，通过无线网络将其激活，窃取

信息。同时，无线上网传输信号暴露在空中，可被任何具有

接收能力的设备截获。   

防范对策：处理涉密信息的计算机，必须拆除机内无线

网卡等无线互联设备，切断无线联网渠道；无法拆除的，不

得用于处理涉密信息。   

十七、不得使用个人计算机及移动存储介质存储、处理

涉密信息   

隐患分析：个人计算机及移动存储介质无法按国家保密

规定进行管理，且往往连接互联网，可能感染计算机病毒，

或被植人“木马”窃密程序，用来存储、处理涉密信息，泄

密风险很大。   

防范对策：不用个人计算机及移动存储介质存储、处理

涉密信息，也不要把个人计算机及移动存储介质带入重要涉

密场所。   

十八、不得将未经保密技术检测的办公自动化设备用于

保密要害部门、部位   

隐患分析：办公自动化设备特别是进口设备，有可能被

安装窃密装置，存在泄密隐患。   

防范对策：用于处理涉密信息的办公自动化设备应当随机采

购，并进行安全保密技术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