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涉密文件资料丢失案件频发的背后 

 

毛主席“保守机密，慎之又慎”的题词，是代代保密工

作者恪守不渝的保密箴言，但对毛主席题词的缘由，可能不

是每个人都熟知的。1941年春，中办机要处一位同志给毛主

席送去一份秘密电报。电报稿没有用信封封装，而是这位同

志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来的，这个细节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

他严肃地对这位同志说：“秘密文件放在衣兜里传递，是很

不利于保密的。”说着，他从办公桌上抽出一张毛边纸，题

写了“保守机密，慎之又慎”几个大字。应当说，从革命战

争年代一直到现在，保管好涉密文件资料，确保文件资料在

流转过程中不发生丢失，是保密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

随着计算机网络等信息设备的广泛使用，以及文件资料流转

方式日趋安全、便捷，丢失涉密文件资料的案件曾呈现出下

降的趋势。但是，最近一段时期接连发生多起涉密文件资料

丢失案件，丢失情况有所“回潮”，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

觉。   

  

几起丢失涉密文件资料的典型案件   

（一）传递过程中丢失   

案例 1：2014年 1月，某单位机要员卞某在帮助办公室

有关人员分发物资时，接到市委机要员来电，称机要交通车



已到单位门口。卞某在单位办公楼门口，签收了装有多份涉

密文件的 6个信封，未拆封、未登记，顺手放在大楼一楼窗

台上，分完物资后，卞某忘记将上述信封带回办公室。2月

底，市委要求清退涉密文件时，卞某发现涉密文件丢失，但

未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擅自决定私下查找。4月，在查找

无果的情况下，卞某才向单位报告。该单位随即向公安机关、

保密部门报案，经全力查找仍无下落。事件发生后，该单位

给予卞某开除党籍、公职处分，给予办公室主任潘某撤销党

内职务、行政降级处分，给予党委书记姜某党内严重警告、

行政记大过处分。   

案例 2：2014年 6月某日，某市属单位干部许某前往有

关单位领取了涉密文件，随后准备驾车离开。刚走到车旁，

手机响了，许某随即将涉密文件放在车辆后备箱上，接听电

话。当接完电话后，许某直接驾车离开停车场回家，忘了涉

密文件还在后备箱上。次日傍晚，许某才想起此事，赶紧查

找，但未能找到。第三日中午，许某向单位报告。公安机关

组成专案组开展查找、调查工作，始终未能找到。事件发生

后，有关部门给予许某行政记过处分。   

案例 3：2015年 3月某日，某市属单位文件收发员王某

违反保密规定，擅自将待发放的 4件 117份文件带出办公室，

存放在车内，到朋友家吃晚饭后于晚上 12时将车停放在其

居住的小区。次日早上，王某发现其车窗被砸、文件丢失后



立即报案。公安机关立即成立专案组开展侦查，及时破获案

件，并在小区保洁员家中找回全部丢失文件。据犯罪嫌疑人

交代，其发现盗窃物品是文件后将其丢弃在保洁员家中。事

件发生后，有关部门给予王某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调离原单

位。   

案例 4：2013年 5月，某市属单位司机温某到市委办公

室收发室领取报纸时，在未请示单位办公室主任黄某，也未

告知负责文件收发人员的前提下，代为签收了涉密文件。回

到单位后，温某未与单位负责文件收发人员履行签收手续。

2014年 4月，市委办清退文件时发现文件丢失。经多方查找，

未找到丢失的涉密文件。事件发生后，有关部门给予温某、

黄某党内警告处分。   

上述 4个案例均是涉密文件资料在传递过程中发生丢失

的典型案例，从近年来查处案件情况看，问题主要集中在以

下两个方面：一是传递的主体不符合要求。案例 4中司机温

某不是文件收发人员，不具有传递涉密文件资料的主体资

格。往往在这类情形中，传递人员对于涉密文件资料传递的

主体责任意识明显不足，极易导致涉密文件资料丢失。二是

传递的过程不符合要求。案例 1和案例 2中有关责任人员在

领取涉密文件后，严重违反保密要求，在文件传递过程中忙

于其他事务，致使忘记涉密文件的存在；案例 3中文件收发

员竟然将待传递的涉密文件存放在不具有任何保密条件的



私家车内。在这些情况下发生涉密文件资料丢失的情况也就

不足为奇了。   

（二）使用过程中丢失   

案例 5：2016年 1月某日 10时左右，某中央企业某部

门秘书钱某将文件传阅盒送至该部门副总经理刘某某的办

公室。11时左右，刘某某开始阅看盒内文件，看完后将该文

件传阅盒放在办公桌上。随后，刘多次离开办公室，期间门

未锁。16时左右，刘某某发现放在桌上的文件传阅盒丢失。

经核实，丢失文件传阅盒中有文件属于国家秘密。事件发生

后，该企业给予刘某某党内警告处分，免去其部门副总职

务。   

案例 6：2016年 4月某日，某中央国家机关检查组在某

单位开展检查时，向受检单位索要检查材料。该单位有关部

门负责人随即将涉密材料提交检查组备查，由于检查后材料

要退回，便未履行签收手续。检查组有关人员领取了材料后，

随手放在检查组临时办公室的茶几上。此后，检查组在该办

公室与受检单位其他人员进行了谈话，期间也有受检单位人

员前往该办公室送交其他材料。当日晚上，检查组发现文件

丢失，经多日查找均未发现文件下落。事件发生后，有关部

门给予责任人员相应处理。   

这两起案件是涉密文件资料在使用环节发生丢失的典

型案例。根据《关于国家秘密载体保密管理的规定》要求，



阅读和使用秘密载体应当办理登记、签收手续，应当在符合

保密要求的办公场所进行，管理人员要随时掌握秘密载体的

去向。然而，从上述两个案例看，责任人毫无疑问都没有做

到这一点。案件 5属于按程序传阅涉密文件，刘某某阅看完

涉密文件后，非但未将涉密文件退回或放置在具有保密条件

的环境中，还多次离开办公室且未锁门，致使涉密文件被置

于不具有保密要求的场所之中从而造成丢失。案例 6属于临

时性借阅涉密文件资料，有关当事人未按规定办理登记、签

收手续，领取文件后又随手放在复杂环境当中，且未采取有

效的保密管理措施，致使文件丢失。可见，违反规定阅读和

使用涉密文件资料，是造成涉密文件资料丢失的重要原

因。   

（三）保管过程中丢失   

案例 7：2014年 12月，某市市委办在清退文件时发现，

某市属单位领取的涉密文件无法清退。经查，该单位机要员

领取文件后，按照保密要求和文件流转程序进行了传阅，传

阅后由密件保管员邹某归档保管。邹某因工作疏忽大意，加

之当时患有疾病正在就医，没有将密件及时放回涉密文件专

柜，导致涉密文件丢失。事件发生后，有关部门给予邹某行

政记过处分，调离涉密岗位；对原办公室主任王某、分管副

局长徐某进行了诫勉谈话，并责令在全局会议上作出深刻检

查。   



案例 8：2015年 1月，时任某商业银行某地分行办公室

主任的方某按程序领取了涉密资料，供其工作中使用。7月

至 10月间，方某因岗位调整 2次更换办公室。由于方某忘

记持有该涉密资料，致使该资料被其本人或者由楼层保洁员

余某，与其他非涉密资料一并进行了清理，并由余某将清理

出的全部资料运至该银行地下室废品仓库暂存。之后，余某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该涉密资料及其他废品卖给了废品收

购人陈某；陈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废品卖给某废品收购

站。此后，某书店老板金某从该废品收购站收购了一批旧资

料，其中就包括该涉密资料。金某将该涉密资料放在网上书

店销售，被有关部门发现。事件发生后，有关部门给予方某

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予以通报批评；对分管保密工作的副

行长叶某进行诫勉谈话。   

这两起涉密文件资料丢失案件主要发生在涉密文件资

料保管环节。涉密文件资料的保管，一种是文件资料阅读、

使用完毕后，由机关单位文件管理人员归档；另一种是对一

些常用的涉密文件资料，由涉密人员个人保管。案例 7和案

例 8分别对应上述两类情况。案例 7中，邹某未将传阅完的

涉密文件及时放回涉密文件专柜，违反了保密法实施条例有

关“保存国家秘密载体的场所、设施、设备，应当符合国家

保密要求”的规定。案例 8中，方某严重违反《关于国家秘

密载体保密管理的规定》有关“工作人员离开办公场所，应



当将秘密载体存放在保密设备里”的要求，竟然忘记其持有

涉密资料，甚至被卖至废品收购站，进而在互联网上销售，

可以说极其缺乏保密意识。   

涉密文件资料丢失案件频发的主要原因   

涉密文件资料频频发生丢失的原因无外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

面，主观上，未对国家秘密泄露的危害有深刻认识，安而忘危，麻

痹大意；客观上，未严格执行各项保密要求，有令不行，有禁不

止。   

一是思想上未引起足够重视。一些机关单位和平麻痹思

想严重，管理不落实、防护不到位，久在密中不识密，频繁

违规习以为常，放松了对涉密文件资料和涉密人员的管理。

此外，在长期和平环境中，一些涉密人员保密意识弱化，放

松了保密这根弦，对国家秘密漫不经心，对保密规定熟视无

睹。如果说信息化条件下计算机网络泄密，还有部分原因是

因为对新技术不懂不会的话，涉密文件资料丢失则完全是因

为心存侥幸或者疏忽大意。从这几年案件查处情况看，将涉

密文件资料带回家中阅读的有之，将涉密文件资料借阅给知

悉范围之外人员的有之，外出开会将涉密会议文件带回不按

规定交机要室保管的有之，长期将涉密文件资料占为己有的

有之，从而导致涉密文件资料丢失案件层出不穷。   

二是行动上未严格执行规定。应当说，我国对于涉密文

件资料管理的规定是健全和完善的，保密法及其实施条例、



《关于国家秘密载体保密管理的规定》以及一些专门性规定

都作出了明确要求。然而，实践中还是存在违反保密规定的

情况。上述案例在不同方面都违反了涉密载体管理的有关规

定，从而造成涉密文件资料丢失。实践中甚至还发生过更加

匪夷所思的案件，比如某当事人使用电动车传递涉密文件，

直接将文件放在踏板上，结果到达目的地时发现文件早已遗

失；某当事人将涉密文件送领导阅读后忘记收回，直到 1年

后清退文件时方才想起，此时文件早已查无下落。   

加强涉密文件资料保密管理的主要措施   

一是加强教育。要加大保密教育力度，使广大领导干部

和涉密人员熟悉、掌握涉密文件资料保密管理的各项法律法

规，增强忧患意识、风险意识、责任意识，筑牢思想防线，

提升防范能力，切实担负起确保党和国家秘密安全的责

任。   

二是严守规矩。涉密文件资料的传阅、借用、复印、摘

抄、携带、传递等各环节要严格执行各项保密管理规定，坚

决杜绝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发生。具体而言，在传阅、借用

方面，要严格控制涉密文件资料的接触、知悉范围，传达、

阅读、使用涉密文件资料时，要按照工作要求，在规定的范

围、场所进行；在携带、传递方面，要采取保护措施，使之

始终处于有效控制范围之内；对于携带绝密级的载体，必须

有两人以上同行，相互照应，相互监督。   



三是强化监管。从上述案件发生情况看，一些机关单位

对涉密载体、涉密人员、涉密场所失管失控，如传递涉密文

件资料可以不用签收，待发的涉密文件资料可以由文件收发

人员带回家中，文件资料传阅结束后可以不按要求归档等，

制度徒有其表、管理流于形式，保密工作领导责任、岗位责

任都没有落到实处。针对这些问题，要进一步强化保密监管，

加大保密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力度，深入排查涉密文件

资料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风险隐患。要通过开展扎实的

保密自查自评工作，落实保密监管主体责任，健全日常监管

制度，严密监管防护措施。   

四是严肃追责。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

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将保密纪律列为政治纪律

的一项重要内容。保密纪律是严肃的政治纪律，严守保密纪

律就是严守政治纪律。违反保密规定，丢失涉密文件资料，

既违反了保密纪律，也是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的表现。要明确

违反保密法纪就要付出应有的代价，对发生丢失涉密文件资

料的案件，必须坚持原则，严肃追责，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依法依纪追究直接责任人员和负有领导责任人员的责任，以

严肃追责推动涉密文件资料保密管理各项规定和要求的落

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