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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 22日电 2024 年 7
月 10日，国务院总理李强签署第 786号
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以下
简称《条例》），自 2024 年 9 月 1 日起施
行。日前，司法部、国家保密局负责人
就《条例》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请简要介绍一下《条例》修订背
景情况。

答：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
保密工作。国务院于 2014 年 1 月 17 日
公布、自 2014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的《条
例》，在推进保密依法管理、保守国家
秘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等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国际国内形
势发生深刻变化，保密工作面临着新
形势新任务，为适应需要，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
（以下简称保密法）进一步健全了保密
管 理 体 制 机 制 ，完 善 了 保 密 管 理 制
度。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保密工作
的决策部署，进一步细化保密法有关
制度规定，明确保密法具体实施举措，
需要对《条例》作出修订。

国家保密局在深入调研论证、广
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结合保密法修
订工作，向国务院报送了《条例（修订
草案送审稿）》。收到送审稿后，司法
部广泛征求了有关中央单位、地方人
民政府、协会、企事业单位和专家学
者意见，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会
同国家保密局认真研究，修改形成了

《条例（修订草案）》。 2024 年 6 月 26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条
例（修订草案）》。 2024 年 7 月 10 日，
李强总理签署国务院令，正式公布修
订后的《条例》。

问：修订《条例》的总体思路是什
么？

答：修订《条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保密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遵循以下总体思路：一是细化党管保密
原则，健全党管保密体制机制，确保保
密工作正确政治方向。二是在保密法
制度框架下，细化、完善相关制度，确保
新修订的保密法有效实施。三是聚焦
保密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总结提
炼近年来保密工作行之有效的经验做
法和成熟制度。

问：《条例》在坚持和加强党对保密
工作的领导方面作了哪些细化？

答：党对保密工作的统一领导，是
保密工作的本质特征，是保密工作长
期实践和历史经验的总结。此次《条
例》修订增加了党管保密专门条款，进
一步强调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对保
密工作的领导，健全党管保密体制机
制，明确了中央保密工作领导机构、地
方 各 级 保 密 工 作 领 导 机 构 的 具 体 职
责，为贯彻落实党和国家保密工作战
略及重大政策措施，更好发挥党管保
密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提供了制度
保障。

问：《条例》在定密管理方面作了哪
些细化？

答：为进一步提升定密工作的精准
性、科学性，《条例》对定密管理制度作
了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一是明确国家
秘密事项一览表制定修订要求。国家
秘密事项一览表以明确、直观的方式
列明国家秘密事项、密级、保密期限、
知悉范围和定密依据。《条例》明确，有
定密权限的机关、单位应当依据本行
业、本领域以及相关行业、领域保密事
项范围，制定国家秘密事项一览表，从
源头上保障定密工作的精准性、科学
性。二是进一步细化定密责任人范围
和具体职责。《条例》明确，机关、单位
主要负责人是本机关、本单位的法定
定密责任人，根据工作需要，可以明确
一定范围的人员为指定定密责任人。
同时，进一步完善了定密责任人的具
体职责。三是明确应当派生定密的具
体情形。派生定密是一种重要的定密

方式，《条例》列举了应当派生定密的
具体情形，为机关、单位派生定密提供
更加科学、细致的指引，有利于规范派
生定密行为，有效避免派生定密过多、
过泛的问题。

问：《条例》在加强保密科学技术创
新和防护等方面作了哪些规定？

答：近年来，随着信息科技的普及
应用，国家秘密形态日益数字化、网络
化，面临的泄密、窃密风险也更加多样
化、隐蔽化，窃密与反窃密斗争逐步体
现为科学技术能力的竞争与对抗。《条
例》就加强保密科学技术创新和防护
作了以下规定：一是重视保密科学技
术创新。鼓励和支持保密科学技术研
究和应用，对在保密科学技术研发中
取得重大成果或者显著成绩的组织和
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二是注重信息
设备、信息系统保密管理。明确机关、
单位应当加强信息系统、信息设备的
运行维护、使用管理，定期开展涉密信
息系统风险评估，确保涉密信息系统
中使用的信息设备安全可靠。三是细
化安全保密产品和保密技术装备管理
要求。明确研制生产单位义务，鼓励
采用新技术、新方法、新工艺等进行创
新；抽检、复检中发现的不符合国家保
密规定和标准的，明确了相应处置措
施，有效促进安全保密产品和保密技
术装备质量持续提升。

问：《条例》在网络信息和数据保密
管理方面作了哪些细化？

答：随着信息化、数字化的飞速发
展和广泛应用，国家秘密管理难度不
断加大，网络信息和数据保密管理的
重要性愈发凸显。《条例》进一步规范
了网络信息和数据保密管理：一是加
强网络使用保密管理，规定机关、单位
工作人员不得违反有关规定使用非涉
密信息系统、信息设备存储、处理、传
输国家秘密，使用智能终端产品等应
当符合国家保密规定。二是明确网络
运营者对依法实施的保密违法案件调

查和预警事件排查的配合义务。三是
完善数据保密管理制度，压实机关、单
位涉密数据安全保护主体责任，明确
涉密数据全流程管理要求，有效防范
大数据条件下泄密风险，切实筑牢保
密防线。

问：《条例》在涉密人员管理方面作
了哪些细化？

答：涉密人员管理是保密管理的重
要内容和关键所在。《条例》总结多年
来涉密人员管理实践经验，进一步细
化了涉密人员管理要求：一是建立涉
密人员“全周期”管理制度，对涉密人
员上岗前的保密审查及定期复审，在
岗期间的保密管理及保密教育培训、
离岗离职程序及要求，脱密期间的管
理等均作出细化规定。二是细化涉密
人员权益保护规定，要求机关、单位建
立健全涉密人员权益保障制度，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因履行保密义务导
致合法权益受到影响和限制的人员相
应待遇或者补偿。

问：《条例》施行后，将重点做好哪
些工作？

答：国家保密局将和有关部门共
同做好《条例》贯彻落实工作。一是
广泛组织学习宣传。组织各级保密行
政管理部门、保密工作机构及保密干
部 结 合 保 密 法 相 关 规 定 ，深 入 学 习

《条例》。同时，针对党政领导干部、
涉密人员和社会公众等不同群体，采
取多种形式做好保密法及《条例》的
学习、宣传和培训工作。二是认真落
实《条例》规定。各级保密行政管理
部门全面贯彻保密法及《条例》，履行
法律赋予的行政管理职能，提升保密
依法行政能力。同时，指导、推动机
关、单位落实《条例》各项制度，切实
筑牢国家秘密安全防线。三是抓紧完
善配套制度。国家保密局将加快保密
规章制度的立改废释工作，进一步增
强保密法律制度体系的系统性、整体
性、协同性。

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9月起施行

切实筑牢国家秘密安全防线

新华社北京 7 月 22 日电（记者
张千千 吴雨）22日，中国人民银行授
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1
年 期 贷 款 市 场 报 价 利 率（LPR）为
3.35％，5 年期以上 LPR 为 3.85％，均
较上一期下降 10个基点。

这是 LPR 年内第二次调整。今
年 2 月份，5 年期以上 LPR 曾下降 25
个基点，今年以来 5 年期以上 LPR 已
累计下降 35个基点。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
表示，LPR 是贷款利率定价主要参考
基准，LPR下降传递出稳增长、促发展
的政策信号，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将
带动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进一步稳中有
降，激发信贷需求，促进企业投资。同
时，5年期以上LPR下降有利于减轻房
贷借款人利息负担，促进消费。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为加强预期
管理，促进 LPR发布时间与金融市场
运行时间更好衔接，自 7月 22日起，将
LPR发布时间由每月 20日（遇节假日
顺延）上午9时15分调整为9时00分。

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说，开市
前，各类金融市场参与者往往会根据
当天最新经济金融数据制定交易策
略和方案。LPR 提前至 9 点发布，可
与各类金融市场运行时间更好衔接，
有利于不同金融市场参与者平等获
取信息，公平开展交易。

当日，中国人民银行还发布消息
称，将公开市场 7 天期逆回购操作调
整为固定利率、数量招标，并从即日起
将利率由此前的 1.8％调整为 1.7％。

市场人士认为，这意味着 7 天期
逆回购操作利率明确为中国人民银
行 主 要 政 策 利 率 ，中 期 借 贷 便 利
（MLF）利率的政策色彩有所淡化，由
短及长的利率传导关系逐步理顺。

此外，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为增
加可交易债券规模，缓解债市供求
压力，自本月起，有出售中长期债券
需求的中期借贷便利（MLF）参与机
构 ，可 申 请 阶 段 性 减 免 MLF 质 押
品。专家认为，此举有利于平衡债
券市场供求。

1年期5年期以上LPR
双双下降10个基点

两列对向行驶的中欧班列货运列车在内蒙古满洲里铁路口岸国境处会车。
据满洲里海关统计，2024 年前 6 月，经满洲里铁路口岸进出境中欧班列 2327

列，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贸易值达 598.8 亿元，同比增长 3.2%，出口主要
为汽车、家电等机电产品，进口主要为煤炭、金属矿、粮食等能源资源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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