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航空学院 保密宣传教育参考资料 自测试题 
（航空学院保密工作领导小组 制表人：张金凤 制表时间：2021 年 11 月） 

说明：我院要求每位涉密人员利用空余时间学习保密宣传教育参考资料，填写该自测试题，作为我院2021

年涉密人员保密教育培训自学情况的证明材料，2021年11月29日前交至学院学科科研保密办（A18-513）；共

50题，答题正确40题（含）以上，确认学时12小时；请正反打印。 

 

系所：  填表人：      时间：2021.11.  正确数：  确认学时：  小时 经办人：     

一．判断题 

1.涉密载体复制应当加盖复制机关、单位戳记，并视同原件管理。    （    ） 

2.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对外提供国家秘密资料。               （    ） 

3.发现国家秘密载体在使用中下落不明，应当在 8 小时内向本单位保密工作机构

报告，向上级报告不应超过 24 小时。                               （    ） 

4．就确定国家秘密知悉范围的基本原则，甲乙二人发生争执。甲认为，确定国家

秘密的知悉范围应按照级别需要原则和最小化原则，级别越高知悉的国家秘密越多。

乙认为，应按照工作需要原则和最小化原则确定国家秘密知悉范围，与级别无关。乙

的观点是正确的。                                               （    ） 

5．对于一个单位来说，级别越高的主要领导，由于决策的需要，应当知悉本单位

的所有国家秘密；对于中层干部来说，并不需要所有人知悉国家秘密，或者某个人知

悉所有国家秘密，但应当科学限定在最小范围。                       （    ） 

6．工作需要原则和最小化原则是确定国家秘密知悉范围基本原则。对于一个单位

来说，因工作需要必须知悉国家秘密的，才能合法接触、知悉国家秘密，且需要限定

在最小范围，级别高并不代表必须知道国家秘密，一个单位级别最高的主要领导也不

一定必须知悉所有的国家秘密。                                    （    ） 

7．按照有关规定，定密工作的程序必须规范：由承办人对照保密事项范围提出国

家秘密确定、变更和解除的具体意见，再由定密责任人审核批准并承担法律责任。其

中，承办人必须就相关事项应该确定何种密级、保密期限、知悉范围或者是否变更、

解密提出具体意见。                                             （    ） 

8．某省直机关采购了一批计算机，对于拟淘汰的计算机如何处理，甲乙两人意见

不一。甲认为，淘汰的全部计算机可以捐献给对口扶贫县的中小学校，以物尽其用。

乙认为，淘汰的计算机里有大部分属于涉密计算机，必须按照国家有关涉密载体销毁

管理的规定进行处理、不能擅自捐赠。乙的观定是对的。               （    ） 

9．为了节约开支，机关单位可以将淘汰的涉密计算机交本机关、本单位非涉密部

门使用。                                                       （    ） 

10．某机关工作人员深夜遇到需要紧急处理的涉密文件，但自己的涉密计算机出

现了故障。因事情紧急，为了不耽误时间，他使用自己随身携带的家用笔记本电脑处

理涉密信息，顺利完成了工作，且他为了安全保密，处理工作时特意把笔记本电脑与

互联网断开，待处理完涉密信息，打印完毕并删除后才连接互联网。他的做法是对

的。                                                           （    ） 



11．涉密存储介质经文件删除并格式化处理后，仍不得作为非涉密存储介质使

用。                                                          （    ） 

12．按照有关规定，业务工作接受上级业务部门垂直管理的单位，保密工作以上

级业务部门管理为主，同时接受地方保密行政管理部门的指导。          （    ） 

13．保密法及其实施条例、公司法、国家保密标准、相关司法解释都是我国保密

法律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 

14．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背叛国家罪、非法

获取国家秘密罪、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都属于我国刑法规定的与保守国家秘密有关的

罪名。                                                         （    ） 

15．保密干部，是依照保密法律规定，组织开展保密工作的人员，是开展保密工

作的主体，是做好保密工作的组织保证。甲乙两人对保密干部范围的认定产生争论。

甲认为，保密干部包括各级保密委员会组成人员、各级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工作人员、

各级保密工作机构的专兼职工作人员。乙认为甲的观点不对，保密干部不但包括甲主

张的三类人员，还包括机关单位涉密岗位的工作人员。甲的观点是正确的。（    ） 

16．小张因工作调整调动到其他单位，处室负责人叮嘱其对本人持有的办公设

备、文件资料等进行清理移交，小张认为只要将办公电脑及“红头文件”整理归档、

清理移交即可。                                                 （    ） 

17．某机关单位工作人员为了撰写领导讲话、摘录、引用了一份机密级文件的有

关涉密内容，在这份讲话稿完成后，应重新确定密级、保密期限和知悉范围，但不得

低于机密级。                                                   （    ） 

18．机关单位应当定期审核所确定的国家密级，对需要延长保密期限的，应当在

原保密期限届满前重新确定保密期限，且只能由原定密机关单位作出相关决定。（ ） 

19．国家秘密的保密期限，除另有规定外，绝密级不超过 30 年，机密级不超过 20

年，秘密级不超过 10 年。                                         （    ） 

20．保密法 2010 年修订后，涉密人员成为严格的法律概念，即涉密人员与涉密岗

位直接相关，是否属于涉密人员取决于是否在涉密岗位工作，如果不在涉密岗位工

作，即使了解掌握一些国家秘密，也不能确定为涉密人员。             （    ） 

21．保密要害部门部位中的岗位不能简单与涉密岗位画等号，这些部门部位中既

有涉密岗位，也有非涉密岗位。                                    （    ） 

22．某中央机关下发 1 份秘密级文件，下发后不久即由新华社授权对外公布了部

分内容，因此可视为该文件已解密。                                （    ） 

23．机关单位对于已解除的不属于本机关单位产生的国家秘密，需要公开的，应

经原定密机关单位同意。对于已解密的文件资料，在原定密机关单位尚未正式公布

前，应作为内部资料加以保管，不能擅自公开。                       （    ） 

二．单选题 

1．存储过国家秘密的涉密存储介质不能（     ）密级使用。 

A．提高     B．调整     C．解除     D．更改 

2．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的规定，（     ）泄露国家秘密，

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A．故意     B．故意或过失     C．过失     D．擅自 

3．任何情况下，不得向境外传递（      ）国家秘密载体。 

A．机密级     B．秘密级     C．绝密级     D．内部 

4．涉密场所通信设备的使用要求是（      ）。 

A．禁止接入国际互联网          B．可以接入公共信息网 

C．可以接入内部非涉密信息系统   D．可以与普通电话线连接使用 

5．假设：全国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公布前为秘密级国家

秘密事项。那么，某个县、区或者市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公布前，可以（    ）。 

A．作为商业秘密进行管理 B．作为工作秘密进行管理 C．确定为秘密级国家秘密 

6．涉密岗位是指在日常工作中（ ）或者（ ）接触、知悉国家秘密事项的岗位。 

A．产生、经常     B．经管、偶尔     C．产生 经管 经常 

7．按照有关规定，涉密人员的确定、上岗、应当按照以下（      ）程序。 

A．确定人员、确定岗位、保密教育、背景审查、报告备案 

B．确定人员、确定岗位、背景审查、保密教育、报告备案 

C．确定岗位、确定人员、背景审查、保密教育、报告备案 

8.我国保密工作体制的核心是（      ）。 

A．一个机构，两块牌子     B．依法行政     C．党管保密 

9．某机关领导外出公干时公文包被窃，经找回后发现包内钱物丢失，涉密文件完

好无损。这一事件（      ）。 

A．不应视为泄密事件     B．属于泄密事件  

C．在不能证明文件未被不应知悉者知悉时，按泄密事件处理 

10．机关单位对所产生的国家秘密事项，解密之后需要公开的，应当（     ）。 

A．直接公开       B．依照信息公开程序进行保密审查  

C．提交本机关、本单位主要负责人决定是否公开 

11．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的规定，（      ）泄露国家秘

密、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A．故意     B．过失     C．故意或过失 

12．存储过国家秘密的涉密存储介质可以（      ）密级使用。 

A．降低     B．提高     C．解除 

13．国家秘密的变更是指（      ）的变更。 

A．密级、保密期限、密点     B．保密期限、知悉范围 

C．密级、保密期限、知悉范围 

14．某中央机关引发 1 份机密级文件，国家秘密标志为“机密★10 年”，8 年

后，按照保密法律法规的规定，该涉密文件需要降低为秘密级国家秘密。那么，该涉

密文件的保密期限最长还有（      ）年。 

A．10 年     B．2 年     C．12 年  

15．甲机关向乙机关去函征求对某机密级国家秘密文件的意见，乙机关只有秘密

级国家秘密定密权，没有机密级国家秘密定密权。乙机关复函时涉及了该机密级国家

秘密的实质内容，复函应当（      ）。 



A．请上级机关定密 B．作出秘密级国家秘密标志 C．作出机密级国家秘密标志 

16．按照保密法律法规的规定，某机关执行中央下发的秘密级文件过程中产生的

涉密文件资料，应当确定为（      ）。 

A．秘密级国家秘密     B．机密级国家秘密     C．内部资料 

17．加强涉密人员管理是确保国家秘密安全的重要内容，涉密人员保密管理坚持

谁主管、谁负责，并遵循科学确定、严格审查、（      ）、全程监督原则。 

A．分类管理     B．奖优罚劣     C．按人定岗 

18．在实际工作中，需要根据国家秘密事项的性质和特点，按照维护国家安全和

利益的需要，对国家秘密事项作出保密时间限定的规定，以下哪一项不是保密期限的

具体表现形式（      ）。 

A．解密时间     B．解密条件     C．解密申请 

19．在下列职责中，应由机关单位定密责任人承担的是（      ）。 

A．对确定、变更和解除机关单位国家秘密提出具体意见 

B．对机关单位产生的尚在保密期限内的国家秘密进行审核，作出是否变更或解除

的决定 

C．在机关单位产生国家秘密时，依据有关保密事项范围提出定密具体意见 

20．年产生、处理（      ）国家秘密达到 3 项（件）的，可以确定为核心涉密

岗位；年产生、处理机密级以上国家秘密达到（      ）项（件）的，可以确定为重

要涉密岗位；其他则可以确定为一般涉密岗位。 

A．绝密级 6     B．机密级 6     C．绝密级 9 

21．2010 年修订后的保密法取消了（      ）机关单位的定密权，取消了

（      ）机关的绝密级定密权，改变了以往所有机关单位均可定密的做法。 

A．县级 设区的市、自治州一级的 B．地市级 设区的市、自治州一级的 

C．县级 地市级 

22．手机在下列哪种情况下存在泄密隐患？（      ） 

①通话过程中 ②待机状态 ③关机  

A．①     B．①②     C．①②③ 

三．多选题： 

1.互联网及其他公共信息网络运营商、服务商应当配合（      ）对泄密案件进

行调查，发现利用互联网及其他公共信息网络发布的信息涉及泄露国家秘密的，应当

立即停止传输。  

A．公安机关     B．国家安全机关     C．检察机关 

2．以下属于定密不当的情形的是（      ）。 

A．权限不当     B．依据不当     C．程序不当 

四．填空题： 

1.不得在连接互联网的计算机上存储、        、        国家秘密信息。 

2.涉密计算机的密级应按照存储和        信息的                确定。 

3.未经本单位             管理部门审批，不得自行对涉密计算机进行格式化

并重装操作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