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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涉密科研项目为背景撰写

的学位论文，如果包含涉密内容，

应当确定为涉密学位论文。当前，

在读研究生参与涉密科研项目的情

况较为普遍，但涉密学位论文的保

密管理工作却十分薄弱，且缺乏规

范、统一的管理制度。近期发生了

多起高校、科研院所标有密级的学

位论文被刊登在互联网上造成泄密

的案件。通过对这些案件的调查处

理，笔者发现，在涉密学位论文的

定密、撰写、制作、送审、答辩、

学位评定、归档、保管、解密与利

用等环节，均存在突出的保密管理

问题。

     从定密说起

当前，学位论文定密较为混

乱且极不严肃。这其中，既有该定

不定的情况，也有不该定乱定的问

题。整体而言，第二种情况较为严

重。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

面：

一是定密依据欠缺、定密期限

不准导致案件频发。当前，高校、

科研院所确定涉密学位论文的流程

基本一致，即由学生向导师提出申

请，并由学校相关部门进行审核。

某高校协助某涉密单位培养的硕士

研究生肖某，利用其在工作单位掌

握的涉密信息撰写了学位论文，并

申请为秘密级。该高校研究决定将

论文的保密期限确定为5年。论文

到期解密后，该高校将其刊登在学

校图书馆网站上，后经肖某所在单

位鉴定，该论文至今仍属于秘密级

国家秘密。某高校在职博士研究

生钱某，在涉密单位工作。2008年

9月，钱某以所在单位有关业务为

研究课题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在开

题、中期考核、外审、正式答辩以

及学位评定阶段，均未提出保密要

求。直至将博士学位申请材料提交

研究生院时，才在学位论文授权页

上标注为“保密”，并提出到2013

年解密。该高校考虑到钱某在涉密

单位工作，同意了其定密要求，补

办了论文定密手续。到期解密后，

该高校按照要求将论文寄送有关数

据库网站刊登，后经赵某所在单位

鉴定，该论文至今仍属于秘密级国

家秘密。

二是为了规避学位论文的抽

检、盲检。为了提高研究生培养质

量，国务院学位办每年按比例抽检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实践中，

出于保护国家秘密的考虑，一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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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涉密学位论文进行抽检。与此同

时，涉密学位论文也不能在有关互

联网学术数据库中进行比对查重。

因此，为规避抽检、盲检，提高论

文通过率，个别高校、科研院所将

不涉密的学位论文确定为国家秘

密。如，某高校在和一些单位联合

培养研究生的过程中，考虑到这些

研究生基础较为薄弱，为提高通过

率，违规将不属于国家秘密的学位

论文确定为国家秘密。

三是出于保护技术秘密或知

识产权的需要。某大学在金属冶炼

方面处于国内外领先位置。为保护

领先地位，该校一些教师将冶炼过

程中的技术细节确定为技术秘密加

以保护。研究生在学位论文撰写中

若涉及这些技术秘密，就必须将学

位论文违规确定为国家秘密，且论

文被确定为涉密学位论文后，其送

审、答辩和评定均要在校内完成。

四是在承担某些企业委托的科

研任务时，将涉及的商业秘密作为

国家秘密保护。部分高校、科研院

所承担一些企业委托的科研任务，

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企业的商业秘

密，企业往往与合作的高校、科研

院所签订保密协议。在此情况下，

如果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涉及企业的

□李伟国

举案说法

涉密学位论文

为何出现在网上？（上）



9

2015年第8期

中，许多研究生不得不在连接互联

网的计算机上撰写涉密学位论文。

三是制作环节无法确保安全。大部

分高校、科研院所没有指定的学位

论文制作单位，主要靠研究生自行

寻找制作单位，涉密学位论文的制

作常在一些个体打印社、复印店里

完成，存在较大的泄密隐患。

加强涉密学位论文的撰写、

制作环节的保密管理需要引起高

校、科研院所的高度重视。开题时

确定为涉密学位论文的，撰写过程

应严格按照涉密信息和涉密载体进

行管理，在规定的场所制作。高

校、科研院所以及研究生导师要创

造涉密学位论文的撰写环境，涉密

学位论文的撰写必须在涉密计算机

上进行，严禁在连接互联网的计算

机上操作。在涉密学位论文完成过

程中，形成的相关文献、图片、实

验原始数据等资料要根据涉密情

况，按照涉密载体和密品要求进行

管理，参加相关研究的研究生不得

私自将此类资料带出实验室和办公

室，不得私自复制、摘抄、保存和

销毁，不得与无关人员谈论涉密学

位论文有关内容。高校、科研院所

要指定专门的场所制作涉密学位论

文，严禁在没有保密防护措施的场

所制作。

   评审专家要严管

当前，在涉密学位论文的送

审、答辩及学位评定环节也存在较

为严重的泄密隐患，根本原因在于

该环节扩大了涉密学位论文的知

悉范围，难保不出现泄密问题。具

体而言，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问

题：

一是送审、答辩专家的选择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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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秘密，高校、科研院所则要求

将其违规确定为国家秘密，以达到

保护企业商业秘密的目的。如，某

重点大学的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机电工程学院等均存在根据委托企

业的要求，将承担企业项目涉及的

学位论文确定为国家秘密的情况。

加强涉密学位论文的定密管

理，一是要进一步明确涉密学位论

文的范围，严格定密依据。从调研

情况看，笔者认为有两类情况可

以确定为涉密学位论文，一类是涉

密学位论文依托高校、科研院所承

担的涉密项目，另一类是依托委托

培养单位的涉密项目。对于依托高

校、科研院所承担的涉密项目的涉

密学位论文，建议由项目课题组出

具有关定密证明材料，经课题组负

责人、研究生导师、所在院系、学

校或科研机构逐级审核确定密级和

保密期限。涉密学位论文的密级和

保密期限要征求项目委托方和课题

组的意见。对于依托委托单位涉密

科研项目的涉密学位论文，建议

要由委托单位出具有关定密证明材

料，经委托单位有关课题组负责

人、研究生导师、所在院系、学校

或科研机构逐级审核确定密级和保

密期限。涉密学位论文的密级和保

密期限要征求委托单位的意见。对

此，一些高校已经作出明确规定，

如，《湖南大学涉密学位论文保密

管理规定》提出：“学位论文的研

究内容为非我校管理的涉密项目

的，申请办理涉密学位论文开题手

续前，须由涉密项目所在单位保密

委员会及涉密项目负责人出具同意

该研究生将此涉密项目内容写入

学位论文的公函，确定该学位论

文密级及保密期限，并附与学位

论文研究内容相关的涉密项目证

明材料。”

二是撰写涉密学位论文时，

要在开题报告中注明依托项目、项

目来源、密级及保密期限，未注明

的，论文中不得涉及国家秘密。开

题时未经过密级确定和审查，在学

位论文完成后不得进行定密。要尽

量对涉密科研项目涉及的涉密内容

进行分解，对能够进行降密或无密

化处理的作出适当处理，最好把学

位论文的选题确定为基础性科学研

究。同时，要明确论文选题不涉及

国家秘密，但涉及尚未公开的内部

事项，包括涉及企业商业秘密的，

只能确定为内部论文，不能定为涉

密学位论文。

   在哪儿写更安全

高校、科研院所在其制定的

涉密学位论文保密管理规定中均明

确，涉密学位论文的撰写必须在涉

密计算机上进行，制作要符合国家

保密要求。但调研中发现，由于对

论文的撰写、制作环节缺乏监管，

致使规定成为一句空话。究其原

因，一是缺乏撰写涉密学位论文的

设施环境。高校、科研院所承担涉

密科研项目所用的涉密计算机一般

是专机专用，且大部分用于项目有

关工作，很难有空余时间供研究生

撰写学位论文使用；此外，有关计

算机往往集中管理，使用需要履行

相应的手续，研究生没有条件使用

涉密计算机从事学位论文的撰写。

二是难以利用互联网信息资源。当

前，互联网成为研究生搜集、获取

学术资源最为重要的一个途径。然

而，使用涉密计算机撰写学位论

文，给从互联网上获取学术资源

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因此，在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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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明确的依据。虽然一些高校、科

研院所都明确规定，要与送审、答

辩专家签订保密承诺书，但这并不

能保证这些专家在承担送审、答辩

工作时能够严格保守论文中涉及的

国家秘密。调研中发现，为保证涉

密学位论文在送审、答辩环节不发

生泄密问题，高校、科研院所主要

采取两种做法，一是请所在地的军

队院校有关专家参与涉密学位论文

的审阅、答辩，因为军队院校相对

于地方高校、科研院所保密要求更

严，专家、教师的保密意识更强；

二是选择本校相关院系的老师参与

审阅、答辩，便于加强保密管理。

但这两种做法无疑对学位论文评定

的公正性提出了挑战。

二是送审论文的保管环节存在

盲区。高校、科研院所一般都要求

送审的涉密学位论文编号、登记，

通过机要寄送或专人送达评审专

家，审阅后原文要通过机要途径寄

回或专人收回，但这难以保证有关

论文在专家手中不被复制、扩散。

加强送审、答辩及学位评定

环节的保密管理，首先，要在学位

论文送审评阅前，对论文评审专家

进行严格遴选。评审专家必须具备

涉密人员资格，学校研究生教育部

门或保密机构在论文送审的同时应

向评审专家发出保密提醒或者与其

签订保密承诺书，明确保密义务、

泄密后果及责任。对于涉密学位论

文的外审，建议教育行政主管部门

研究建立涉密学位论文评审单位和

专家名录库，规范对评审单位和专

家的保密管理，涉密学位论文在送

审时，由高校、科研院所在涉密学

位论文评审单位和专家名录库中选

择。对于涉密学位论文的内审，各

高校、科研院所学位评定委员会在

审议时，应承担保密义务和责任，

选择在采取保密措施的场所进行。

此外，在涉密学位论文答辩时，答

辩场所应具备保密条件，答辩委员

会成员以及出席答辩会的人员应具

备涉密人员资格。

其次，要有专门机构负责送审

工作。论文必须编号、登记，并通

过机要寄送或按规定由专人送达评

审专家，审阅后的论文原件及其评

审意见需通过机要寄回或按规定由

专人收回。论文评审专家应当在符

合保密要求的环境下对论文进行评

审，不得摘抄、复制、扩散。有条

件的高校、科研院所可以研究建立

涉密学位论文集中评审制度，由专

门的部门统一管理待评审的涉密学

位论文，专家集中在符合保密管理

要求的场所进行评审。■

     

保密知识小测试

选择题（下列各题中至少有一个正确答案）

1. A机关向B机关去函，征求对某机密级国家秘

密文件的意见，B机关没有机密级国家秘密的定密权，

B机关在复函上应当（  ）。

A  做出机密级国家秘密标志

B  做出秘密级国家秘密标志 

C  标注“内部事项 注意保密”

D  不做任何标志

2. 在保密工作手段上，要积极建立（  ）的综合

防范体系，不断提高发现和消除泄密隐患和风险的能

力。 

A  攻防一体

B  专兼结合

C  知己知彼

D  “人防、物防、技防”三位一体

3. 保密法制的核心价值是（  ）。

A  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

B  保障公民正当权益  

C  制裁泄露国家秘密行为

D  规范保密管理行为

4. 下列不属于保密宣传教育内容的是（  ）。

A  保密工作形势

B  泄密案件查处线索

C  先进事迹

D  典型案例 

（答案见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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