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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法下月施行 洩露需24小時內上報

此次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守國家
秘密法實施條例》共6章45條，是根

據2010年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守國
家秘密法》制定。條例規定，國家保密行政
管理部門主管全國的保密工作。機關、單位
不得將依法應當公開的事項確定為國家秘
密，不得將涉及國家秘密的信息公開。

洩密可能損害國家安全
根據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守國家
秘密法》，國家事務重大決策中的秘密事
項、國防建設和武裝力量活動中的秘密事
項、外交和外事活動中的秘密事項以及對外
承擔保密義務的秘密事項、國民經濟和社會
發展中的秘密事項、科學技術中的秘密事
項、維護國家安全活動和追查刑事犯罪中的
秘密事項、經國家保密行政管理部門確定的
其他秘密事項屬於國家秘密。
由於國家秘密洩露後可能損害國家在政
治、經濟、國防、外交等領域的安全和利
益，此次條例對國家秘密載體管理作了7條
詳細規定，包括收發國家秘密載體，應當履

行清點、編號、登記、簽收手續；傳遞國家
秘密載體，應當通過機要交通、機要通信或
者其他符合保密要求的方式進行；攜帶國家
秘密載體外出，應當符合國家保密規定，並
採取可靠的保密措施等。

妨礙保密檢查刑事追究
對於監督管理國家秘密，條例規定，若在

保密檢查過程中，發現有洩密隱患的，可以
查閱有關材料、詢問人員、記錄情況；必要
時進行保密技術檢測。條例要求，機關、單
位發現國家秘密已經洩露或者可能洩露的，
應當立即採取補救措施，並在24小時內向同
級保密行政管理部門和上級主管部門報告。
對於相關法律責任，條例規定，機關、單位
發生洩露國家秘密案件不按照規定報告或者未
採取補救措施的；在保密檢查或者洩露國家秘
密案件查處中，拒不配合，弄虛作假，隱匿、
銷毀證據，或者以其他方式逃避、妨礙保密檢
查或者洩露國家秘密案件查處的，對直接負責
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給予處分，構
成犯罪的，將追究刑事責任。

北京霧霾含1,300種微生物 發改委：房產稅試點擴圍暫無時間表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網報道，外媒稱，一組中國研
究人員發現，約有1,300種微生物飄浮在北京的霧霾中。
據美國《大眾科學》月刊網站1月31日報道，該研究小

組檢測了2013年1月從北京抽取的空氣樣本的DNA片段。
2013年1月是北京空氣污染尤為糟糕的一段時間。

部分物種會引發肺病
英國《自然新聞》雜誌報道說，大多數微生物是無害

的，但已知有些物種會引發人類的過敏和肺部疾病。
《自然新聞》報道，DNA檢測提供了詳細的信息，
足以說明遺傳物質來自哪些物種。這在有關城市空氣微
生物的研究中還是首次。該研究小組發現，在霧霾較嚴

重的日子，危險物種的濃度更高。
報道稱，然而，並非所有的微生物都真正存活於北京

的霧霾中。檢測無法說明DNA來自於活的還是死的微
生物，因此這些物種中有些可能實際上是人類皮膚上脫
落的、或者是街道上狗的糞便中已死的微生物。無論如
何，正如該小組首席科學家朱廷（音）對《自然新聞》
的記者所說，該研究「讓我們更加了解我們每天所吸入
的東西」。
朱廷及其小組的研究對空氣中的微生物進行了鑒定；但

它沒有測試這是否是人們被感染的途徑。不論如何，即使
沒有微生物，眾所周知，污染仍對人類健康有害，它能提
高人們患心臟和肺部疾病的風險。

香港文匯報訊 據經濟之聲《天下財經》報道，對於
「房產稅」這一稅種，中國老百姓早已不陌生。上海和
重慶的房產稅改革試點也實施了3年多，去年十八屆三
中全會《決定》提出，要「加快房地產稅立法並適時推
進改革」，這不由得讓大家關心：2014年房產稅會擴
大試點範圍甚至全國推行嗎？

稅項對房價抑制不明顯
在國家發改委2014年的首場新聞發佈會上，發改委
新聞發言人李樸民表示，房產稅試點擴圍還沒有時間
表。他說，房產稅確實是很重要的問題，至於什麼時候
出台，具體要看中央和國務院的決策部署。

合富輝煌首席市場分析師黎文江說，從上海、重慶試
點徵收房產稅的效果來看，房產稅對房價的抑制作用並
不明顯，除了重慶可能對一部分高端住宅的增長有抑制
作用外，兩地房屋價格並沒有因徵稅而下降，而且對持
有房產越多交稅越多的方案有很多反對之聲。
當前要加快房地產稅立法，還有一些技術障礙，比如一

些住房產權歸屬不清晰，缺乏專業的房價動態評估隊伍等，
不過作為立法基礎的不動產統一登記制度，終於不再是空
中樓閣。去年11月，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將分散在多個
部門的不動產登記實則整合，統一由國土部承擔。國土資
源部副部長徐德明今年1月份在全國國土資源工作會上說，
要盡早將不動產登記條例草案報送國務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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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總理日前簽署國務院令，公佈《中華人民
共和國保守國家秘密法實施條例》，並自2014年
3月1日起施行。不少媒體在報道這則新聞時，將
條例中禁止將依法應公開的事項確定為國家秘密的
相關規定作了突出標註，反映了輿論對當下部門公
權力濫用「國家秘密」的不滿和警示，折射着民眾
對政府信息公開、權力在陽光下運行的期待。

保守秘密 公民的義務
媒體如此切入新聞點，並非忽視保守國家秘密的重要性。

恰恰相反，保守國家秘密乃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之必須，是
一切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乃至公民應盡的義務，因此施行該
條例自在情理之中，無需贅言。

但令人擔憂的問題是，在一些部門和地方，本應公開的政府
信息，卻穿着「國家秘密」的馬甲招搖過市：據報道，2011年，
河南洛陽市官員斥責報道「洛陽性奴」事件的記者「侵犯國家
機密」；2011年和2012年，上海市一名胡姓律師先後兩次申請
公開上海私車牌照拍賣收入，但均被當局以「國家秘密」為由
拒絕；2013年，國家環保部以「國家秘密」為由，拒絕向北京
律師董正偉公開「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方法和數據信息」，
而在專家看來，土地污染狀況涉及公民切身利益，理應屬於公
開事項；全國政協委員、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蔣洪及其團隊2013年的研究報告，匯總了5年來各省拒絕公開
三公經費的理由，其中以「國家秘密」居多……

信息透明 權力被監督
信息一旦透明，就意味權力被監督，利益受制約。因此

「國家秘密」一詞，往往成為權力部門拒絕信息公開的擋箭
牌，甚至變為問題官員藏污納垢的遮羞布。 「國家秘密」的
錯定和濫用，屏蔽公民的知情權和監督權，是中國實現政
治清明的大敵。

以公開為原則、不公開為例外，除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
密和個人隱私的事項，所有工作一律向社會公開，這已是現
代政府發展的必然趨勢。在中國，政務公開已
確定為執政黨的努力方向，陽光政府是新一屆
領導人向人民的承諾。

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請剝去那些偽「國家
秘密」的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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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日前簽署國務院

令，公布「保守國家秘密法實施條例」，並於3月1日施行，規定機關、單位

不得將依法應當公開的事項確定為國家秘密，不得將涉及國家秘密的信息公

開；機關、單位發現國家秘密已經洩露或者可能洩露的，應在24小時內報告。

保密法部分條文
‧縣級以上政府應加強保密基礎設施建設和關鍵保密科技
產品配備；省級以上保密行政管理部門應加強關鍵保密科
技產品的研發。
‧機關單位不得將依法應公開的事項確定為國家秘密，不
得將涉及國家秘密的信息公開。
‧國家秘密及其密級的具體範圍應當明確規定國家秘密具
體事項的名稱、密級、保密期限、知悉範圍。
‧國家秘密載體及屬於國家秘密的設備、產品的明顯部位
應當標註國家秘密標誌，應當標註密級和保密期限。
‧機關單位發現國家秘密已洩露或可能洩露，應立即採取
補救措施，並在24小時內向同級保密行政管理部門和上級
主管部門報告。 香港文匯報者馬琳整理

應公開事項禁列國家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