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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作为我们旅途的出发地和结束地， 往往是拍

照打卡、 分享生活的热门地点。 然而， 军民合用机场

涉及我军事机密信息， 这些军事机密一旦随着一张张

照片被泄露出去， 将会对国家安全造成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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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民合用机场的重要

意义

军民合用机场是平时以民用运

输为主兼具空军日常训练飞行， 战

时则可以供军事使用的机场。 一方

面， 军民合用机场能够为军事活动

的开展提供保障， 守护国家主权、

领土完整； 另一方面， 军民合用机

场也为民用航空运输节省了基础设

施的建设成本， 在满足居民出行需

求的同时也促进了地方经济社会的

发展。 可以说， 军民合用机场“内

促发展， 外慑敌胆”， 是统筹发展

与安全的生动实践， 在保障国家安

全、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具有

重要意义。

军民合用机场失泄密

的几种情形

勾连指挥

军民合用机场相较于军用机

场， 人员密集、 流动性大， 管理难度

较大。 一些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盯上了

这个“窗口”， 设法勾连我境内人员，

指挥其专程到军民合用机场乘坐飞

机， 并在空中拍摄机场整体情况或其

他敏感设施并传输到境外， 危害我国

家安全。

拉拢策反

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可能通过各种

途径， 拉拢策反我军民合用机场及周

边区域人员， 威逼、 利诱相关人员拍

摄、观测飞机起降、频次等敏感内容及

数据，泄露我民航和军机动态情报。

无心泄密

在飞机起降、 滑行过程中， 个别

人员无视机舱内广播和有关提示， 擅

自开启遮光板， 私自拍摄军机及相关

设施， 并出于炫耀等目的将照片上传

至互联网， 给不法分子窃取我涉军敏

感信息提供了可乘之机， 产生失泄密

隐患。

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的责任

与义务。 未经允许私自拍摄军事设

施、 设备是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

为， 每个公民都有责任、 义务配合做

好军民合用机场的安全保密工作。

不随意拍摄

在军民合用机场乘坐航班时， 不

要对机场内的军事设施、 装备、 军事

人员及相关军事活动进行拍摄。 特别

是在设有“禁止拍照” 等标识的区

域， 应严格遵守规定， 即使没有明显

标识， 若拍摄内容可能涉及敏感信

息， 也不应进行拍摄。

不传播敏感信息

不在社交媒体、 网络平台或与他

人私下交流中， 发布、 讨论在军民合

用机场看到的可能涉及军事或敏感的

信息。

遵守机场规定

严格遵守军民合用机场的各项规

章制度， 配合机场完成各项安全检查

和管理工作。 当飞机在起降、 滑行

时， 应严格遵循空乘的要求关闭遮光

板， 严禁擅自拍照、 摄像或上传相关

内容至网络。 公民如发现有在军民合

用机场等军事敏感地带私自拍摄录

像， 或擅自传播、 散布敏感军事设备

信息及军事活动情况等行为， 请即刻

通过 12339 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

电话、 网络举报平台 （www.12339.

gov.cn）、 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

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

机关进行举报。

警惕“副业”背后的陷阱
当前， 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

活跃时期。 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

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

民生活福祉。 国家安全机关发现，

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和一些背景复杂

的非政府组织， 对我重要科技企业

人员开展拉拢渗透， 企图套取我核

心科技信息， 威胁我国家安全。

“高额兼职”的诱惑

2016 年， 我国内某重要科技

企业海外市场负责人王某某赴境外

出差期间， 某境外机构通过电话向

他咨询了该科技企业的有关情况，

并支付报酬 1000 元。 初尝“有偿

咨询” 的甜头后， 王某某便将此作

为工作之余赚取“外快” 的特殊渠

道。

此后多年， 他的“兼职” 收入

随着他透露内容的敏感性和稀缺性

而水涨船高 ， 报酬也从最初的

1000 元逐渐升至 3000 元。 在金钱

的诱惑下， 王某某为捞取更多兼职

“快钱”， 大肆“营销” 自己掌握的

核心科技信息和企业内部资料。 他

还怂恿同事、 发展亲属， 教唆他们

提供该科技行业内部敏感情况甚至

涉密信息。

频繁跳槽的“内行人”

2020 至 2022 年期间， 王某某

为了搜集更全面的科技产业内部情

况甚至是涉密信息， 短短 3 年时间

里频繁跳槽多家该科技领域龙头企

业。 通过主动与业内人员交流互

动、 参加行业内部闭门会议， 王某

某搜集大量任职企业以及其他相关

企业的涉密资料、 核心技术信息，

拓展广泛的人脉关系。 “兼职” 过

程中， 王某某以多家龙头企业高管

名义自居， 将自身塑造成该科技领

域的“知名专家”、 “精通” 该科

技领域全产业链的“稀缺型人才”，

成为境外科技情报搜集者眼中的

“香饽饽”。

把“副业”当主业

受利益驱使和所谓的“专家光

环” 加身， 王某某开始把咨询“副

业” 当做“主业”。 2020 至 2022 年

间， 累计接受各类咨询高达六百余

次， 大肆透露国内科技企业的大量内

部情况、涉密信息和核心科技信息，从

中获利200余万元。 在咨询过程中，他

为了规避相关企业追责， 避免身份暴

露，除了变换姓氏和身份外，还有意压

缩会谈人数， 只接受小范围的咨询业

务，以达到其所谓的“安全可控”。国家

安全机关通过缜密侦查， 查明掌握王

某某向境外机构透露我境内重点科技

企业核心涉密信息的确凿证据， 并会

同有关部门开展联合执法， 有力消除

了威胁隐患， 王某某等涉案人员也依

法受到处理。

近年来， 随着我国科技水平的不

断提升， 我国多个产业已在国际竞争

中处在领先地位。 核心技术信息决定

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行业的国际竞

争力， 只有各行各业龙头企业增强核

心技术信息保护意识， 才能进一步巩

固产业优势， 稳定经济发展， 提升国

家实力。

从国家安全机关破获的一些案件

看， 类似王某某这样的“行业专家”

还有不少， 他们在商业活动过程中落

入了境外机构目的不纯、 动机不明的

“甜蜜陷阱”， 在知情或不知情的情况

下泄露了国家秘密， 损害了国家安全

和利益。

全社会、 全行业应时刻防范境外

各类组织、 机构以合法掩护非法， 通

过各种渠道向我渗透窃密。 与境外机

构打交道要时刻保持警惕， 在合理合

法的前提下开展交往活动， 心中牢记

“内外有区别， 开口有尺度”， 切勿越

过法律红线。 提高安全防范思想意

识、 提高产业数据和商业秘密保护意

识， 让科技产业安全发展。

（均转自国家安全部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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