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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环境下军事学术期刊编辑工作保密隐患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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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指挥技术学院学报编辑部，１０１４１６，北京）

摘　要　针对当前军事信息安全的严峻形势，分析网络环境下
军事学术期刊保密工作的隐患和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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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学术期刊是展示军事科研及学术成果的窗

口，是军事科研工作者进行军事学术交流的桥梁。在

当前我军全面推进的以信息化为核心的新一轮军事变

革中，军事学术期刊肩负着理论牵引和技术支持的重

担。提高军事学术期刊的水平和质量，已成为一项紧

迫性和战略性的任务。把握全军信息化建设机遇，积

极开展网络环境下编辑实务的研究，是近年来军事学

术期刊积极应对网络传媒浪潮带来的挑战和冲击的实

际行动。多数编辑部依托互联网或军网，开发了基于

网络的采编系统，对编辑流程实施计算机管理，借助国

内大型数据检索平台，提供印刷版的电子文档，等等；

然而，大量的军事信息储存在“盘”内，流传于网上，使

泄密的隐患和漏洞大为增加［１］。在当前军事信息安

全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军事学术期刊编辑必须始终绷

紧保密安全这根弦，站在“讲政治”的高度，确保军事

学术期刊的发展既勇于创新又稳妥适度［２］。

１　保密隐患

　　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在为编辑工作提供便利之
时，它的全球开放性让军事学术期刊这一视保密为生

命的特殊期刊群不得不未雨绸缪，防微杜渐。当前军

事学术期刊编辑工作中存在以下问题或隐患。

１１　制度落实不严格　这表现在以下２个方面。
１）军事学术交流制度落实不严格。军队新闻出

版保密审查制度中明确指出，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发

表前必须经相关部门审查，未经审查的稿件一律不得

发表；然而，目前多数作者由于嫌保密审查手续繁琐，

为了图省事往往将稿件直接发送给编辑部，在得到编

辑部回复后，才补办保密审查证明。显而易见，这种图

省事的做法其保密隐患不言而喻。

２）稿件送审制度落实不严格。对“特殊”稿件的
送审，编辑部通常采取“特事特办”的处理原则，即边

送审边补办相关手续，使未经审查的稿件流入网络。

１２　投稿环节存在失泄密隐患
１）电子函件自身的安全性不能完全保障投稿的

安全。为了方便作者投稿，编辑部的电子信箱都是公

开的；然而，恶意木马病毒的非法侵入，完全可以窃取

信箱密码，因此，在互联网上以电子函件或远程登录编

辑部网站投稿，其信息安全是一个必须高度重视的

问题。

２）作者通过电子函件一稿多投，增加了稿件失泄
密的风险。网络的便捷和及时性，使一稿多投在弹指

间即可完成，而具有此种不良学术习性的作者，其论文

通常都未经审查。我们曾发现在个别作者的电子函件

收件人地址中，居然有１０余家军内外学术期刊编辑部
的电子信箱地址。

３）作者在网上投稿时提供过于详细的自然信息，
不符合相关的保密规定。作者在网上投稿时，为显示

稿件的质量（或重要性）及便于与编辑部联系，通常在

函件或稿件电子文档中附加了作者的自然情况、单位

详细名称及地址、联系方式、研究方向、课题研究背景

等信息。编辑部只要将这些信息综合起来，就可以大

概知道作者单位及课题的性质。表面上看，这为编辑

部筛选稿件提供了便利，是一种无可非议的做法，但事

实上，将这些信息置于开放的网络中，存在较大的泄密

隐患。

１３　参考文献引用不严谨　随着网络的普及以及信
息技术的发展，作者获取信息的渠道已得到了极大的

扩展。来稿中网络文献资料的引用越来越多，引用的

随意性也更加明显。例如，作者来稿中大量出现我军

武器装备建设现状的资料，并振振有词地告知编辑部

所引用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是“公开”的。殊不知，军

事学术期刊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应避免在文献引用中

出现未经审查的网络资料；因为军事学术期刊代表了

军方的观点和态度，是军队当前学术科研现状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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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意引用网络资料作为文献参考依据，无疑是对这些

不实“信息”的有力肯定。

２　对策

　　当前，军事学术期刊应根据新形势下军队保密工
作的特点，着重围绕提高预防失泄密能力，在保密意

识、保密管理、技术应用、责任明确等方面［３５〗，建立严

格、规范、高效的保密工作机制。

２１　思想重视，时刻绷紧保密这根弦　长期以来，对
于政治保密问题，期刊评价一直采用“一票否决”的办

法，而由于军事学术期刊对这一问题具有特殊性和敏

感性，其要求更高。对此，期刊编辑作为军人，应特别

注意如下２点。
一是注重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敏锐性和保

密意识。学习是先导，只有不断学习，才能让思想得到

充实，才能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质。值得注意的是，作为

编辑职业的内在素质要求，编辑应努力提高主动学习

的能力，积极地去解决新时期出现的新问题。

二是牢记军人身份，强化军人意识。军人以服从

命令为天职，作为一名军事学术期刊的编辑，必须正确

理解和把握“学术可争鸣，宣传有纪律”，绝对不允许

出现以促进学术交流为名，行违规之实。

２２　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注重落实，不断提高管理水
平　 事实证明，制度的健全和落实，可以有效地控制
发生事故［６］。为此，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１）编辑部要落实军事学术交流的相关制度，建立
严格的稿件保密审查制度。依据“归口审查，按级负

责，供稿用稿双把关”的原则，结合本单位实际，制订

切实有效的审查制度。

２）作者要严格遵守军队保密规定。军内作者的
详细信息、课题或论文的背景等信息，属于军事信息保

密的范畴，因此，作者通过网络投稿时，只需提供个人

简要信息，如姓名、对外公开的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不应该将涉及课题及论文背景、个人详细信息、导师详

细信息、单位性质等重要信息附加在论文中。对于编

辑部所需的信息，应按照编辑部“稿件登记表”中所要

求项目填写，并用挂号信寄给编辑部。

３）编辑部要完善初审和送审制度。稿件初审和
送审是编辑工作中的重要环节之一，编辑部必须给予

高度重视，健全制度，明确初审内容及送审条件。

４）编辑部在管理中应细化任务，责任到人，让制
度落到实处。制订制度的关键在于有效开展工作，因

此，落实制度才是开展工作的开端。具体实施办法视

各编辑部情况而定。例如，《装备指挥技术学院学报》

编辑部对此采用了如下措施：专人负责收取网上来稿，

按编辑部要求审核通过后才交给编务人员登记、处理；

采取栏目负责制，明确相关责任；指定专人负责稿件保

密审查的核定及编辑部相关保密事宜。

２３　重视技术防范工作，有效提高保密预防能力　以
经验和行政管理手段为主的传统保密方式，已不能适

应当前军队信息化建设安全工作的需要。

有效的技术防范手段，是新时期保密工作的必然

要求。从网络安全的技术角度考虑，物理上与互联网

完全隔绝的军网可以有效地确保军事信息的安全，因

此，将编辑工作建构在军网之上，是解决网络环境下军

事学术期刊保密问题的有效方式；但由于学术期刊的

作者分布、学术审查及编辑部信息检索的需要，应综合

考虑对军网和互联网的使用。为做好此项工作，兹提

出如下建议。

１）以军网为主，建立编辑部采编系统。
２）以互联网为补充，解决部分稿件的投递和送审

工作。

３）对互联网的使用，必须坚持“专机上网，专人管
理，专盘存储”的原则。

２４　重视网络参考文献著录，杜绝引用不实文献资料
１）编辑应熟知军事保密规定，牢固树立保密意

识。对来稿中的网络文献要进行认真甄别，凡是涉及

军队保密范畴的引用，必须认真核查，按章处理。

２）做好对作者的宣传工作，避免引用未经审查的
网络文献资料。

３　参考文献

［１］　陈军荣．关注新军事变革中的信息安全保密［Ｊ］．信息安
全与通信保密，２００４（３）：１６１７

［２］　禚法宝．浅谈军事科技宣传的新闻价值与保密的关系
［Ｊ］．军事记者，２００３（６）：２７２８

［３］　郭柏寿，潘学燕，杨继民，等．科技期刊保密工作中存在的
问题及其对策［Ｊ］．编辑学报，２００１，１３（２）：９８９９

［４］　周全．科技期刊加强保密工作的意义及防止失泄密的对
策［Ｊ］．编辑之友，２００５（２）：５９６０

［５］　刘艳．网络环境中学术期刊的发展研究［Ｄ］．北京：北京
印刷学院，２００２

［６］　李江涛．军校学报可持续发展问题思考［Ｊ］．编辑学报，
２００５，１７（３）：１９９２００

（２００７０９０１收稿；２００７０９３０修回）

９３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