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你与境外人员谈论国家大事时，是否想过，这

个人很可能是间谍，想通过你来窥探国家秘密？而你

不经意的言行，很可能就泄露了国家机密，成为间谍！

不要认为这是开玩笑，因为间谍可能随时都在监

视着我们的行动，谋划着如何从我们身上获取情报。

近期，国内媒体就连续披露了数起普通公民被境外间

谍情报机关拉拢、策反的真实案件。

就在金华，一名男子潜伏到我军基地周围，暗中观

察我军各项部署和动态，并通过电话和网络不断将信

息发送给境外某间谍。海南海口，一名政府官员与“台

商”朋友觥筹交错之际，“台商”朋友开出大价钱，提出

要国家涉密文件“作为参考”，该官员半醉半醒之间经

不住利诱，走上了泄露国家秘密的不归路。湖南湘潭，

少年张某接到一个神秘的快递包裹，他摸出包裹中夹

藏的存储卡，对里面的加密资料进行处理，用电子邮件

悄悄发往境外，充当了传递情报的“交通员”。

这些并不是谍战剧，而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

情。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上升，中国已成为境外

间谍情报机关策反、渗透、窃密的主要目标，大学生和

广大网民是间谍比较青睐的对象。在世界各国都加

强立法反间谍的大环境下，2014年11月1日，我国十

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也审议批准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认真学习《反间谍法》，可

以帮助我们辨别间谍及其行为，远离间谍及其活动，

不被利用，做一个爱国守法的好公民。

基础知识篇

1、当前我国反间谍斗争面临着怎样的形势？

反间谍斗争是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维护社会政治

稳定的重要工作。大量事实表明，随着综合国力的不

断增强和国际战略格局的深刻变化，境外间谍情报机

关从各自国家战略利益需要出发，不断加大对我国间

谍情报活动的力度。国家安全机关侦破的大量案件

充分说明，境外间谍情报机关运用人力和技术的各种

方法手段，策反发展我国境内人员，刺探、窃取、收买

国家秘密，开展各种渗透破坏活动，对国家安全利益

造成严重危害。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

切实加强反间谍斗争十分必要。

2、什么是间谍行为？

根据《反间谍法》第三十八条规定，间谍行为是指

下列行为：

（1）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

人实施，或者境内外机构、组织、个人与其相勾结实施

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活动；

（2）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

的任务的；

（3）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以外的其他境外机构、

组织、个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或者境内机

构、组织、个人与其相勾结实施的窃取、刺探、收买或

者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者情报，或者策动、引诱、收买

国家工作人员叛变的活动；

（4）为敌人指示攻击目标的；

（5）进行其他间谍活动的。

【典型案例】间谍组织指使境内行为人实施危害

我国国家安全的行为

郭某某，男，南开大学毕业，军事领域某方面技术

专家。20 世纪 90 年代初，郭某某在参加一个远房亲

戚婚礼时，结识了某境外间谍人员，随后被该间谍以

金钱收买。在明知对方为境外间谍组织工作的情况

下，郭某某仍然向其提供了大量有关我军队武器装备

方面的情报信息，其中包括多项绝密级国家秘密文件

及材料，对国家安全与国防建设造成了特别巨大的危

害，后果特别严重。2007 年 5 月，郭某某被依法判处

死刑。

【典型案例】行为人勾结其他境外机构非法提供

国家秘密

国内记者吴某于 1992 年 3 月结识香港某报记者

梁某，交往中，吴曾指点梁在内地进行采访的技巧，引

起该香港报社老板的重视，并被聘为该报长期撰稿

人，要求他写写北京的政治。1992年10 月，中共十四

大召开，梁赴京采访，一下飞机便迫不及待地约见吴，

交给他 1.2 万港币，表示希望得到十四大报告。常接

触文件的吴知道，提供十四大文件的后果不同于一般

文章，便本能地拒绝了。然而，他经不住梁的再三利

诱，最终丢掉了国格、人格，将当时还是“绝密”件的十

四大报告复印件给了梁。于是，该香港报社在十四大

前夕全文刊登了十四大报告，给我国造成了严重的负

面政治影响。吴被依法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

终身。

3、什么是间谍组织和间谍组织代理人？

（1）间谍组织，是指外国政府或地区政治集团建

立的旨在搜集我国家秘密或者情报，对我国实施分

裂、颠覆、渗透、策反等破坏活动，危害我国国家安全

和利益的组织。

（2）间谍组织代理人，是指受间谍组织或者其成

员的指使、委托、资助，进行或者授意、指使他人进行

危害我国国家安全活动的人。

【举例说明】西方主要间谍情报机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冷战时期，各国为

维护本国利益和安全，纷纷扩充间谍情报机关，使其

规模日益庞大。如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和联邦调

查局（FBI）、英国秘密情报局（MI6）和秘密保卫局

（MI5）、以色列摩萨德（全称情报与特殊使命局）和军

事情报局等。

4、什么是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

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是指行为人

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命令、派遣、指使、委托，

为间谍组织服务，从事危害我国家安全的活动。

【典型案例】行为人接受间谍组织的任务

吴兵（化名），杭州人，曾在某舰队服役。2003 年

他在赴澳大利亚探亲期间，被台湾“军情局”隐蔽在悉

尼的人员发展。2006 年，吴兵接受台湾“军情局”任

务，开始在澳大利亚通过互联网开展对中国大陆的情

报活动，以招聘信息员为名，大肆勾联我国境内人员

达数百人，其中部队人员数十名，严重危害我国国家

利益。2007 年，杭州市国家安全局将其逮捕归案，吴

兵最终被判处死缓。

工作职责篇

5、国家安全机关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反间谍法》规定，国家安全机关是反间谍工作的

主管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的主要任务是主管反间谍

工作和其他有关国家安全工作，开展隐蔽战线的斗

争，保卫、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

祖国统一大业，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维护政治稳定，保

障国家安全。

6、国家安全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反间谍工作

中有哪些职权？

根据《反间谍法》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在反间谍工

作中行使以下职权：

（1）依法行使侦查、拘留、预审和执行逮捕以及法

律规定的其他职权。

（2）因侦察间谍行为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

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

（3）依照规定查验有关组织和个人的电子通信工

具、器材等设备、设施。发现存在危害国家安全情形

的，应当责令其整改；拒绝整改或者整改后仍不符合

要求的，可以予以查封、扣押。

（4）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提请海关、边防等检查机

关对有关人员和资料、器材免检。

（5）对用于间谍行为的工具和其他财物，以及用

于资助间谍行为的资金、场所、物资，依法查封、扣押、

冻结。

（6）根据反间谍工作需要，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反

间谍技术防范标准，指导有关部门落实反间谍技术防

范措施，对存在隐患的部门，可以进行反间谍技术防

范检查和检测。

（7）依照规定出示相应证件，查验中国公民或者

境外人员的身份证明，向有关组织和人员调查、询问

有关情况。

（8）依照规定出示相应证件，可以进入有关场所、

单位；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批准，出示相应证件，

可以进入限制进入的有关地区、场所、单位，查阅或者

调取有关的档案、资料、物品。

（9）依法执行紧急任务的情况下，经出示相应证

件，可以优先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遇交通阻碍时，优先

通行。可以优先使用或者依法征用机关、团体、企业事

业组织和个人的交通工具、通信工具、场地和建筑物。

（10）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受

法律保护。

法律知识篇

7、公民和组织在反间谍工作中享有哪些权利？

《反间谍法》规定，公民和组织在反间谍工作中享

有以下权利：

（1）因协助反间谍工作，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

身安全面临危险的，可以向国家安全机关请求予以保

护。

（2）对协助反间谍工作有重大贡献的个人，有权

要求国家安全机关给予奖励。

（3）对国家安全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超越职权、滥

用职权和其他违法行为，有权向上级国家安全机关或

者有关部门检举、控告，并有权要求国家安全机关及

有关部门及时告知处理结果。

【典型案例】国家安全机关给予个人奖励

2003年12月，根据群众举报，某市国家安全局将正

在某军工造船厂附近江面观察、拍摄我国在建新型军舰

的童某某当场抓获。据童某某交代，其被境外间谍组织

策反后，按照该间谍组织的指令，多次到广州、湛江等地

观察、拍摄我国军事目标，将观察到的情况绘制成图案

资料，通过电话、传真等方式报告给该间谍组织，从中获

取大量间谍活动经费。最终，童某某因间谍罪被判处有

期徒刑 13 年。因本案举报人对反间谍工作有重大贡

献，某市国家安全局决定奖励其人民币10000元。

8、公民和组织在反间谍工作中应当承担哪些

义务？

根据《反间谍法》规定，公民和组织在反间谍工作

中应当承担以下义务：

（1）机关、团体和其他组织应当对本单位的人员

进行维护国家安全的教育，动员、组织本单位的人员

防范、制止间谍行为。

（2）应当为反间谍工作提供便利或者其他协助。

（3）发现间谍行为，应当及时向国家安全机关报

告；向公安机关等其他国家机关、组织报告的，相关国

家机关、组织应当立即移送国家安全机关处理。

（4）在国家安全机关调查了解有关间谍行为的情

况、收集有关证据时，有关组织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

不得拒绝。

（5）任何公民和组织都应当保守所知悉的有关反

间谍工作的国家秘密。

（6）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得非法持有属于国家秘

密的文件、资料和其他物品。

（7）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得非法持有、使用间谍

活动特殊需要的专用间谍器材。

【典型案例】国家安全小组向国家安全机关报告

泄露国家秘密案件线索

1999 年 5 月，某国家安全小组联络员在互联网上

发现一篇介绍某国防重点工程研制进度、近期研制规

划和总装、试验情况，以及中央、军委领导亲临研制现

场有关情况的文章，立即将该文下载并报告所在市国

家安全局。经国家安全机关侦查发现，该行为是某军

工研究所工作人员郭某所为。最终，郭某因泄露国家

秘密被国家安全机关抓获，并受到法律的严惩。

学习《反间谍法》，守护国家安全
□记者 邱灵娟 通讯员 陈望安

（下转12版）

平安永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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