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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军人作为国家的重要人力资源，在军事、政治、经济等领域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技能，这些经验和

技能往往涉及到国家机密和敏感信息。因此，保密培训的目的是确保退役军人在离开军队后，能够严

格遵守保密规定，防止国家机密和敏感信息的泄露，保护国家安全和利益。

保密培训强调对退役军人的保密意识和保密能力的提升，通过培训让退役军人充分认识到保密工作的

重要性和必要性，增强其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在日常生活中能够自觉遵守保密规定，防范各种泄密

风险。

保护国家安全和利益



退役军人在服役期间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离开军队后，他们应该得到充分

的尊重和保障。保密培训的另一个目的是维护退役军人的合法权益，确保他们在

离开军队后不会因为泄密行为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或惩罚。

通过保密培训，退役军人可以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明确自己的权利和义

务，从而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正确处理涉及敏感信息的事务，避免因无知或疏忽而

触犯法律。

维护退役军人的合法权益



VS

保密意识是职业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保密培训，退役军人可以提升自

身的职业素养和综合素质。在当今社

会，各行各业都对员工的保密意识有

着较高的要求，退役军人要想在职场

上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就必须具备

较高的职业素养和综合素质。

保密培训的内容不仅包括法律法规和

政策，还包括各种保密技术和方法，

这些技术和方法可以帮助退役军人更

好地保护自己和他人的信息安全。通

过学习和掌握这些技术和方法，退役

军人可以提升自身的职业能力和竞争

力，更好地适应职场需求和社会发展。

提高退役军人的职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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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了国家秘密的定义、范围、等级、保密措施和法律责任，是所有涉及国家秘密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的基本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

旨在防范和惩治间谍行为，维护国家安全，保障公民合法权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国家保密法律法规



《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密条例》
详细规定了军队保密工作的原则、职责、制度、措施和处罚，是军队保密工作

的基本法规。

《中国人民解放军密码管理条例》
规范了军队密码的规划、建设、使用、维护和管理，保障军事信息安全。

军队保密规章制度



退役军人应当严格遵守保

密规定，不泄露任何军事

秘密，确保国家安全。

退役军人应自觉抵制间谍

行为，不参与任何与间谍

有关的活动，维护国家利

益。

退役军人不得擅自传播涉

密信息，包括在网络上发

布涉及军事机密的内容，

防止信息外泄。

不泄露军事秘密

不参与间谍活动

不传播涉密信息

退役军人应遵守的保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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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意识的培养

保密意识的概念

保密意识是指对保密工作重要性的认

识和敏感性，是个人或组织在日常生

活中对保密信息的自觉维护和保护。

保密意识的培养途径

通过宣传教育、培训课程、案例分析

等方式，使退役军人充分认识到保密

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高对保密

信息的敏感性和警惕性。

保密意识的实践应用

退役军人在日常生活中应时刻保持警

觉，不轻易透露涉密信息，不随意传

播涉密资料，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和利

益。



保密责任的定义

保密责任是指个人或组织在涉密

工作中所承担的保护涉密信息的

职责和义务。

保密责任的重要性

退役军人作为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在涉密工作中必须严格履行保密

责任，确保涉密信息的完整性和

安全性。

保密责任的落实

退役军人应明确自己的保密职责，

了解涉密信息的范围和等级，严

格遵守保密规定和制度，切实履

行保密责任。

保密责任的认识



保密义务的履行方式
退役军人应通过签署保密协议、遵守保密规定、参加保密培训等方
式履行保密义务，确保涉密信息的完整性和安全性。

保密义务的监督与考核
相关部门应加强对退役军人履行保密义务的监督与考核，对于违反
保密规定的退役军人应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保密义务的内涵
保密义务是指个人或组织在涉密工作中所承担的保密职责和义务，
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重要保障。

保密义务的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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