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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预算的基本项目不属于国家秘密 
 

 莫纪宏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 4 月 29 日下午在京闭幕，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修订案）》（以下简称《保守国家秘密法》），该法自 2010年 10月 1日起
实行。修订后的《保守国家秘密法》更加重视设计国家秘密制度的科学性，更加重视保护公民的

知情权，对于涉及公众切身利益、并不关系重大国家安全利益的公共事项，一般不作秘密对待。

这一新的立法精神，很好地处理了“保守国家秘密”与“政府信息公开”之间的辩证关系，特别

是对政府财政预算来说，从制度上解除了政府财政预算上过多的“国家秘密”保护伞，增加了政

府财政预算的透明度，强化了公众对政府财政预算的参与度和监督能力。 
  修订后的《保守国家秘密法》对构成“国家秘密”的事项作出了明确规定。该法规定：涉及

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事项，泄露后可能损害国家在政治、经济、国防、外交等领域的安全和利益的，

应当确定为国家秘密。这些具体事项包括：（一）国家事务重大决策中的秘密事项；（二）国防建

设和武装力量活动中的秘密事项；（三）外交和外事活动中的秘密事项以及对外承担保密义务的

秘密事项；（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秘密事项；（五）科学技术中的秘密事项；（六）维护

国家安全活动和追查刑事犯罪中的秘密事项；（七）经国家保密行政管理部门确定的其他秘密事

项。政党的秘密事项中符合上述规定的，属于国家秘密。 
  根据上述规定，政府财政预算可能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秘密事项”有关，但是，并

不是政府财政预算中的“所有事项”事无粗细都可以作为“国家秘密”来加以“保护”。过去，

一些单位在文件运转过程中，习惯打上“秘密”二字。以为只要按照定密范围对号入座，就可以

不受级别的限制进行定密工作。这其中也包括各级人民政府编制的政府财政预算。所以，在各级

人大会议讨论政府预算之前，不仅普通老百姓无法知道政府财政预算是如何产生的，甚至连需要

在人大会议表决的人大代表也不知道政府预算是如何编制的，很显然，政府财政预算的过度“保

密”，不仅侵犯了公众的知情权，而且严重地影响了各级人大代表有效地行使代表职权。修订后

的《保守国家秘密法》严格限定了定密层级和定密权限，规定“确定国家秘密的密级，应当遵守

定密权限。”“中央国家机关、省级机关及其授权的机关、单位可以确定绝密级、机密级和秘密级

国家秘密；设区的市、自治州一级的机关及其授权的机关、单位可以确定机密级和秘密级国家秘

密。具体的定密权限、授权范围由国家保密行政管理部门规定。”因此，县级人民政府如果没有

上级部门的授权，无权就县级财政预算以“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向公众和人大代表公开。《保守

国家秘密法》上述规定进一步强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中关于政府财政预算必须接受社会公众和人大代表监督的立法精神，体现了“财政为民”

的现代宪政理念。 
  1994年 3月 22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预算法》
第 66 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对中央和地方预算、决算进行监督。县级以上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对本级和下级政府预算、决算进行监督。乡、民族乡、镇

人民代表大会对本级预算、决算进行监督。2007年 1月 17日国务院第 165次常务会议通过，自
2008年 5月 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 5条规定：行政机关公开政府
信息，应当遵循公正、公平、便民的原则。第 9条又规定：行政机关对符合下列基本要求之一的
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一）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二）需要社会公众广

泛知晓或者参与的；（三）反映本行政机关机构设置、职能、办事程序等情况的；（四）其他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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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应当主动公开的。《预算法》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上述规定，

已经为政府财政预算确立了“公开优先原则”，修订后的《保守国家秘密法》通过限制县级以下

（包括县级）人民政府设定“国家秘密”的权限，无疑等于对县级以下人民政府编制财政预算必

须向社会公众和人大代表公开进行了“逼宫”。失去了原先可以随意采用的国家秘密制度的“保

护”，政府财政预算就必须透明，让公众和人大代表明白，让纳税人对政府如何使用自己的钱“放

心”、“满意”。在修订后的《保守国家秘密法》下，政府财政预算公开成了“一般原则”，不公开

则作为必须严格依法进行的“例外”，这种制度变迁，更有效地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也

为人大代表更好地依法行使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权提供了制度保障。这种制度进步，不仅仅是

通过扩大公众知情权而导致的权利保障制度的进步，也是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的不断健全和完善，是政府依法行政提出的新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在编制财政预算时，必

须主动接受社会公众和人大代表的监督，真正替老百姓管好“钱袋子”，以“财”利“民”，彻底

走出传统计划体制下政府“替民做主”的落后的财政预算编制的老路子，真正让人民来监督财政，

使财政实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宪政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