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cnda.cfda.gov.cn/WS04/CL2050/228059.html） 

 

附錄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发布 

《关于加强药品审评审批信息保密管理的实施细则》的通告 

（2018 年第 27 号） 

 

为维护药品注册申请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和加强审评审批信息保密管理，确保药品审评审

批工作合法高效运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的通知》《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总局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信息保密管理办法》等，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了《关于

加强药品审评审批信息保密管理的实施细则》，现予发布。 

 

  特此通告。 

 

  附件：关于加强药品审评审批信息保密管理的实施细则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5 月 11 日 

 

 

附件 

关于加强药品审评审批信息保密管理的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维护药品注册申请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和加强审评审批信息保密管理，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

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的通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

信息保密管理办法》等，结合药品审评审批工作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从事药品注册受理、技术审评、现场核查、注册检验、行政审批等审评审批活动

的相关人员及外请专家，应当增强保密意识，严格遵守保密纪律规定，严格管理涉密资料，严

防泄密事件发生。非因工作需要不得接触、查阅与审评审批相关的资料，打探审评审批信息。 

第三条  涉及药品注册受理、技术审评、行政审批、项目管理、资料管理、信息管理、公

文管理、制证制件的岗位为重点涉密岗位。 

第四条  下列信息属于保密信息： 

（一）审评审批阶段申请人提交的信息和审评审批结束后的生产工艺、关键技术参数、技

术诀窍、试验数据等属于商业秘密、技术秘密的信息和个人隐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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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获准对外披露的审评审批信息，包括各类会议信息、专家信息、尚未签发的审评

审批结论以及未公布的审评审批过程中的讨论意见、咨询意见和技术报告等； 

（三）与审评审批工作相关的投诉举报信息； 

（四）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认定的其他保密信息。 

第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泄露保密信息： 

（一）擅自披露申请人技术资料或者其他商业秘密； 

（二）擅自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属于申请人商业秘密、技术秘密信息或个人隐私信息用

于非工作目的； 

（三）违反涉密会议管理规定使用不符合保密要求的电子设备设施、随意处置涉密资料； 

（四）泄露参加审评会议的外部专家信息； 

（五）散布会议讨论内容； 

（六）散布他人审评观点； 

（七）擅自披露尚未签发的审评审批结论； 

（八）擅自披露未公布的审评审批过程中的讨论意见、咨询意见和技术报告； 

（九）泄露与审评审批工作相关的投诉举报信息； 

（十）擅自复制、拍摄、抄录、记录相关纸质或电子保密信息； 

（十一）擅自将保密信息带离工作场所或者擅自在指定网络、设备以外使用保密信息； 

（十二）将药品审评信息网络系统的登陆密码透漏给其他人员； 

（十三）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认定的其他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第六条  审评资料的印刷、收发、传递、承办、保管、归档、借阅、移交、销毁等各个环

节均应当办理清点登记手续和批准手续，做好保密工作。审评资料的借阅人为资料保管第一责

任人，应当妥善保管，安全存放于工作区的加锁柜。药品审评资料存储仓库应当严格按照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以下简称药审中心）保密规定进行管理。 

第七条  药品审评审批工作人员、外请专家、挂职人员参加学术活动的报告、对外授课的

课件、对外投稿的文章等，不得违规使用保密信息。 

第八条  药品审评审批工作人员进入审评审批等信息系统的权限需按程序经批准后方能

开通，开通后，需严格按照保密管理的要求使用该系统。 

第九条  药品审评审批工作人员不得私下与申请人见面沟通技术审评问题，违规泄露审评

审批信息。药品审评审批工作人员、申请人按规定程序进行沟通交流时，须由项目管理人全程

参与并做好会议记录，按规定程序将会议记录提交药审中心会议管理系统。 

第十条  药品审评审批工作人员不得参加申请人及其相关工作人员以老乡、同学、校友、

战友等名义组织的可能影响审评公正性、公平性的聚会或者其他活动。 

第十一条  药品审评审批工作人员不能与医药企业有利益关系，不能投资于医药企业，不

能持有医药企业的股票，不能以审评谋取私利，严禁利用内部消息谋取利益。 

第十二条  申请人可以通过药审中心网站的“申请人之窗”栏目或药审中心公布的项目

管理人的电话和邮件等方式，查询品种申报进度，查看发补通知、审评结论，提交沟通交流申

请。药品审评审批工作人员通过公务电子邮箱与申请人沟通交流时，应当同时在邮箱系统里点

击“关联受理号”按钮。在未作关联之前，不得随意删除相关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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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审评审批工作人员不得利用个人电子邮箱与申请人沟通交流审评审批业务工作。 

第十三条  药品审评审批工作人员一般应当通过专用录音电话与申请人沟通交流，并将主

要内容整理成书面记录，经所在部门负责人签字后按规定程序归档。特殊情况下，确需使用私

人电话与申请人沟通交流审评审批业务工作的，也应当按规定程序提交书面电话记录。 

第十四条  药品审评审批工作人员应当认真遵守电脑数据保密规定，不得将审评资料从审

评信息系统复制到 U 盘、移动硬盘、光盘等移动存储设备中，如因个人学习研究确实需要的，

需按规定程序提出申请，经同意后，可以将有关内容复制到安全的移动存储设备，按照保密要

求严格管理，严防泄密问题发生。 

第十五条  对申请人为获取审评审批保密信息而实施拉拢行贿、威胁恐吓、滋事骚扰、跟

踪尾随、暴力伤害等行为的，药品审评审批工作人员应当及时向药审中心报告。药审中心应当

在第一时间根据具体情形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组织调查处理，或向有关部门报告。调查处理

期间，暂停申请人相关品种的审评审批，调查处理的时间不计入审评审批时限。 

第十六条  对申请人为获取审评审批保密信息给药品审评审批工作人员造成人身伤害的，

以及由于申请人的拉拢、腐蚀，致使药品审评审批工作人员受到组织处理、党纪政纪处分或刑

事处罚的，可作出以下处理： 

（一）及时约谈申请人； 

（二）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政府网站上曝光相关信息； 

（三）向申请人所在地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通报； 

（四）涉嫌违法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五）对于可能影响药品审评审批公平公正的，需要重新开展相关审评审批工作。 

第十七条  药品审评审批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泄密的，尚未造成后果的，给予批评教育、

调离工作岗位、诫勉谈话、警告、记过、记大过等相应的党纪政纪处理；造成后果的，给予撤

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降级、降低岗位等级处分；窃密的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一经查实，

给予开除党籍、撤职、开除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八条  尚在试用期内的药品审评审批工作人员，违反国家、单位保密规定的，一经查

实，一律解除合同；外聘、返聘、挂职、实习人员，违反保密规定的，一经查实，一律给予解

聘、终止挂职和实习等处理。挂职人员违反保密规定的，除终止挂职外，应当通报原单位并建

议作出相应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已离职、已退休人员应当对相关审评审批信息承担保密责任。对于泄露审评审批信息的，

依法予以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聘请的专家应当与聘用部门签署保密协议，承担保密责任。违反保密协议的，立即终止聘

用关系，通报专家所在单位并建议作出相应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九条  各药品审评审批单位应当根据实际工作情况定期开展保密工作检查，并建立保

密工作台账。 

第二十条  对履行保密职责不到位的部门和人员，依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及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 

第二十一条  本细则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