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计算机安全自查报告(通用5篇)
随着社会不断地进步，报告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报告具有
语言陈述性的特点。通过报告，人们可以获取最新的信息，
深入分析问题，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
的最新报告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计算机安全自查报告篇一

我县联社10月5日接到转发《金融机构计算机安全检查工作实
施方案的通知》的通知后，联社领导班子十分重视，及时召
集科技开发部、安全保卫部等部门负责人，按照文件要求，
根据实施方案的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逐条落实，周密安排，
对全县个配备计算机的信用社和中心机房进行了排查，现将
自查情况报告如下：

我县联社自设设立信息管理科以来，本着“谁主管理，谁负责
“的指导思想，十分重视计算机管理组织的建设，成立了计
算机安全保护领导小组，始终有一名联社副主任担任安全管
理领导小组组长，并以信息管理、安全保卫、内部审计等部
门负责人为成员。

联社科技开发部（原电脑信息科）为专职负责计算机信息系
统安全保护工作的部门，对全县信用社主要计算机系统的资
源配置、操作及业务系统、系统维护人员、操作人员进行登
记。联社设立专职安全管理员，专职安全员由经过公安部门
培训、获得《计算机安全员上岗证》的人员担任。基层信用
社设立兼职安全管理员，负责对上属电子网点进行管理、监
督，对本单位计算机出现的软、硬件问题及时上报联社科技
部门。要求各信用社选用有责任心、有一定计算机知识、熟
悉业务操作的人员担任。

我们在当地公安机关计算机安全保护部门的监督、检查、指



导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
例》、《计算机病毒防治管理办法》、《金融机构计算机信
息系统安全保护暂行规定》等法规、规定，建立、健全了各
项防范制度，并编制成册，下发到全县xx年初，由主管计算
机安全的副主任与保卫部门签订了目标责任书，并指定业务
骨干担任计算机安全员，切实做到防危杜渐，把不安全苗头
消除在萌芽状态。

在我县农信社实施电子化建设的每一步，我们都把强化信息
安全教育和提高员工的计算机技能放到同等地位。在实施储
蓄网络化过程中，联社专门举办了计算机培训班。培训内容
不但包括计算机基础知识、储蓄业务操作流程，还重点讲解
了计算机犯罪的特点、防范措施。使全体信用社员工意识到
了，计算机安全保护是“三防一保”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
而且在新形势下，计算机犯罪还将成为安全保卫工作的重要
内容。

随着计算机技术在信用社各项业务中的应用，为进一步提高
职工安全意识和规范操作流程，我们还经常组织人员对基层
信用社进行计算机业务系统运行及安全保护的检查。通过检
查，我们发现部分人员安全意识不强，少数微机操作员对制
度贯彻行不够。对此，我们根据检查方案中的检查内容、评
分标准对电子化网点进行打分，得分不合格者，除限期整改
外，还根据《驻马店市农村信用社稽核处罚规定实施细则》、
《平舆县农村信用社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实施细则》的
有关规定，对有关责任人员如社主任、储蓄所负责人，操作
员等，给予经济处罚、全县通报批评等处理。

从我县信息管理部门成立之日起，我们就树立了以制度管理
人员的思想。为此，根据市办下发的信息科有关文件精神，
对照人行中心支行的《科技工作管理制度》，先后制定了
《中心机房管理制度》,《中心机房应急措施》，《计算机系
统维修操作规程》,《电脑安全保密制度》,《计算机安全检
查操作规程》，《计算机软件开发操作规程》等一系列内部



管理制度，让这些制度不但写在纸上，挂在墙上，还要牢记
在心上。继而我们又印发了农信联《农村信用社计算机信息
系统安全保护实施细则》、《农村信用社计算机综合业务系
统管理办法》、《关于转发《市农村信用社计算机信息系统
安全管理办法》的通知》,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计算机内控
制度。在以上文件中，要求明确规定了各级微机管理人员、
操作员的权限和操作范围，对操作人员的上岗、调离等做出
严格规定，详细制定了计算机综合业务系统的管理办法，要
求各电子网点记录微机运行日志，对数据每日进行备份，对
废弃的磁盘、磁带、报表不得随意丢弃，交由信息部门统一
处理。

随着联社办公自动化的深入，各部门在处理业务报表、数据
和日常办公中越来越多的用到了计算机。为保证各部门的计
算机不受病毒危害，联社每台微机上都安装了实时的查、杀
病软件，并及时进行软件升级和定期进行查杀病毒。同时还
把计算机病毒预防措施下发至各部门的微机操作员手中，从
专机专用、数据备份、软盘管理、实时杀毒、禁用盗版、禁
玩游戏等几方面入手，使计算机病毒防治形成制度化。

计算机安全自查报告篇二

为更好地做好保密工作，杜绝非涉密办公电脑处理密件的行
为，根据xxxxx要求，我局围绕非涉密计算机、移动存储介质、
办公网络使用情况等进行了自查。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对局内所有办公电脑、移动存储介质和网络进行全面检
查。局内x台办公电脑，均未发现非涉密计算机在连接互联网
的计算机中制作、存储、传递和处理涉密文件、信息以及机
关内部资料的'行为；未感染木马病毒；未安装无线网卡等设
备；未使用非涉密移动存储介质；无违规上国际互联网及其
他公共信息网的记录。安全情况良好。

二、加强保密工作培训，提高保密工作意识。为提高全局领



导干部的保密工作意识，提高保密工作能力，组织大家认真
学习了《国家保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
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组织全局领导干部认真观看警示教
育影片，使大家进一步认识到了泄密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
从而自觉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

计算机安全自查报告篇三

20xx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局严格按照
《保密法》的规定，认真贯彻落实保密工作的要求，积极深
入抓好保密工作，从而使我局的保密工作取得明显的成效。
我局结合实际工作情况，对照检查目录表，逐条自查，现将
自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高度重视，强化组织领导。

二、落实各项措施，确保机密安全。

为切实落实保密制度，做好保密机要工作，我局采取了以下
几个方面的措施。

（一）严格计算机管理。目前我局所有股室和局领导办公室
都配备了计算机，党政网电脑与政府网络信息中心联网，杜
绝同一台计算机同时连接内外网。每台电脑上都安装了网络
防火墙，对每台电脑的软件进行清理，删除一切与工作无关
的信息和软件，尤其是网络游戏等联网软件，防止信息流失
或遭受外界恶意攻击。

（二）严格文件资料管理。办公室是文件资料的加工、储存
场所，为确保文件不随意外流，我局设立了1名专职人员，负
责纸品文书的管理和电子文档的管理。具体做好文件资料的'
收发、分放、整理、归档、销毁等，对涉密的文件资料，只
准在机关办公室阅，未经批准，不得带出机关；做好电子文
档的输入、存档、发送、印制、备份等，确保电子文档安全。



同时加大对档案室的日常管理，非工作人员一般不准进入档
案室，防止机密外泄。

记录。会议讨论的内容，未作出决定待定的、需要保密或一
段时间内保密的，不得随意扩散传播。

（四）严格公章管理。局指定办公室负责对局行政、党组公
章的保管，办公室主任为局公章的保管责任人。所有需加盖
局行政公章的文书材料，一律需经得主要领导同意方可加盖；
所有需加盖局党组公章的文书材料，一律需经得局长同意方
可加盖。任何人不得随意加盖公章。并对加盖公章的材料作
详细登记。

（五）严格工作程序。工作人员不在日常工作手册上记录秘
密，不随意摘录、引用秘密文件、或擅自将秘密文件给他人
传看，凡是自己在工作中掌握的秘密事项，没有传达义务的
绝不告诉知密范围以外的人。不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将秘密
文件和手册置于办公桌上，甚至带回家，非本机关人员不能
单独留于办公室内，室内无人要锁门。

三、加强保密教育，提高思想认识

为认真做好保密机要工作，我局结合工作实际，切实把保密
教育工作贯穿于日常工作中，在平时的学习例会上，多次强
调做好保密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组织全体干部职工认真学习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国家工作人员保密守则》等
保密工作规章制度以及州、县保密工作有关文件会议精神等。
对办公室档案管理员、文书收发等加强保密教育，加强做好
保密工作的检查督促，促进全体工作人员提高思想认识，增
强做好保密工作的责任感。

计算机安全自查报告篇四

我校信息中心自成立以来，本着“责任到人，一丝不苟”的



指导思想，十分重视计算机管理组织的建设，成立了计算机
安全保护领导小组，始终有一名信息中心主任担任安全管理
领导小组组长，并以信息管理、安全保卫、各教研组等部门
负责人为成员。

信息中心为专职负责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工作的部门，
对全校教研室主要计算机系统的资源配置、操作及业务系统、
系统维护人员、操作人员进行登记。信息中心设立专职安全
管理员，专职安全员由经过公安部门培训、获得《计算机安
全员上岗证》的人员担任。基层教研室设立兼职安全管理员，
负责对电子网点进行管理、监督，对本单位计算机出现的软、
硬件问题及时上报信息中心。要求各教研室选用有责任心、
有一定计算机知识、熟悉业务操作的人员担任。

我们在当地公安机关计算机安全保护部门的监督、检查、指
导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
管理办法》、《河南省学校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管理暂行规
定》、《计算机病毒防治管理办法》、以及公安部、教育部、
信息产业部、国务院新闻办《关于开展垃圾邮件专项治理工
作的通知》及教育部《关于开展高校上网场所清理整理工作，
进一步加强校园网管理的紧急通知》等法规、规定，建立、
健全了各项防范制度，并编制成册，下发到全校各个教研室。
在年初，由主管计算机安全的主任与保卫部门签订了目标责
任书，并指定业务骨干担任计算机安全员，切实做到防微杜
渐，把不安全苗头消除在萌芽状态。

二、强化安全教育定期检查督促

在我校实施计算机信息化建设的每一步，我们都把强化信息
安全教育和提高员工的计算机技能放到同等地位。在实施信
息网络化过程中，信息中心专门举办了计算机培训班。培训
内容不但包括计算机基础知识、课件制作，还重点讲解了计
算机犯罪的特点、防范措施。使全体教职员工都意识到了，



计算机安全保护是学校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在新形势
下，计算机犯罪还将成为安全保卫工作的重要内容。

随着计算机技术在教研室各项业务中的应用，为进一步提高
职工安全意识和规范操作流程，我们还经常组织人员对基层
教研室进行计算机业务系统运行及安全保护的检查。通过检
查，我们发现部分人员安全意识不强，少数微机操作员对制
度贯彻行不够。对此，我们根据检查方案中的检查内容、评
分标准对各科室进行打分，得分不合格者，除限期整改外，
还根据学校的有关规定，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相应处罚、
全校通报批评等处理。

三、信息安全制度日趋完善

从我校信息中心成立之日起，我们就树立了以制度管理人员
的思想。为此，根据市办下发的有关文件精神，先后制定了
《中心机房管理制度》,《中心机房应急措施》，《计算机系
统维修操作规程》,《电脑安全保密制度》,《计算机安全检
查操作规程》，《潢川一中电教管理员职责》、《潢川一中
电子备课室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内部管理制度，让这些制度
不但写在纸上，挂在墙上，还要牢记在心上。继而我们又印
发了《潢川一中教研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实施细则》、
《潢川一中教研室计算机综合业务系统管理办法》、《潢川
一中机房上机操作守则》、《潢川一中信息中心管理条例》
等,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计算机内控制度。在以上文件中，
要求明确规定了微机管理人员、操作员的权限和操作范围，
对操作人员的上岗、调离等做出严格规定，详细制定了计算
机综合业务系统的管理办法，要求各电子网点记录微机运行
日志，对数据每日进行备份，对废弃的磁盘、磁带、报表不
得随意丢弃，交由信息中心统一处理。

四、防治计算机病毒

随着信息办公自动化的深入，各教研室在处理业务报表、数



据和日常办公中越来越多的用到了计算机。为保证各教研室
的计算机不受病毒危害，信息中心为每台微机上都安装了实
时的查、杀、防病毒的软件，并及时进行软件升级和定期进
行查杀病毒。同时还把计算机病毒预防措施下发至各教研室
的微机操作员手中，从专机专用、数据备份、软盘管理、实
时杀毒、禁用盗版、禁玩游戏等几方面入手，使计算机病毒
防治形成制度化。

对照《学校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检查表》的要求，我校信息
中心在以往的工作中，主要作了以上几方面的工作，但还有
些方面要急待改进。

一是今后还要进一步加强与公安机关和教育主管部门的工作
联系，以此来查找差距，弥补工作中的不足。

二是要加强计算机安全意识教育和防范技能训练，充分认识
到计

算机案件的严重性。把计算机安全保护知识真正融于学校知
识的学习中，而不是轻轻带过；人防与技防结合，把计算机
安全保护的技术措施看作是保护信息安全的一道看不见的屏
障。

计算机安全自查报告篇五

我县联社10月15日接到转发《金融机构计算机安全检查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的通知后，联社领导班子十分重视，及时
召集科技开发部、安全保卫部等部门负责人，按照文件要求，
根据实施方案的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逐条落实，周密安排，
对全县个配备计算机的信用社和中心机房进行了排查，现将
自查情况报告如下：

我县联社自设设立信息管理科以来，本着“谁主管理，谁负责
“的指导思想，十分重视计算机管理组织的建设，成立了计



算机安全保护领导小组，始终有一名联社副主任担任安全管
理领导小组组长，并以信息管理、安全保卫、内部审计等部
门负责人为成员。

联社科技开发部（原电脑信息科）为专职负责计算机信息系
统安全保护工作的部门，对全县信用社主要计算机系统的资
源配置、操作及业务系统、系统维护人员、操作人员进行登
记。联社设立专职安全管理员，专职安全员由经过公安部门
培训、获得《计算机安全员上岗证》的人员担任。基层信用
社设立兼职安全管理员，负责对上属电子网点进行管理、监
督，对本单位计算机出现的软、硬件问题及时上报联社科技
部门。要求各信用社选用有责任心、有一定计算机知识、熟
悉业务操作的人员担任。

我们在当地公安机关计算机安全保护部门的监督、检查、指
导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
例》、《计算机病毒防治管理办法》、《金融机构计算机信
息系统安全保护暂行规定》等法规、规定，建立、健全了各
项防范制度，并编制成册，下发到全县20个信用社。在年初，
由主管计算机安全的副主任与保卫部门签订了目标责任书，
并指定业务骨干担任计算机安全员，切实做到防危杜渐，把
不安全苗头消除在萌芽状态。

在我县农信社实施电子化建设的每一步，我们都把强化信息
安全教育和提高员工的计算机技能放到同等地位。在实施储
蓄网络化过程中，联社专门举办了计算机培训班。培训内容
不但包括计算机基础知识、储蓄业务操作流程，还重点讲解
了计算机犯罪的特点、防范措施。使全体信用社员工意识到
了，计算机安全保护是“三防一保”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
而且在新形势下，计算机犯罪还将成为安全保卫工作的重要
内容。

随着计算机技术在信用社各项业务中的应用，为进一步提高
职工安全意识和规范操作流程，我们还经常组织人员对基层



信用社进行计算机业务系统运行及安全保护的检查。通过检
查，我们发现部分人员安全意识不强，少数微机操作员对制
度贯彻行不够。对此，我们根据检查方案中的'检查内容、评
分标准对电子化网点进行打分，得分不合格者，除限期整改
外，还根据《驻马店市农村信用社稽核处罚规定实施细则》、
《平舆县农村信用社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实施细则》的
有关规定，对有关责任人员如社主任、储蓄所负责人，操作
员等，给予经济处罚、全县通报批评等处理。

从我县信息管理部门成立之日起，我们就树立了以制度管理
人员的思想。为此，根据市办下发的信息科有关文件精神，
对照人行中心支行的《科技工作管理制度》，先后制定了
《中心机房管理制度》,《中心机房应急措施》，《计算机系
统维修操作规程》,《电脑安全保密制度》,《计算机安全检
查操作规程》，《计算机软件开发操作规程》等一系列内部
管理制度，让这些制度不但写在纸上，挂在墙上，还要牢记
在心上。继而我们又印发了农信联（）2号《农村信用社计算
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实施细则》、（）31号《农村信用社计
算机综合业务系统管理办法》、（）84号《关于转发《市农
村信用社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管理办法》的通知》,初步形成
了较为完善的计算机内控制度。在以上文件中，要求明确规
定了各级微机管理人员、操作员的'权限和操作范围，对操作
人员的上岗、调离等做出严格规定，详细制定了计算机综合
业务系统的管理办法，要求各电子网点记录微机运行日志，
对数据每日进行备份，对废弃的磁盘、磁带、报表不得随意
丢弃，交由信息部门统一处理。

随着联社办公自动化的深入，各部门在处理业务报表、数据
和日常办公中越来越多的用到了计算机。为保证各部门的计
算机不受病毒危害，联社每台微机上都安装了实时的查、杀
病软件，并及时进行软件升级和定期进行查杀病毒。同时还
把计算机病毒预防措施下发至各部门的微机操作员手中，从
专机专用、数据备份、软盘管理、实时杀毒、禁用盗版、禁
玩游戏等几方面入手，使计算机病毒防治形成制度化。



对照《金融机构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检查评分表》的要求，
我县农村信用联社在以往的工作中，主要作了以上几方面的
工作，但还有些方面要急待改进。

一是今后还要进一步加强与公安机关的工作联系，以此来查
找差距，弥补工作中的不足。

二是要加强计算机安全意识教育和防范技能训练，充分认识
到计算机案件的严重性。把计算机安全保护知识真正融
于“三防一保”知识的学习中，而不是轻轻带过；人防与技
防结合，把计算机安全保护的技术措施看作是保护资金安全
的一道看不见的屏障。

三是由于工作场地所限，部分营业网点备份的数据不能做到
异地保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