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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民主的两大构成要素是公开和参与，公开是参与的前提和基础。
没有政府信息的公开，公民的参与权是一句空话；而没有政府信息公开和公众知情权的行使，就不可
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众参与国家管理和社会事务。
因此。
政府信息公开本来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应有之意，是公民实现宪法权利的保障和监督政府依法行政的
根本性制度。
换一句话来说，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应该是“以人为本”的政府，一个“以人为本”的政府应该是
一个法治的政府，而一个法治政府的重要职责就是实施政府信息公开。
信息公开法最早源自1776年的瑞典，该法目前是瑞典宪法的一部分，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国际社会
出现了一个制定信息公开法的浪潮。
美国于1966年制定了信息公开法，美国的信息公开制度对于当代各国政府的信息公开制度产生了极大
影响。
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均于1982年制定了信息公开法。
在亚洲，泰国于1997年实施官方信息法，韩国于1998年施行公共机构信息公开法，日本已经于1999年
通过了信息公开法。
2001年我国台湾地区也制定了“行政信息公开法”。
政府信息公开法经过200年的发展，不仅仅是国内法所规定的权利，而且在一系列国际法法律文件中也
得到了确认。
联合国早在1946年第一次大会上通过的第5l(1)号决议中就肯定了信息自由是一项基本权利，它宣告“
信息自由是一项基本权利，也是联合国追求的所有自由的基石”。
1948年由联合国通过并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
；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
想的自由。
”可见，政府信息公开是一股国际潮流。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信息公开由于借助电子网络技术的发展，如虎添翼，效果激增，在世界范围
内又开始掀起一股具有新特点、新面貌的电子政务新浪潮。
电子政务作为现代政府管理观念和信息技术相融合的产物。
在经历了以信息化为中心的技术层面的架构建设以后，以公民为中心、以完善政府服务为要义的政府
治理结构转型，已成为对电子政务进行深层次的内涵建设的核心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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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界各国、地区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对相关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涉及政府信息
公开的原则、具体制度、法律救济等，对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完善有较高的借鉴作用。
《电子化政府与政府信息公开法研究》附有的《政府信息公开法草案学者建议稿》也为立法机关和研
究人员提供了有益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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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概念的比较三、电子化政府在政府管理中的意义第二节 政府信息公开概述一、政府信息公开的概
念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基本问题第三节 电子化政府与信息公开一、电子化政府信息公开的意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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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信息公开法五、澳大利亚信息自由法六、韩国公共机关信息公开法七、欧盟的实践——关于公众获
得欧共体委员会与部长理事会文件的行为准则第二节 政府信息公开的国内立法评介一、中国香港地区
信息公开立法评介二、中国内地政府信息公开立法评介第五章 政府信息公开法的基本原则第一节 政
府信息公开法基本原则概述一、政府信息公开法基本原则的界定二、决定政府信息公开法基本原则的
主要因素三、政府信息公开法基本原则的意义一第二节 政府信息公开法的基本原则一、权利原则二、
公开原则三、平等原则四、及时原则五、便民原则六、权利救济原则第六章 政府信息公开法上的知情
权第一节 知情权概述一、知情权的含义及特点二、知情权的分类第二节 政府信息公开之知情权——
行政知情权一、概述二、行政知情权的理论基础三、行政知情权的法律依据四、行政知情权的要素第
七章 政府信息公开法的基本制度与程序第一节 政府信息公开法上“政府”的范围一、信息公开法“
政府”定位的立法例概述二、“政府”的概念明确化的意义三、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上“政府”的范
围第二节 政府信息的范围一、政府信息的范围二、不予公开的政府信息第三节 政府信息公开法的基
本制度一、公布制度二、告知制度三、说明理由制度四、听证制度第四节 政府信息公开的基本程序一
、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程序二、被动公开政府信息程序第八章 电子化背景下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问题第
一节 电子化背景下的政府信息公开及其作用一、电子化信息公开及其推动原因二、电子化对政府信息
公开的影响三、电子化信息公开的作用第二节 电子化信息公开的弊端一、电子化信息公开对国家安全
的冲击二、电子化信息本身遭遇安全问题三、电子化信息公开在我国遇到的问题第三节 信息公开电子
化对行政程序的影响一、行政程序电子化对参与的影响二、行政程序电子化对效率的影响三、行政程
序电子化对形式要素的影响第四节 电子文件的法律问题研究一、电子文件的定义二、电子文件的特征
三、目前我国电子文件的来源与种类四、电子文件的法律地位第九章 政府信息公开争议之行政救济第
一节 行政救济概述一、行政救济的概念二、行政救济的特征三、行政救济的途径第二节 政府信息公
开争议救济制度一、政府信息公开争议救济途径二、我国政府信息公开争议救济制度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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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立法中还是理论中往往表述“非政府”主体也即“知情权人”非常容易，因为“知情权人”主体外延
非常广泛，有学者提出“权利主体具有无限性”①的观点，即“有权请求政府公开其拥有的行政文件
的任何人”，②这种观点将知情权人扩及所有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组织，最大限度地保障了人民的知
情利益，但仍须注意两点：一是权利主体再怎么无限也必须明确，立法技术上的解决方式就是规定政
府包括哪些机关或者组织，其他的就是权利主体，因此在国外信息公开立法例中无一例外的对政府或
者义务主体作了列举式规定，以明确的义务主体范围来确定权利主体的范围，因此，明确政府包括哪
些机关或者组织是明确权利主体范围的前提；二是权利主体中可能也有行政机关、法院甚至立法机关
，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在范围上可能产生混淆，如果权利人请求信息公开的权利被侵犯，需要司法救
济，那么可能造成法院、立法机关成为被侵害主体而提起诉讼的尴尬局面。
因此，应对信息公开立法目的有正确的理解——为公众提供一个了解和监督国家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
的途径，我们在定义政府时，应该考虑司法机关、立法机关，甚至是行政机关是否属于“公众”的范
畴，明确界定政府的范围。
其次，是界定“信息”范围的需要。
信息是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关系的客体，然而是否所有的信息都属于信息公开法的调整范围，这是信息
公开法必须明确的。
从立法例看，界定信息作为信息公开法律关系的客体时，一般都要从主体掌握的信息的角度阐述和规
定，因此，在信息公开法律关系中主体与客体不能截然分开考虑，必须注重两者的一致性。
最后，“政府”的概念对政府信息公开法的原则和制度影响重大。
政府信息公开法的基本原则和制度的设计，关系到法律的可操作性。
关于政府信息公开法的基本原则，如公开原则、平衡原则、免费原则、自由使用原则和救济原则等，
都是在学者假定只研究行政机关作为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的前提下提出的，如果“政府”包括了立
法、司法机关，在原则上至少应当增加不同国家机关的信息公开的相关原则，否则极易引起混乱。
这是由不同机关的设立的不同价值取向和制度差异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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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
早在希腊城邦的治理中，信息的公开就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当人们聚集在公民大会上商议问题前，会议的议题就为人们所知晓，并在集市、广场、体育场等地广
泛、深入地讨论过了。
相传梭伦改革的立法条款，也都写在带有活动框架的木板上，置于市井附近的国事厅，供人们阅读援
用。
这些政府信息公开的良好实践带来的是公民对城邦的忠诚感、人们积极参与城邦政治的精神动力和城
邦旺盛的生命力。
启蒙时期，思想家们称民主的基本要素之一就是“知情的公众(informationedpublic)”。
杰弗逊有一句名言：“在一个文明国家，若指望从无知中得到自由，过去从未有过，将来也办不到。
”近年来，在我们这个古老而迅速向着信息化发展的国度，政府信息公开也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相关的著作陆续问世，有关的规章也纷纷出台。
“每一项技术都给我们一个不同的空间”(DavidBoher语)，电脑和互联网络为我们带来了“千年未有
之变局”，互联网及其所代表的开放、自由等精神，催生了电子化政府，也为政府信息公开带来了福
音、机遇、挑战与压力。
如何依法律引导、促进、保障和规范电子化政府及其背景下的政府信息公开，是我们思考的焦点，也
构成了本书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色。
本书由齐爱民博士和孔繁华博士拟定写作大纲，由重庆大学法学院和武汉大学法学院的教师与博士等
合作伙伴共同完成。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们克服了地域上的困难，在会议室、咖啡馆、互联网上频繁地进行着脑力激荡，
如果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那么“愚者千虑，或有一得”，本书就是我们全体作者经过多年的
思虑与积累后的一点心得体会。
无奈，我们生活在如此一个变化迅速的时代，加上本书涉及的是新兴的、充满种种可能的前沿性主题
，不用说其中必然会有许多不足或时滞性的缺陷，尚请渎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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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化政府与政府信息公开法研究》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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