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政府信息公开理论与实践>>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政府信息公开理论与实践>>

13位ISBN编号：9787307063945

10位ISBN编号：7307063948

出版时间：2008-6

出版时间：武汉大学出版社

作者：颜海

页数：299

字数：277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政府信息公开理论与实践>>

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论述了政府信息公开的含义、范围、属性、原则及其价值取向等基本理论问题，同时从
多学科角度全面阐述了支持政府信息公开的政治学、法学、经济学、行政学、社会学和信息管理学等
学科的理论基础，深入剖析了政府信息公开的动力与阻力机制，比较分析了国外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
建设，追溯了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法治历程，充分展示了我政府信息公开的实践探索以及法制建设成
果。
此外，就政府信息公开中的监管与责任、控权与纠纷解决以及实现平台与效益评估等理论与实践问题
进行了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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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6政府信息化与政府信息公开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
展，信息化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
在国家信息化体系建设中，政府信息化又成为整个信息化的关键。
政府信息化的推进将对政府信息公开产生深刻的影响。
　　政府信息化是指为了适应信息时代的到来，运用信息技术、通讯技术、网络技术以及办公自动化
技术等现代信息手段，对传统的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务进行改造，从而大大提高政府管理的有效性，满
足社会以及公众对政府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期望，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
　　l.6.1电子政务加快政府信息公开步伐　　政府信息化首先表现为政务工作信息化，而电子政务实
际上就是政务工作信息化的具体体现。
所谓电子政务是指国家机关在政务活动中，全面应用现代信息技术、网络技术以及办公自动化技术等
进行办公、管理和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种全新的管理方式。
电子政务的核心价值或主导取向，是其所具有的透明度和政府治理与社会、民众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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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政府信息公开理论与实践》系统论述了政府信息公开的含义、范围、属性、原则及其价值取向
等基本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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