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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型政府是一种全新的政府职能模式袁是以社
会公众客观需求为尺度袁尊重公民意愿袁建立和发展广泛的
社会回应机制尧公共责任机制袁努力为公众提供满意的高质
量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现代政府遥从特征上说袁公共服
务型政府中的野 公共冶袁是指政府的财政尧工作对象尧工作目
标尧 工作过程的参与以及对其活动的监督都应当同公众和
公众利益紧密关联袁而野 服务冶是与政府性的管制性尧强权性
相对应的袁野 服务冶是野 公共冶性的必然要求和体现遥从构成要
素上说袁公共服务型政府不仅应当是透明政府尧有限政府和
诚信政府袁还应当是绩效政府尧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遥 在各
种构成中袁透明要素是其他各项要素的前提袁是构建现代公
共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袁 而推行透明政府战略的一个核
心问题就是政府信息公开遥 政府信息公开是指为提高政府
工作透明度袁保障公民尧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知情权袁监督政
府机关依法履行职责袁根据有关法律尧法规规定袁政府机关
向社会公开有关政府信息遥 要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就必须
大力推进政府信息公开遥
1 政府信息公开对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意义

1.1 实现了信息资源在政府与公众间的再分配 由于现

代政府拥有强大的行政权力和庞大的组织体系袁并且掌握
着高科技手段袁因此袁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大量的信息都在其
垄断之下袁而公民在行政管理中的劣势地位袁决定了公众在
信息资源分配中的不利形势遥 加上传统理念认为政府是否
公开信息是它的权力而并非其义务袁政府有权不公开信息袁
这种理念更加助长了政府对信息资源的垄断袁这种局面与
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内涵不相符遥因此袁构建公共服务型
政府就有必要大力推进政府信息公开袁通过政府信息公开
使信息资源在政府与公众之间重新优化分配袁改变过去公
民与政府之间的不对等尧不平衡的状况袁使公民与政府能够
共享政府信息资源袁公民可以通过及时尧准确地获取政府信
息尧了解政府工作袁依据公开的信息与政府进行及时尧有效
的沟通袁从而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权利袁体现出政府的服务
精神遥 同时袁政府信息公开使得公众的参与度大大提高袁公
众的监督才能够得以落实遥
1.2 促进了行政效率的有效提高 行政效率是公共服务

型政府的构成要素之一袁提高行政效率是构建公共服务型
政府的客观要求遥 但长期以来袁 由于受传统保密文化的影
响袁大多数干部都认为信息公开会增加政府的工作量袁从而
降低行政效率遥实际上袁政府信息公开与行政效率之间是不
矛盾的遥 那些认为会影响效率的人主要是从行政决策角度
考虑的袁他们认为袁信息公开会影响决策的形成袁越多人参
与到行政决策中袁行政决策就越难敲定遥 但是袁从行政的整
个过程看袁行政决策只是行政行为的一部分袁如果行政决策
的制定过程没有公开袁没有利益的充分表达和协调过程袁即
使决策过程的效率提高了袁日后的执行也可能会有很多困难袁
从而造成了行政效率的下降遥
1.3 推进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政府信息公开能有

效地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尧参与权和监督权袁有力地
保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顺利进行袁 从源头上预防和
治理腐败遥 因此袁政府信息公开是提高科学执政尧民主执政
和依法执政能力的重要措施袁 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
重要环节遥 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与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本质上是一致的遥因此袁在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进程中加强
政府信息公开也是十分必要的遥
2 当前政府信息公开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自由裁量的任意性 由于我国目

前没有统一的信息公开法袁因而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
和形式都没有明确的界定袁导致信息的公开与否全由政府
说了算袁在这种行政自由裁量的任意性情况下袁公众很难通
过申请获得所需的信息袁这也正是政府信息公开最致命的
要害遥这就造成了目前政府公开的信息主要停留在法律尧法
规和办事程序尧执法守则等一般性的信息层面袁而对群众最
关心尧最希望知道的内容很少涉及袁尤其是与群众切身利益
相关的野 要害冶问题往往不公开曰野 公开冶途径的狭窄袁即不管
相对人是否听见尧看见袁有没有可能野 知晓冶其公开的内容袁
在形式上履行公开的程序即可遥 这种未顾及权利人是否可
能野 知悉冶的野 公开冶袁亦是典型的野 虑公开冶遥
2.2 权力本位思想依然主导政府信息公开 政府在信息

公开方面权力本位思想严重袁所谓野 权力本位冶是指政府在
行政活动中以野 管制政府冶自居袁以权力为基础行使行政职
能袁行政职责的履行与否完全出于政府的权力袁而不是以公
众的权利为出发点袁野 服务行政冶的意识很弱遥在这种思想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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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下袁由于政府机关自身利益的驱使袁不可能完全抛弃其利
益袁信息公开就必然有局限性袁也不能从根本上满足公众获
得政府信息的权利需求遥
2.3 政府信息公开缺少有效的监督和救济手段 当前除

了有信息公开规定的省市袁我国大部分地区没有规定不公
开信息的法律责任袁公众无法通过相应的制度来监督政府
的信息公开袁如果政府拒绝公开某项信息袁公民没有获得救
济的途径遥即便在那些有相关规定的省市袁公民的权利救济
途径也不很完善遥此外袁我国现行的叶 行政诉讼法曳只规定了
行政主体侵犯人身权和财产权可以提起诉讼袁而获取政府
信息是一种知情权袁对知情权的侵犯是否能直接提起行政
诉讼还存在很大争议遥所以袁公众的知情权实际上是没有办
法通过司法程序得到救济的遥
3 推进政府信息公开的具体途径

3.1 转变政府信息公开的观念袁实现从政府权力型向民众
权利型的转变 要加强政府信息公开袁首先要转变政府信
息公开的观念遥 所谓转变观念就是要改变以往政府对待信
息公开的态度袁放弃权力本位思想袁转到公民本位尧服务本
位上来遥政府部门要从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关系的认识上袁
把政府信息公开视为民众应当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袁是政
府应该履行的义务和职责遥摒弃长期保密文化的影响袁让行
政部门或工作人员从思想上接受政府信息公开袁将传统的
野 权力本位冶思想从头脑中剔除袁使他们自觉放弃公开与否
是政府权力的错误观点袁改变对于公众提出的申请抱着野 审
批冶的错误态度袁转变公开信息是政府的野 仁慈冶袁不公开是
野 理所应当冶的错误想法遥政府勇于公开信息尧在公众面前完
全展露袁 承担更多的监督甚至批评以及由此带来的全部后
果遥 彻底实现政府信息公开从政府权力型向民众权利型的
转变袁尊重公民的行政知情权及参与权袁打牢推动政府信息
公开的思想基础遥
3.2 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的法规制度袁提高政府信息公
开规范化尧法制化水平 法规制度是推进政府信息公开的

保障条件袁没有法规制度的保障袁政府信息公开往往只能是
空洞的尧形式的遥 所以袁要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就要进一步完
善政府信息公开基本制度袁继续开展建立健全主动公开和
依法申请公开制度尧 政府信息公开评议制度及工作责任追
究制度尧监督和救济制度曰逐步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的法
律法规体系袁使政府信息公开走上法制化轨道袁明确界定政
府信息公开的内容和形式袁提高政府信息公开规范化尧法制
化水平曰尤其是要重视完善政府信息公开程序制度袁因为程
序制度是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中枢袁而当前我国政府信息
公开法律程序却具有很大的随意性遥 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中袁要真正做到野 程序正义冶袁就要排除野 自说自话冶的任意
性袁保证公开的客观性袁即要克服公开内容的随意性尧公开
途径的狭窄性以及公开环节中的可能性陷阱遥野 政府信息公
开冶程序的正当性袁需要技术上尧设计上的专门化知识袁需要
在细节上保障其不出现制度性的可能陷阱遥

所以袁应当进一步规范信息公开程序制度袁将程序制度
真正落到实处遥可以考虑增设例外信息制度袁包括绝对例外
信息制度袁规定对绝对例外信息袁政府没有回答是否拥有的
义务曰细化部分程序制度袁如制定详细的听证制度袁规定对

于重大决定草案的公开袁应当采取听证会的形式充分听取
公众意见袁具体规定听证会召开的条件尧时间尧人数和讨论
的事项等曰充实公开内容袁按照野 以公开为原则袁不公开为例
外冶的总体要求实现规范化信息公开遥
3.3 规范形式载体袁将政府信息公开与发展电子政务相结
合袁增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实效 各级政府及部门要结合

实际袁继续发展和进一步规范政府信息公开栏尧信息亭尧政
府公报等传统公开形式袁广泛推行社会听证尧专家咨询尧新
闻发布等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公开形式袁着力发展电
子政务袁加强行政服务中心建设袁构建政府信息公开平台袁
扩大公开范围和受众群体遥 特别是要注意将政府信息公开
与发展电子政务相结合袁把电子政务发展成为政府信息公
开的重要载体袁在加强电子政务建设的同时袁构建网上政府
信息公开平台袁使电子政务和政府信息公开互为依托尧相互
促进尧共同发展遥目前在国外袁网络已成为政府进行信息公
开的一个重要渠道和方式袁在我国利用政府门户网站进行
政府信息公开也已出现袁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上海市政
府的野 中国上海冶网站遥 通过政府门户网站进行政府信息公
开袁突破了时间尧空间和一些人为的因素袁不仅是节约了政
府成本袁为政府信息提供了一种新的公开方式尧手段袁更重
要的是它体现了政府信息公开的目的所在袁最大限度地扩
大了政府信息共享袁从而增强了政府信息公开的工作实效遥
3.4 突出政府信息公开重点袁不断拓展政府信息公开的内
容 政府信息公开应以人民群众普遍关心尧涉及人民群众
切身利益的问题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的重点内容袁围绕行政
主体基本情况和行政决策尧执行尧监督的程序尧方法尧结果等
事项不断拓展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遥如乡渊 镇冤要重点公开
其贯彻落实中央有关农村工作政策袁以及财政尧财务收支袁
各类专项资金尧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使用袁筹资筹劳等情况遥
县渊 市冤尧市渊 地冤要重点公开本地区城乡发展规划尧财政预决
算报告尧重大项目审批和实施尧行政许可事项办理尧政府采
购尧征地拆迁和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尧矿产资源开发和利
用尧税费征收和减免政策的执行及突发公共事件的预报尧发
生和处置等情况遥省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要重点公开
本地区尧本部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相关政策与总体规
划袁财政预决算报告袁行政许可事项的设定尧调整尧取消以及
行政许可事项办理袁国有企业重组改制尧产权交易等情况遥
国务院各部门要结合实际袁确定公开的重点内容遥各地区各
部门要编制本地区本系统政务公开内容的详细目录袁 分类
向社会或在单位内部公开遥 把政府信息公开与维护人民群
众的根本利益紧密地结合起来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
权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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