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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立项，到2008年5月1日起施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走

过了“十年破冰”的漫长历程，这对向来追求立法效率的行

政法规而言，可谓十分罕见。2002年11月，广州市率先出台

了第一部推动政府信息公开的政府规章《广州市政府信息公

开规定》。此后，上海、河北、深圳、杭州、重庆等地政府

以及国土资源部等中央部委纷纷推出了相关的法规、规章等

等。从国外政府信息公开立法来看，从1766年瑞典制定了有

关政府信息公开的《出版自由法》以来，美国1966年制定《

信息自由法》，日本1999年制定《行政机关拥有信息公开法

》、俄罗斯1995年制定《信息、信息化与信息保护法》，英

国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就开始了信息公开的努力，用了近

三十年的时间到2000年才制定出《信息公开法》。目前，世

界各国已经制定出台了68部有关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所以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制定也是大势所趋，是信息化

时代的必然产物。 一、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群众生产、生活

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 十七大报告在阐述立足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时指出，要“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

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深

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

展道路”。上述这“五化”中，比以往多了一个“信息化”

，并且排在了“工业化”之后。所谓信息化，是指充分利用

信息技术，开发利用信息资源，促进信息交流和知识共享，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历史进程。我

们知道，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信息技术的创新和信息网

络广泛普及，信息化已成为全球经考，试大网站收集济社会

发展的显著特征，并逐步向一场全方位的社会变革演进。进

入21世纪后，信息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更加深刻。一方

面，广泛应用、高度渗透的信息技术正孕育着新的重大突破

。信息资源日益成为重要生产要素、无形资产和社会财富。

信息网络更加普及并日趋融合。信息化与经济全球化相互交

织，推动着全球产业分工深化和经济结构调整，重塑着全球

经济竞争格局。同时，互联网加剧了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

荡，成为信息传播和知识扩散的新载体。随着经济全球化和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信息化的飞速发展，信息在经济发展和

社会管理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据统计，我国目前有80%的

信息控制在政府部门手中，包含着众多行政管理信息、市场

信息、服务信息、宏观决策信息等。公开以上信息，对于企

业和个人考察社会、分析市场，进而科学地安排生产、生活

，合理配置资源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指导作用。 二、保障公

民知情权、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客观要求 我国《宪

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

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

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各级行政机关作为行政权

力的行使主体，其权利只能是来源于人民，最终还必须回归

于人民。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积极稳

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完

善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制度，保障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

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各级政府要坚持科学



民主决策，完善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制度、专家咨询制度、社

会公示和听证制度、决策责任制度，依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就是说，人民群众对政府行

使权力的内容、程序和过程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

监督权。这种权利是宪法赋予人民的当家做主的权利，也是

人民民主权利的重要表现形式。《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最大

的亮点，是将信息公开变成了政府的法定义务，这对于保障

公民的知情权，进一步促进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行使

具有重要作用。我国现阶段正处于体制深刻转换、结构深刻

调整、社会深刻变革，以及对敌斗争的复杂期、刑事犯罪的

高发期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凸现期这样一个关键时期，政府信

息是否公开、透明，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赖程度

，也直接关系到社会政治经济的稳定。所谓“恐慌始于流言

，流言止于公开”，坦诚的信息公开，让公众更加理性和沉

着，也促使政府不敢懈怠。四川抗震救灾期间，由于党中央

、国务院及时采取果断措施，适时公开地震以及抗震救灾信

息，对于众志成城，团结抗灾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有利于

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建立反腐倡廉长效机制 透明度是世

界贸易组织的又一基本原则，我国已承诺履行世贸组织透明

度的规定。可以说，这对我国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将通

过完善相关制度，以确保透明度原则的贯彻。为了实现高效

、廉洁、公开、透明的服务型政府、阳光政府的目标，转变

执政理念，实行阳光行政，把信息公开作为政考试，大网站

收集府施政的一项基本制度，将行政机关办事制度与办事程

序公开，把政府制作和获取的信息公开，是提高党的执政能

力和政府行政能力的重要内容，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方向



和必然选择。例如，近年来，北京多次发生路面塌陷等事故

，每当事故发生，交通管理部门都会通过手机短信、交通广

播等多种手段对市民广为告知，以避免交通堵塞影响市民正

常生活。放眼十多年前，这类事故也许还被视为市政建设中

不可张扬的“丑闻”，难以想象能如此坦荡地晓喻天下。信

息公开，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中国的政府执政能力和社会管

理生态，让政府在学会透明化生存的同时，也日渐成熟、自

信起来。 2005年中央印发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

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明确将政务公开作为

反腐倡廉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将政府

行使权利的过程置于人民群众的公开监督之下，不仅对于畅

通人民群众对政府权力的监督渠道，发挥人民群众当家作主

的积极性，保障民主权利的实现起到积极作用，而且对于防

止权力失控、决策失误和行为失范，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

败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四、促进依法行政，推进我国社会

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党的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发展民主、健全法制、依法治国不仅

是我们的治国方略，而且是每一个百姓自身权利和自由的根

本保障。我们要更好地依法行政，政府信息公开是贯彻依法

行政的重要举措，显示了中国打造“阳光政府”的勇气，是

继《行政诉讼法》、《行政许可法》之后政府改革的“第三

次重大革命”，三次立法分别体现了重民意、便民行、通民

心的目标。 注意力经济背景下政府信息公开具有重要的意义

。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曾说过：随着互联网的发

展，有价值的不再是信息，而是你的注意力。在信息社会里

，硬通货不再是美元，而是关注的程度。相对于浩如烟海的



信息（据说全球每4分钟便有一个新的网站诞生），个人的注

意力将是极为稀缺的资源，这种情形有点像一个听众面对一

万个、甚至更多的讲话者，每个讲话者都试图让听众听到自

己的声音，于是，如何在巨大的“噪音”干扰中脱颖而出，

赢得听众的青睐变得至关重要。这种观点被IT业和管理界形

象地描述为“注意力经济”(the economy of attention)。因此，

研究人的注意力的规律，吸引公众更多注意力，将成为文明

行政的重要内容。而要吸引大众的注意力，重要的手段之一

，就是视觉上的争夺，也正由此，注意力经济也称为“眼球

经济”。政府信息公开隐蔽地引导公众舆论，通过对申请公

开信息的分类、分析判断，得出公众的关注热点。根据沟通

行为理论，行政行为高效的前提是充分的信息沟通。《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有利于行政机关更好地坚持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聚民意、集民智、凝民心，从而推进我国社会

主义政治文明建设。"#F2F7FB"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