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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7_94_B5_E5_c40_619239.htm 我国电子政务的发展

将是一项系统的，庞大的和长期的工程。这一工程将涉及许

多部门、地区以及许多成形的关系和行为方式、工作方式，

所以也必将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法律问题。我们初步认为，到

目前为止，这些法律问题可能包括：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问

题，信用立法问题，个人数据与隐私权保护的法律问题、电

子签章的法律问题，信息服务的市场管理问题，信息安全、

网络安全及保密的法律问题，电子化税收与电子化海关的法

律问题，政府网上采购的法律问题以及电子政务带来的对行

政法及行政诉讼法的挑战的法律问题，等等。当然有些法律

问题并不是电子政务领域所特有的，其也可以脱离电子政务

单独存在，但是，这些法律问题本身的产生与发展与电子政

务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信用立法的问题，个人的隐私权

保护问题，电子签章问题，信息安全与保密的问题。 一、电

子政务的政策法律架构 具体的说，对于目前我国的电子政务

政策法律结构，我们认为至少会包括以下这些内容： 1、电

子签章的法律效力问题 电子签章，泛指所有以电子形式存在

，依附在电子文件并与其逻辑关联，加入收藏可用以辨识电

子文件签署者身份，保证文件的完整性，并表示签署者同意

电子文件所陈述事实的内容。一般来说，对电子签章的认定

，都是从技术角度而言的。主要是指通过特定的技术方案来

鉴别当事人的身份及确保交易资料内容不被篡改的安全保障

措施；从广义上讲，电子签章不仅包括我们通常意义上讲的



“非对称性密钥加密”，也包括计算机口令、生物笔迹辨别

、指纹识别，以及新近出现的眼虹膜透视辨别法、面纹识别

等。目前，最成熟的电子签章技术就是“数字签章”，它是

以公钥及密钥的“非对称型”密码技术制作的电子签章。 在

网络环境下，行为主体的身份难以确定，由此造成相应的权

利和义务也无法落实，从而也就失去了法律规范的基础。而

电子签章对于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的意义，也恰恰是明确主

体身份，以使法律实施有明确的主体。近年来，全球电子商

务发展迅速，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因此也纷纷制订了

电子商务法。目前，全球共有超过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

与电子签章相关的法律，包括亚洲的马来西亚、菲律宾、新

加坡、日本、印度等国家。从结构上看，无论是哪国的立法

，其核心部分和最主要的目的都是一致的，那就是确立电子

签章、电子合同、电子记录、电子认证的法律效力。相对于

此，我国对电子签章效力问题仍然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仅在《合同法》中确认了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

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的效力，法律的缺位已严

重制约了电子政务的发展，使得公文传输上的电子签章效力

缺乏法律上的确认和保护。 我国传统的公文流转周期长、效

率低、信息缺失、已经无法满足信息化社会的需求，建立网

络化的公文流转系统必须高度集成，包括流转平台集成、信

息共享集成和应用集成，要具有痕迹保留功能，即传统公文

流转中的“清样”，要具有历史版本保留功能，保证信息的

无遗失，要具有全面的安全保证。实现上述所有要求的一个

核心法律问题是电子签章的法律效力。在推进电子政务的过

程中，电子签章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之一，深入研究开发电子



签章技术，以保证公文流转网络化的安全性，同时在电子签

章相关法律的保护下，企业才可以在技术上进行大胆的投入

，进行更好的技术开发，进一步提高党政机关的管理决策质

量、服务水平和办公效率。 2、政务网上采购的法律问题 为

达到政府采购的采优、节支、反腐和公平的目的，就必须为

政府采购制度构建坚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我国政府近年来正

在进行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政府采购立法工作也取得了重大

进展，正在研究起草《政府采购法》。实现电子政务，考|试/

大政府需要大量的信息化办公设备涉及到政府采购问题，而

今后政府采购行为必将涉及到网上购物，即“政府采购电子

化”。推动政府部门以电子化方式与供应商连线进行采购、

交易及支付处理作业，需要制定一系列的操作规范，包括规

范互联网上发招标采购信息，接受供应商投标电子邮件，网

上定标、网上公布中标单位和价格等。 3、政府信息公开 政

府信息是指由一国政府在行政过程中产生、收集、整理、传

输、发布、使用、贮存和清理的所有信息。政府信息资源往

往蕴含着无法估量的价值，应当对政府信息进行规范化的管

理与利用，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政府信息资源的作用。政府信

息公开法治化是对政府信息资源进行有效管理和利用的重要

步骤。政府信息公开法治化是政府基于公共利益将其掌握的

公共信息依法定条件、程序、方式、时间通过适当的信息渠

道向社会公布，以及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依法获得、使用

公开信息的制度模式。政府信息公开行为法治化，一方面可

以避免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

改变，避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考|试/大这样就增加了政

府行为的可预测性。 设为首页 另一方面，它促成了公民守法



，公民通过法律程序所能获得的信息，不必再通过人情关系

以及贿买官员等非正式渠道获取，这样有利于树立信息公开

法的权威。同时，政府信息资源得以充分利用、效率得以提

高，最终会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公共福利。 从世界各国政府

法治发展的进程可以发现，各国都相继制定了政府信息公开

方面的法律，实现政府信息公开法治化。如美国在1966年制

定的《情报自由法》、1972年制定的《联邦咨询委员会法》

、1976年制定的《阳光中的政府法》以及1996年的《电子情

报自由法》，西方其它国家如丹麦、挪威、法国、澳大利亚

、加拿大、英国、韩国以及日本等也纷纷制定了政府信息公

开方面的法律。进入90年代以来，信息公开法治化具有区域

化、甚至全球化的趋势。1994年，欧盟委员会政策报告内容

之一就是要求欧盟及其成员国的政策更加公开。1999年10月

欧盟委员会组成了专家小组讨论制定有关信息自由方面的法

律问题，并拟定了情报自由法草案。2000年7月的美、日、德

、英、法、意、加和俄罗斯的八国首脑会议上，通过了《全

球信息社会冲绳宪章》。其所服务的目标之一就是增强政府

管理的透明度和责任心，要求政府营造一个信息社会所必需

的透明的、可预测的和非歧视性的政策法规环境。 相对于西

方政府信息公开法治化发展历程，我国的步伐则滞后了许多

。 设为首页 简单地说，我国在政府信息公开方面主要存在着

如下几个问题：（1）信息数据的开放和使用的主体、范围、

内容等缺乏法律上的明确界定；（2）政府的信息资源没有得

到有效的利用，大量有价值的信息资源被闲置和浪费；（2）

“官本位”等传统文化为政务信息公开设置了供观念上的障

碍。尽管存在诸多问题，并不能阻碍我国政务信息公开法治



化进程。信息公开化和透明性原则同时也是我国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的庄严承诺：保证使任何个人、企业或WTO成员可以

获得有关议定书中透明度部分规定的所有信息。通过法律、

法规确保政务信息的公开化是我国电子政务建设立法工作的

重中之重。 4、信息安全 电子政务安全方面的法律制度往往

不仅仅适用于电子政务中，而是和电子商务法相通用。电子

政府安全相对于电子商务的安全而言，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电子政府的安全应该理解为政府的信息化状态能够安全而

稳定的运行，不受外来的威胁和侵害；同时还应该包括电子

政府的信息技术不受外来的威胁和侵害。具体说来，电子政

府安全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防止不良信息的入侵和

污染；（2）阻止网上“黑客”和计算机犯罪；（3）预防网

络病毒的发生；（4）防止网上机要信息的扩散；（5）防止

信息间谍的潜入；（7）解决网络装备过分依赖国外产品的状

况；（8）信息战争的风险。为了维护信息安全，各个国家都

纷纷加强了信息安全保障的政策和立法。进入20世纪80年代

以来，美国在信息管理和安全方面出现了许多新问题，为此

美国总统直属的“行政管理和预算局（OMB）”在1985年12

月负责指定了一项重要的政策通告考|试/大“联邦政府信息资

源的管理，OMBA－130号通告”。该通告附录Ⅲ中专门阐述

了信息安全政策的补充说明。它全面详述了有关联邦政府各

自动化信息系统的信息安全政策，明确了各机构对自动化信

息系统的安全应负担的责任。在该通告发布之前，美国已经

制定了《计算机安全法》，《联邦政府财产和行政管理服务

法》、《个人隐私权法》和《预算和会计法》。韩国在2001

年5月28日颁布了《关于建立信息系统安全与保护个人信息隐



私的法》。该法主要内容是关于对网络系统安全的保护、对

互联网地址资源的保护、数字信息使用的保护、个人信息与

隐私保护、禁止青少年浏览色情和暴力网站的保护、对网络

系统受黑客恶意攻击的保护、对垃圾邮件的限制等等。 5、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在电子政务中，政府通过网络与民众的

交流可分为单向静态交流和双向动态交流。单向静态交流最

为典型的就是政府通过英特网,向民众发布相关的行政法律、

法规，公布政府职能、机构设置、办事程序、新闻发布等，

这些都是抽象的行政行为；动态双向的行政行为有电子报税

，即在网络上或其他渠道上提供电子化表格，提供人们从网

络上足不出户报税；网上报关，使企业直接在网上申报进出

口货物，实现无纸化报关；网上福利支付，就是运用电子资

料交换、磁卡、智能卡等技术，处理政府各种社会福利作业

，直接将政府的各种社会福利支付交付受益人。由此可见，

政府的行政行为在很大程度可以通过网络服务得以实施和实

现。这些行为都是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管辖的范围。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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