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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改革进行时

近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

导小组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

意见》，这为今后一段时期打造

透明政府勾画了蓝图、明确了时

间表路线图。2015年，中国社会

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治指数创新

工程项目组，以国务院部门、省

级政府及地市级政府为对象，对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开展了第三方

评估。

取得的成效
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了一系列文件，部署推进政府信

息公开工作，各地区各部门认真

贯彻落实，围绕党中央、国务院重

大决策部署和群众关切事项，加

大信息发布、政策解读和热点回

应力度，注重公开效果，取得明显

进步。

（一）权力清单、财政预算等

重点领域和社会关注事项公开情

况较好。2015年，各地区各部门在

权力清单、财政信息、环境保护信

息、食品药品监管信息、棚户区改

造信息、重大建设项目信息、国有

企业信息等领域取得显著成效。

权力清单方面，31个省公布了省

级政府部门权力清单，所有有行

政许可权限的国务院部门及全部

省级政府、94.62%的地市级政府

均公开了行政审批（许可）事项清

单，并配备了相应的服务指南。

96.77%的省级政府和79.57%的地

市级政府公开了本级政府及部门

的行政处罚权力清单。财政预算

方面，98.18%的国务院部门公开

了2015年预算及说明，95.70%的

省级政府部门公开了2015年预算

及说明，92.47%的省级政府部门

公开了2014年决算及说明。

（二）注重主动解读政策工

作，及时回应关切。80.36%的国

务院部门、96.77%的省级政府、

66.67%的地市级政府发挥制定部

门熟悉制定背景、了解政策意图

的优势，加强了制定机关的自我

解读，与2014年相比进步显著。各

部门各地区主动通过门户网站专

栏、新闻发布会、微博微信等发布

政策解读信息，76.79%的国务院

部门、96.77%的省级政府、68.82%

的地市级政府在门户网站开设了

政策解读栏目。

（三）公众向政府机关申请信

息公开的渠道进一步规范。通过

依申请公开渠道向有特定需求的

群众公开政府信息，有助于满足

不同群体的多元化信息需求。经

过验证，98.18%的国务院部门、

96.77%的省级政府部门、98.92%

的地市级政府部门受理信函申

请的渠道畅通；76.36%的国务院

部门、74.19%的省级政府部门、

63.44%的地市级政府部门按时答

复了有关申请。

（四）强化组织领导，重视制

度规范建设。各地区各部门重视

对下级机关的工作指导，如，食

政府信息公开的进展、问题与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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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药品监管总局制定了食品安全

监督抽检信息、食品药品行政处

罚案件信息公开方面的文件；财

政部制定了财政预决算、政府采

购、基层财政专项支出、行政事

业性收费项目目录等方面公开的

文件；农业部制定了推进农机购

置补贴政策、行政处罚案件、建

设项目信息等方面公开的文件；

交通运输部制定了公路水运工程

建设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信

息、全国海事系统信息公开方面

的文件。

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个别部门和地方对公开

工作的重视程度有待提升。自报

材料显示，2015年有8家国务院部

门、6家省级政府的相关领导未研

究部署过公开工作，28家国务院

部门、14家省级政府未提供相关

材料；2家国务院部门、3家省级政

府的主要领导未对公开工作提出

过要求，19家国务院部门、7家省

级政府未提供相关材料。

（二）一些重点领域信息公开

的要求仍然落实不到位。一些领

域的公开情况仍不理想。比如，

棚户区改造信息公开不到位，

70.97%的省级政府、54.84%的地

市级政府未公开棚户区改造用地

信息；51.61%的省级政府、51.61%

的地市级政府未公开2015年棚

户区改造项目落实情况。在建议

提案公开方面，除未收到建议提

案或者办理结果涉密的以外，

32.14%的国务院部门和25.81%的

省级政府未公开代表建议办理复

文全文或者摘要等。

（三）部分领域公开标准不明

不细，影响公开效果。国有企业信

息、重大建设项目信息、棚户区改

造信息等领域的信息公开工作，

仍存在公开标准不明、公开要求

不细的问题，操作性不强，公开质

量参差不齐。

（四）应公开尽公开、应上网

尽上网工作落实不到位。一些地

方和部门制定的用以推动或者指

导某些领域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

文件被确定为不公开文件，应公

开尽可公开、应主动公开尽主动

公开落实不到位。许多领域的信

息通过新闻发布会、公告栏、宣传

册等传统渠道发布后，没有同步

展示在门户网站上。

（五）政策解读效果有待提

升。不少政府部门所做的政策解

读形式单一，多是对政策内容的

简单转述，不少部门不善于有效

运用图片、图表、视频等方式，仍

存在群众看不懂、难理解的情况。

（六）热点回应避重就轻、持

续跟踪性差的现象突出。不少政

府部门在回应社会关切时，发声

不积极、不主动，存在态度敷衍、

避谈核心内容的现象。如在重大

事件的回应中，有的将“不清楚” 

“不知道” “将尽快了解情况”作

为回应关键词，不仅没有及时解

答群众疑问，反而引发了更大的

质疑和猜测。

（七）答复申请的随意性仍较

大、被复议诉讼隐患多。从依申请

公开实际验证情况看，一些政府

机关在答复依申请公开时随意性

大，严谨性不足，有被申请复议、

提起诉讼的隐患。不少答复较为

随意，存在法律漏洞，以口头沟通

代替正式的书面答复。

进一步做好工作的措施
进一步规范政府信息公开工

作、提升公开效果，实现让信息多

跑路、让群众少跑腿，还需要从多

个方面加强工作。

（一）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和

制度建设。首先，注重以法治思

维、法治方式推进公开工作。应按

照《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

的意见》的要求，结合《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的修订，及时填补制度

空白、修改过时规定，加强相关法

律法规之间的衔接。其次，国务院

部门、省级政府应当针对特定领

域逐步梳理主动公开清单，提升

公开信息的质量。

（二）形成全体人员齐抓共管

的局面。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不是

政府信息公开机构一家的事情。

要增强所有工作人员的公开意

识、公开责任，彻底改变政府信息

公开机构单打独斗的局面。

（三）发挥政府网站第一平台

作用，方便获取信息。所有通过其

他平台公开的信息，都要本着应

上网尽上网的要求，在门户网站

留存、备查。在提升门户网站技术

稳定性的同时，加强栏目设置和

优化，依托互联网技术，实现政府

信息主动推送、智能查找。

（四）提高舆情研判水平与能

力，有效回应社会关切。应在现有

的舆情监测基础上，进一步提升

舆情研判能力，对于关系群众切

身利益并与政府管理有关的事

项，应做到第一时间回应，表明

政府与人民群众共同面对问题的

态度与诚意；还应基于严谨的调

查研究，在查明真相的基础上，

坦然面对质疑，勇于承认不足，

切实改进工作，消除群众疑虑和

误解。

（五）加强政府信息公开队伍

建设，提升专业化水准。各级政

府均有必要在不增加编制的情况

下，设立政府信息公开专门机构，

配备必要工作人员，使其有精力

长期专门关注政府信息公开工

作，不断提升专业化水平，使其有

能力组织、指导、协调本地区本系

统的公开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