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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2007 年 1 月 17 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

常务会议。其中，审议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草案）》。

会议认为，推行政府信息公开，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完善社会

主义法制、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举措，是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

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内容。为进一步推进和

规范全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更好地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

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有必要制定专门的法规。《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草案）》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和主

体、方式和程序、监督和保障等内容作出了具体规定。会议决定，草

案经进一步修改后，由国务院公布施行。

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把人

民群众普遍关心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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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不断提高政府信息公开的效

率和水平，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努力建设

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

2007 年 1 月 17 日，国务院

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

下简称为“条例”），引起了国内

外的广泛关注与好评。尽管还没

有公布最后文本，可以预见，条

例实施以后会给我们近年来大

力推进的公开工作带来多方面

的深刻变化：

1.就性质而言，尽管近

年来一些地方和部门都在推动

各种形式的政务公开工作，但

许多地方仍然停留在单方面的

承诺阶段，甚至在少数地方被

当作某种恩赐。因此，有些政府

工作人员想公开就公开，不想

公开就不公开，想公开多少就

公开多少，老百姓没有办法，也

没地方说理。条例的制定，将把

信息公开从单方面的恩赐变成

申请人的权利，公众有权获得

政府信息。如果政府机关再随

意缩小公开的范围或者拒绝公

开应该公开的信息，公众可以

通 过 条 例 规 定 的 渠 道 寻 求 救

济。

2.就范围而言，原先的政

务公开大多是办事制度公开，有

些地方形象地称之为办事过程

与结果的 “两公开”。条例的制

定，将大大地扩大公开的范围，

政府机关不但要公开办事程序

与结果，还要公开手中掌握的大

量信息。

3.就程序而言，原先的政

务公开程序比较简单，如公告

栏、便民卡、记者招待会等，并且

只有主动公开一种形式。条例规

定的程序将更为多样和严格，既

有主动公开又有依申请公开；既

有法定公开形式，又有非法定公

开形式。尤其是将实行依申请公

开引入，是条例的一个亮点和创

新。

4.就救济而言，原先的政

务公开一般都没有法定救济途

径，只能采用传统的反映意见或

申诉的方式，结果充满不确定

性。条例将提供行政复议、行政

诉讼等法定救济途径，以通过独

立审查有效地解决争议，监督政

府机关依法公开信息。

■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周汉华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带来 6 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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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就配套制度而言，原先

的政务公开相对比较简单，要求

并不是太高。相比之下，条例将

对配套制度要求更高。为实施条

例，政府机关应当准备政府信息

目录和公开办事指南，应当指定

专门人员负责政府信息公开工

作，应当在办公地点提供查阅条

件，必须在时限内作出答复，应

当建立违法责任追究制度等。可

以说，条例的实施，将对政府信

息资源管理提出全面的要求。在

国际社会，政府信息资源已经被

界定为一项战略性资源。相反，

在我们国家，对于政府信息资源

的重要性长期认识不足，采用的

也是粗放的管理方式，以至于我

们在政府信息的采集、管理、使

用、共享、保护、公开等方面，都

面临诸多问题。条例的实施，实

际上是打开了政府信息资源管

理的末端环节，必然会产生倒逼

效应，促使政府机关完善整个政

府信息资源管理制度。实际上，

就政府信息资源利用、基础数据

库建设、信息安全、政府信息共

享、个人信息保护等问题，有关

部门正在制定相关规定。条例的

实施，必然会加速这一进程。

6.就法律地位而言，原先

的政务公开大多是靠文件推动，

法律效力不明或者效力等级低，

一旦遇到上位法就容易产生冲

突。条例作为国务院制定的行政

法规，可以说是目前公开领域效

力层级最高的法律依据，体现了

国家意志和法律的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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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5 日下午 3 时，湖南

省委书记张春贤在红网论坛用

实名注册，以一个网民的身份向

百姓发帖“拜早年”。

在网络影响日益增强、网民

数量不断增加的今天，领导干部

到网上 “拜年” 无疑是一个创

举。网络是汇聚人群最多的地

方，更是民意表达最强烈的地

方。离开了网络，就相当于脱离

了一大部分群众。网络拜年使百

姓与领导的距离不再遥远。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

央一向关心网络文明建设，提

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而张

春贤的网上“拜年”正是对新

时期网络文明建设的一个具体

实践。

省委书记网上 “拜年”是

一个现象，但我们不希望它是

一个个别现象，更不希望它是

一个“表面现象”。如果领导干

部网上“拜年”的做法能够使

我们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

去” 的传统在新时代焕发出新

的光彩的话，那么，让我们为省

委书记张春贤的网上 “拜年”

喝彩！

湖南省委书记在网上给百姓“拜年”
■姜伯静

贵州省“两会”期间，政协

委员朱虹讲述了这样一件让她

“挠头”的事情：“去年以来，贵

阳市正在着手进行数字化电视

的安装工作。我一打听，这个事

完全是不经商量的，愿不愿意

都得改。而且还规定，推行数字

电视以后，一台机顶盒只能连

接一台电视机，月收费 26 元；

若要安装第二台电视，必须花

几百元另购一台副机，而且每

月要多收 8 元收视费，如果要

安装第三台、第四台，又得重新

收费。”

朱虹家里有四台电视机，

“本来男女老幼各看一台，互不

打扰。现在可好，只装了两台数

字化电视。剩下两台，一台给大

人看影碟，一台给小孩看影碟。

搞不好还得为看电视争起来，

这不是倒退了么？”

政协委员蒋晓音建议，“应

变一机一费为一户一费，并适

当调低收视费用。同时应该循

序渐进实施推广工程，而不要

短时间内强行关闭模拟信号，

剥夺群众选择的权利。”

“即使是收看电视这样的小

事情，也不应该剥夺老百姓的

选择权和自愿权。”朱虹说。

贵州省政协委员为民争取“看电视自主权”

■之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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