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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7年4月24日，国务院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并于2008年5月1日起施行。
这部历经8年出台的法规，是中国的政务信息公开步入“有法可依”时代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中国
政府信息公开经历了一个自下而上、由点到面、由浅入深的渐进过程后，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力促地方
政府更加透明化的举措。
    现代的政府管理，不能是一个封闭的管理，它需要一个面向公众的开放信息系统。
实现政府信息公开，是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效途径。
对于推进我国政府管理体制和方式改革，完善我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增强我国政府的执政能力等都具
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政务公开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实践进程，对政务公开的理论研究从20世纪末才逐渐被重视。
随着政务公开工作的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已成为我国民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它也成为我国从
事政治学、法学、公共行政管理学研究的专家学者越来越关注的领域。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课题组确定了研究的基本框架和研究范畴，力求在政务公开的实践方面探索
有效路径。
从理论上分析了政务公开的法理基础，界定了政务公开的内容，通过国内外对比研究，分析了我国政
务公开的发展进程与国外政务公开的经验启示。
对四川省市（州）、县、乡（镇）、村各级政务公开情况进行了实证调研。
调研选点从南到北、由东到西，基本上代表了现阶段四川的区域社会经济和公共服务体系发展的特征
及政务公开的水平。
发放问卷数千份，走访各级行政事业单位，深入基层农户中开展访谈，获得了第一手数据资料，掌握
了四川省各级政府政务公开现状、存在的问题与成因，提出了推进市（州）政务公开的有效路径及建
议。
并基于基层乡（镇）政务公开、村务公开的特殊情况，提出构建乡（镇）政务公开和村务公开有效衔
接与良性互动，上下级的衔接与互动的模式，为完善基层民主政治，促进村民自治发展，加强基层政
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可操作的途径。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政务公开理论与实践>>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政务公开概述　第一节　政务公开的概念和原则    一、政务公开的概念    二、政务公开
的原则  第二节　政务公开的法理基础    一、什么是知情权    二、知情权概念的发展    三、知情权得以
发展的必然性    四、知情权与政务公开  第三节　政务公开的意义与作用    一、推行政务公开有利于我
国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    二、推行政务公开有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完善    三、推行政务公开
是实现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环节    四、推行政务公开有利于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提高行政管理
效率    五、推行政务公开有利于加强对权利的制约和监督    六、推行政务公开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持
续稳定发展  第四节　政务公开的内容    一、政务公开的信息内容    二、对不公开信息的限定    三、救
济机制    四、政务公开内容的特点    五、我国政务公开的内容　第五节　政务公开的监督与救济制度   
一、建立政务公开监督和救济制度的意义    二、政务公开监督和救济制度的类型第二章  中国政务公开
实践的发展历程　第一节　政务公开的蛰伏期（1840年以前）  　一、“通”、“正”、“廉”要求政
务事务明亮通透  　二、向民众发布官方的法令和公告体现立法公开  　三、唐朝政务公开的范围和力
度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四、宋代的政务公开有了新的发展  　五、明、清两朝均设立了信息发报制度
　第二节　政务公开的萌芽期（1840-1949年前）  　一、清朝末年的政务公开  　二、国民革命时期的
政务公开  　三、中国共产党建党以后的政务公开　第三节　政务公开的引入期（1949-1978年前）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务公开  　二、“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政务公开　第四节
　政务公开的服务期（1978年至今）　  一、“两公开-监督”时期  　二、政务公开进入试点阶段  　
三、逐步推广政务公开阶段　　四、全面、深入推进政务公开阶段第三章　国外政务公开发展状况和
经验第四章　四川省市（州）政务公开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第五章　乡（镇）政务公开与村务公开的
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第六章　政务公开探索与创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政务公开理论与实践>>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政务公开概述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人民主体意识不断增强，社会信
息化程度不断提高，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我国更加广泛地融入到了全球竞争中。
如何适应国际竞争的规则，如何在与世界经济的不断接轨、磨合与竞争中推进我国经济、社会的继续
发展成为我国政府所面临的挑战。
这些挑战对我国政府的管理能力和管理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而政务公开正是我国政府适应这一新要
求的必然措施。
现代的政府管理，不能是一个封闭的管理，它需要一个面向公众的开放信息系统。
推行政务公开在推进我国政府管理体制和方式改革，完善我国的民主政治制度，提高我国政府的执政
能力和水平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节 政务公开的概念和原则　　政务公开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
物。
“政务公开”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政治法律思想。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专门论述了国家权力的目的就是实现公共利益的正义性这一“善德”。
为此，国家权力必须公开行使，“只有看得见的正义才是公道的”，“社会有权要求全体公务人员报
告其工作”。
美国在1967年签署的《信息自由法》（FreedomofInformationAct）对于政务公开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产生
了最为深远的影响。
该法律中规定，任何公民平等地享有得到政府信息的权利，并对该权利所涉及的主体、客体（包括其
范围）、救济等均作了明文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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