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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人将当今的时代称为“权利的时代”，这不仅意味着各国公民权利意识的普遍提升，而且也凸显出
当今世界文明政府对公民权利的尊重。
因此，权利不仅是当代法学学者高度关注和着力研究的热点问题，也是法学研究的一个永恒的课题。
正因如此，有的法学家直接提出了“权利本位”的命题，意图以此来唤醒不同时代不同人们的权利意
识。
在浩如烟海的抽象与具体、应然与实然的权利之林中，作者张龙博士选择了行政知情权作为自己研究
的对象，这无疑是基于他对这一权利重要性的认识。
由于行政知情权是公民监督政府的基石性权利，也是开明政府、民主政府行政决策透明、公开的重要
标志，套用学术界一句约定俗成的习惯性评语，这一选题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本书从法哲学的宏观角度，站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来俯瞰行政知情权，我相信会给人们以更多、更深
的思考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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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今时代，行政知情权日益受到重视。
所谓行政知情权就是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知悉、获取行政信息的权利与自由。
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来保障行政知情权，已成为各国通例。
    笔者在对相关法律制度较为发达的国家以及有关国际制度进行比较甄别的基础上，本着顺应时代潮
流和立足国情的原则，对我国行政知情权法律制度(尤其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专家建议稿》)中关于行政知情权的本体论内容展开了深入的分析，阐释了行政知情权的合理性、必
要性与价值，分析了如何平衡行政知情权与其他权力与权利的相互关系，对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的施行情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最终对我国行政知情权法律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提出了合理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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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龙男，1976年生，吉林省长春市人。
法学博士，副教授，北京市法理学会理事。
本硕博十年就读于吉林大学法学院，硕士师从张文显教授，博士师从石少侠教授。
先后发表论文十多篇，编撰教材《宪法学、法理学、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参编教材《立
法学》(吉林大学出版社)。
现任教于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主要研究领域为法理学、经济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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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所谓绝对不公开信息（绝对例外信息）是指政府仅仅回答是否拥有该信息就已经对其构成实质性披露
的信息。
绝对例外信息包含在例外信息之内，但由于这些信息的特殊性使得回答是否拥有该信息就等于在事实
上回答了该信息，所以政府机关应当保持缄默，拒绝回答是否拥有该信息。
在刑事侦查和反间谍工作中的一些信息就是典型的绝对不公开信息。
此类信息绝对排除政府进行利益衡量、判断是否对其予以公开的自由裁量权，因此也被称为绝对例外
信息。
美国《信息自由法》在1986年修正案中赋予政府机关一定的权力，可以不证实申请的材料是否存在，
这就是对绝对例外信息的规定。
美国的例外信息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证实存在就有可能影响现有的执法调查的信息，这类信
息有三个适用条件，一是被申请的信息涉及违反刑法；二是调查的对象人不知道调查正在进行；三是
证实材料的存在会影响执法程序。
第二类是指适用于刑事执法部门保管的线人资料。
第三类信息是适用于联邦调查局保管的与国外间谍、反间谍或国际恐怖主义有关的材料。
我国《条例建议稿》在第20条第2款中将国家秘密和其他法律明确禁止公开的信息规定为绝对例外信息
，绝对禁止公开。
这一规定的问题在于我国的《保密法》对国家秘密的限定存在不少问题，其他法律对绝对禁止公开的
信息的规定也还很不完善，所以行政机关在认定绝对例外信息时可能会存在不少的困难。
《条例》对于绝对不予公开的政府信息没有作出直接规定，但是可以通过第8条“行政机关公开政府
信息，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规定加以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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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不知不觉间，来到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执教已经四年了。
这期间对于我国公众行政知情权的发展来说发生了许多意义重大、振奋人心的事情，比如全国人民在
信息全程透明的情形下齐心协力地支援地震灾区人民，展开感人至深、可歌可泣的救人与自救，比如
秉持公开、包容的原则，在北京举行的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盛会获得空前的成功与赞誉；当然，这期
间也发生了一些不那么让人愉快的事情，比如安徽阜阳E71病毒事件和令人啼笑皆非而又精彩纷呈的
陕西华南虎照片事件。
无论悲喜，随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2008年5月1日的生效，确立、保障、维护和救济公众行政知
情权的号角已然响起，我们在这条追求自由、民主、宪政和法治道路上将愈行愈远、不会回头。
这本专著是在本人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
回想起在吉林大学法学院求学的十年岁月，不禁心中百感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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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行政知情权的法理研究》作者在梳理各种学术观点的基础上，明确地提出了行政知情权的概念，并
予以充分论证。
作者还对我国行政知情权立法与实践状况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提出了独到的确实可行的建议。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行政知情权的法理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