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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描述我国省级政府财政透明度一年来的发展变化，捕捉其变化趋势，发现其
中的问题，并提出改进意见。
《2011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是该项目的延续和拓展，研究小组在众多师生的共同参与和支持下，经
过近半年的努力，对全国31个省级政府财政透明度、341个省级行政单位行政收支及相关信息公开状况
以及省级政府财政信息对同级人大公开程度进行了调查、分析、评分和排序，最后形成了这份评估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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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基于“经世济国”校训之理想，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
心于1998年成立。
研究中心依托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学科特色与优势，整合全校科研资源，聘请社会知
名专家学者，围绕公共政策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深入研究，业已取得丰硕成果并形成广泛的社会影
响。
其主要成果包括：1999年迄今历年《中国财政发展报告》，2001年迄今历年《中国投资发展报告》
，2009年迄今历年《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以及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
育部、财政部、农业部、上海市政府等的大量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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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表4-13的统计资料来看，相关单位基本上是基于六大类方式（共22小类）来拒绝信息公开的。
因此，有关答复方式的评价和分析也就基于这六大类方式来进行。
　　（1）第1类答复方式　　此类答复方式具体涉及两种小的类型：告知公开出版物等（ii）与提供网
址（12）。
此类方式是相关单位给予信息申请答复的主要方式之一，所涉及的单位共有54个单位（其中，有12个
单位同时采用两种方式进行答复）。
就此类答复方式而言，既然被调查单位已经给出了信息获取的途径，从道理上来说是不会没有什么问
题的。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当我们按照相关单位所给予的查询点和途径进行信息搜寻时，我们很难找到调
查提纲中26项信息所对应的数据和资料。
即使在某些查阅点可以找到与申请信息相关的一些信息，比如说主要领导的组成等，由于相关的信息
不规范、不成系统，信息的可靠性和完备性很难保证。
这意味着，相关单位所提供的信息查阅点与查询网址其实是没有多大意义的，相关单位提供信息查询
渠道只是它们拒绝信息公开的一种方式。
就这样一些单位来说，它们一方面不愿公开信息，另一方面又不想直接给予拒绝，只好采取这种“巧
妙”的方式来加以应付。
　　（2）第Ⅱ类答复方式　　此类答复方式主要是基于客体方面的原因而就信息公开申请给予直接
拒绝：认为申请的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之内。
具体有两类措辞：一是认为申请公开的信息属于保密的范围。
针对我们的申请，有单位认为我们公开申请的信息属于《保密法》所限定的保密范畴，而有的单位则
基于部门所颁布的规章和文件来表明此类信息属于保密的信息。
比如，在我们2011年的调查中，就有税务单位指出，2008年本级财政决算数据，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印发“税务机关工作秘密范围的规定”的通知》（国税发[2010]16号）规定，属于税务机关工作
秘密范围，不宜对外公开。
二是认为信息属于内部管理信息，所申请的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
在2011年的调查中，基于这两类措辞来拒绝信息公开的单位分别有7家和9家，共15家（有1家单位同时
涉及两种答复方式）。
就此类答复方式而言，应该承认，如果公开课题组所申请的信息危及国家的安全，基于保密的需要而
拒绝公开信息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毕竟，在其他国家，它们在政府信息公开立法中也明确给定了就国家机密进行保护的制度性条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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