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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公开的民众不关心，关心的却不公开，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五年仍尴尬

行政级别越低信息越难公开
本报记者 马云云

政府对信息公开越来越重视

两年前，北京市财政局、市残
联及各区县残联和财政局等部门
接到了李军的申请。

“一些部门工作人员对我的
做法感到奇怪，抵触情绪特别
大。”那个冬天，李军在手机听筒
里感受到了对方的不友善。有人
质问：“为什么要对你公开？”

后来，他走行政复议和行政
诉讼的路子，这倒是“逼”着态度
消极的部门公开了资料。

之所以又提出申请，李军感
觉当年收到的答复“有水分”。这
次，他感受到了政府部门的微妙
变化，“他们在逐步接纳《条例》。”

有同样感受的还有北京益仁
平中心常务理事陆军。自2009年
初起，该中心及其志愿者已先后
向政府申请信息公开达千余次。

“能感觉到政府部门对信息
公开尤其是主动申请公开更加重

视”。早几年，陆军的申请往往石
沉大海，“政府部门倾向于不公
开、少公开、晚公开”。如今一些部
门提供的答复，已经让他“比较满
意”。有部门还在接到社会申请后
成立了信息公开办公室，专门处
理此类事宜。

这种感受和《条例》带给政府
管理理念的变化基本吻合。近年
来，各级政府主动公开各类信息，
政府网站建设步伐加速，政务微
博等也已成为传递政府声音的新
平台。

“《条例》的制定，将信息公开
从单方面的恩赐变成了申请人的
权利、政府机关的义务，公众有权
获得政府信息，政府机关有义务
公开政府信息。”作为《条例》的制
定者之一，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
所宪法行政法研究室主任、教授、
博士生导师周汉华说。

李军发现，自己多次发出申
请的回执单编号都是一号，“说明
当年在我之前还没有其他人申请
过”。

周汉华也注意到这个问题：
“老百姓还不会、不敢、不愿意申
请信息公开。”但他认为，这是一
股非常重要的推动力量，要容忍、
鼓励、引导公众使用《条例》，在应
用中推动制度完善，而非只重建
设轻应用。

而要解决厘不清公开范围的

问题，李杰建议，应出台专门文件
对信息公开的程度、范围、对象等
进行细化和规范。

多位申请人还表示，由于监
督机制跟不上，即使行政复议的
结果是要求行政机关公开信息，
仍面临执行不到位的情况。“希望
有惩戒措施。”陆军说。李杰则建
议设立专门机构，承担起政府信
息公开和政务公开工作的组织协
调、监督检查的职能，并制定责任
追究制度。

“完全依靠一部条例无法
解决政府的所有问题，也很难
为公众提供真正的帮助。”李杰
说，相关配套制度应该尽快完
善。

现在，李军的申请还没有超
过法定时限，他依然在等待政府
部门反应。对于结果，心里还没有
多少底，但“应该会比上次好”。他
希望像剥洋葱一样，通过一次次
努力，看到更多曾经看不到的东
西。

像剥洋葱一样推动信息公开

一些部门随意扩大“保密”范围

虽然各级政府部门搭建信息
平台的热情不减，但大部分政府网
站主要报道领导活动，服务功能
差，少数甚至长达几个月不更新。

“政府官网既没有社交媒体
的交往功能，也没有门户的信息
传输功能，没有可读性和亲和
力。”周汉华表示。

省法院行政庭庭长李杰分析
说，多数情况下，政府信息公开的
主要目的在于回应政府的行政需
要，而非公众的权利诉求。“政府
公开的信息多为当事人不感兴趣
的，而当事人迫切需要了解的信

息却很难得到。”
为何一再遮遮掩掩?政府部

门经常提到的理由是：到底哪些
是政府信息、哪些信息应该公开，
没有准确的概念。

“如何确定信息的范围几乎
成为政府机关最大的难点。”周汉
华说，照此分析，政府手里所有的
有载体的东西都是信息。但有些
政府部门硬说被申请的信息不存
在，法院也不好办。

《条例》规定，除涉及国家秘
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外，其余
的政府信息都可以公开，但同时

又规定，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
不得危及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和
社会稳定。

这就让政府部门有空子可
钻。李杰分析，有些部门随意扩大
政府文件保密范围，把一些不应
当确定为秘密的事项确定为秘密
事项。另外，“社会稳定”的概念具
有弹性，有个别行政机关随意扩
大其适用，拒绝公开应当依法公
开的政府信息。而这都是表象，根
子还在领导干部身上，周汉华认
为，官员对信息公开仍有抵触，这
是目前最大的问题。

这些年，群众对信息公开的
热情也不断高涨。据统计，我省
2011年共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类行
政复议案件1156件，2012年共收
到1173件。2011年全省法院共受
理一审信息公开案件177件，去年
增加至656件，主要涉及土地、房
产、城建等内容。

不过李军仍感觉政府在信息
公开方面可提升的空间还很大。
去年三峡大学学生刘艳峰申请公
开“表哥”杨达才2011年度工资，
陕西省财政厅回复称：杨达才个
人工资收入事项，不属于政府信
息公开范围。

同样在去年，参加“2012年国
家公务员考试”的田华(化名)，在笔
试和面试成绩均列第一名的情况
下，因“体检不合格”被拒录。随后，
田华申请公开体检报告，亦无果。

陆军也有类似经历，他大概
估算了一下，他们提出的千余件

申请中，有效回复率约为十分之
一。其余的都是无效回复，而且五
花八门。“多数申请发出去后没有
任何回音。”陆军说，他还发现一
个现象，信息公开，政府行政级别
越低就越难，“他们不重视、不在
乎。”

公益律师黄溢智也曾申请信
息公开十余次。“这些答复，有些
令人满意，有些是答非所问，或者
不完全，还有的只回答原则性的
东西，太笼统。”

她的一个朋友向某部提出信
息公开申请，提了三个问题，之后
被告知，问题太多，要一个一个申
请。这样，他不得不重新填了三张
申请表。

李军的遭遇更具戏剧性。一
政府部门给他的回复称，可登录
网站查询相关信息。他输入网址
后怎么都登不进去，原来只有在
内网才能看到。

千余次申请仅一成回复有效

近年来，不少民众主动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但往往遭拒。图为三峡大学学生刘艳峰去年申请公开杨达
才工资收入遭拒后提起了行政诉讼。(资料片)

4月23日，残疾人李军再次申请政
府信息公开，要求北京市各级残联公
开近12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
称“残保金”)的收支情况及北京市各
级审计部门对残保金的审计结果。

两年前，他曾就残保金问题首次
提出信息公开申请，但对结果很不满
意。

早在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就正式实施。有人说，这是政府的自
我革命。制度设计已然成型，五年来，“信息公开”几个字也从庙
堂走入民间，成为推动政府管理改革的要素之一。但人们也听
到失望的消息，“公开的我们不关心，关心的政府又不公开。”某
种程度上，信息公开正陷入一场尴尬。

2011年 2012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2年我省各级政府部门主动公开信息情况

1190377条

1449113条

1575305条

177件

656件

2010-2012年我省政府部门公开政府信息2011-2012我省法院受理信息公开案件

238369条

626140条
630164条

80632条省级

市级
县级

乡镇级
21 . 7%

8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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