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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环境信息公开是国际上公认的新一代环境治理手段$也是我国建设*阳光政府+的基本要求B在%环境信息公开办法&实

施 ’ G后$针对 *" 个省级( ) 个计划单列市和 ’$ 个省会城市环境保护局落实环境信息公开的制度和行动进行调查分析$通过

资料调查( 实际公开申请和深入访谈$全面评估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办法实施的有效性$以期为该办法的进一步完善提供政策

建议B结果表明$尽管各级环境保护局公开的环境信息还不够全面( 及时( 有效$但是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总体状况已经有了较

大进步B目前环境信息公开还存在地区不平衡$而缺乏强制力$信息公开法规相应条款规定模糊$程序和责任不明确是导致环

境信息公开不力的重要原因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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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信息公开$又称环境信息披露$是指将与环
境保护有关的各种显性和隐性的信息加以收集整
理$并在一定范围内以适当形式公开$用以提供各种
刺激与激励机制$从而改进环境行为$改善环境质
量 ,"-B随着世界环境管理实践的发展$环境信息公
开作为环境管理的工具日益受到关注 ,’ a$- $研究中
国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状况对提高我国环境管理水
平$特别是促进公众知情权和公众参与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B

信息公开概念在 "#%% 年 %美国信息自由法
案&中第一次出现$以印度博帕尔事件为导火索$
美国于 "#&% 年通过了有史以来第一部%应急规划
和社区知情法& $要求政府部门向公众披露工厂污

染物排放信息$且要求企业对 %(( 多种有毒化学
品排放数量向公众公开 ,&$ #-B’( 世纪 #( 年代$环
境信息公开被列入全球环境政策的议程$不少发
达国家也在积极推动各国政府及企业向公众进行
信息披露$如欧洲 *# 个国家 "##& 年一致通过%奥
胡斯公约& $并于 ’((* 年签订了国际上第一份具
有法律约束效力的 %污染物排放与转移登记基辅
议定书&B英国( 法国( 荷兰( 德国( 其他地中海国



环!!境!!科!!学 *’ 卷

家$中欧和东欧等国紧随其后$纷纷掀起环境信息
的立法运动 ,E$ "(-B亚洲( 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在环境
信息公开方面起步较晚$但中国( 印尼等已经出现
了好的迹象 ,""$ "’-B据报道$至 ’((( 年$已有 EE 个
国家通过了环境信息立法 ,"*- $’((% 年$近 $( 个国
家开展了环境信息公开工作 ,"E- $截至 ’((# 年 #(
个国家建立了信息公开制度 ,")-B

我国从 "##& 年开始关注政府信息公开$第一部
全国性法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于 ’((&D()D(" 开
始实施$显示了我国打造*阳光政府+( *透明政府+
的意愿$标志着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政府信息公开
制度B环境保护部率先制定了 %环境信息公开办法
"试行#&"简称%办法&#$是我国第一个部门信息公
开的法规$这将有效地改进过去政府与企业( 个人
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状况$加快从传统政府主导的环
境管理模式向多方参与的开放式环境共管模式的转
变 ,"% a"#-B%办法&实施 ’ G来$相关专家和一些非政
府组织开展了不同层面的调查 ,"($ ’( a’’- $但缺乏系
统( 深入的剖析B因此$笔者针对我国环境保护部门
落实环境信息公开的制度和行动进行调查$全面评

估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办法实施的有效性$以期为该
办法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决策支持B

IJ研究方法

本次调研主要关注政府环境信息公开$企业环
境信息公开不予考虑B根据%办法&规定$并结合国
内外研究$调查主要针对%办法&实施有效性进行评
估B调查分 ’ 个部分$一是通过对目前各环境保护
厅P局环境信息公开情况进行客观评价’二是通过申
请环境信息进行实际测试B调研对象为全国 *" 个
省P市P自治区( ) 个计划单列市和 ’$ 个省会城市的
环境保护厅P局B调研时间为 ’("( 年 % a"" 月B
IKI!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客观评估

本部分主要关注环境信息公开的机构建设( 制
度建设( 信息公开行动和监督反馈 E 个方面$主要
是对各环境保护局实施%办法&的措施和行动进行
分析B通过文献分析( 专家访谈( 与管理者交流和
调研人员讨论$建立如下评估方法体系"表 "#B此处
本研究并未对评价进行分级或打分$主要是对目前
的情况进行了客观呈现B

表 IJ中国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客观评估项目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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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内容 说明

机构建设 "‘建立领导机构 是否建立环境P政务信息公开领导小组

’‘确定职能处室 是否有负责环境信息公开的专职科室

*‘配置工作人员 是否有专职( 兼职人员

E‘开展教育培训 是否参加或组织环境信息公开专门培训

制度建设 )‘信息公开地方法规 是否制定本部门环境信息公开规定P办法

%‘保密审查制度 是否建立环境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制度和机制

$‘主动信息公开制度 是否建立环境信息主动公开制度和相关机制

&‘依申请信息公开制度 是否建立环境信息依申请公开制度和机制

#‘信息发布制度 是否建立信息发布协调机制和虚假或不完整信息澄清工作机制

"(‘考核( 责任制度 是否建立信息公开工作考核制度( 社会评议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

信息公开行动 ""‘信息公开指南和目录 环境信息公开指南和目录编制( 发布情况

"主动公开和 "’‘主动公开信息的范围 是否按照%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规定范围全面公开发布政府信息

依申请公开# "*‘主动公开信息平台 是否已建立了信息公开的网站和实体站点$以公众可获取形式公开发布或更新政府信息

"E‘主动公开信息数量 以各种不同形式公开发布的环境信息条数

")‘依申请公开信息数量 按照规定程序受理的依申请公开申请数量

"%‘依申请公开形式 是否提供多种便捷的信息公开申请方式

"$‘依申请公开受理答复
公开率!按照规定程序完全或部分公开所申请的环境信息比例’
及时性!是否在规定的 ") 个工作日内答复

"&‘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是否按时编制和发布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监督反馈 "#‘监督机构 是否指定环境信息公开的监督机构

’(‘信息公开举报( 投诉 是否因政府信息公开引发举报( 投诉情况

’"‘信息公开行政复议和诉讼 是否因政府信息公开引发行政复议和诉讼

IKLJ实际环境信息申请
’("( 年 % 月$研究团队向 %* 个环境保护厅P局

提交了环境信息公开申请$分为 * 个步骤B
""#确定所申请的环境信息!根据 %办法&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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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环境保护部门应主动公开 "$ 类信息$通过调
查$笔者发现第 "* 类和 "E 类信息$即关于污染物超
标和超总量排放严重污染的企业和发生特( 重大事
故企业名单的信息公布很少$因此$决定申请这两类
信息B

"’#提交信息公开申请表!通过网站获取各部
门的联系方式$以国际科联环境问题委员会中国委
员会P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的名义在 ’("(
年 % 月向各环境保护厅P局提交环境信息公开申请B
提交时笔者优先选用在线和电子邮件$其次是传真$
如果以上方式都没有$就邮寄给对方B") 个工作日
之后$如果没有收到回应$会电话询问未能回复的原
因$并第二次提交申请表B

"*#电话访谈!事前笔者编制了半开放的标准
化问卷$主要询问环境信息公开负责人员有关信息
公开实施过程中好的经验和遇到的困难B对于没有
按时回应的环境保护局$同时要询问未能回复和提
供信息的原因B

LJ研究结果

LKI!环境信息公开的措施和行动
LKIKI!环境信息公开机构建设

从组织领导机构建设情况看$)’ 个环境保护
厅P局成立了环境信息公开领导小组$而其他 "" 个
并未见到成立信息公开领导小组的报道B

在环境信息公开负责工作机构方面$有 )) 个都
是办公室作为环境信息公开负责协调机构$而贵州
为环境保护厅政务窗口$深圳人居环境委员会为秘
书处$沈阳市为政策法规处$银川市环境保护局为综
合处$西藏( 兰州( 西宁和长沙不明确"未得到相关
信息#B

从工作人员的安排和配备情况看$*( 个有专职
人员$’& 个安排了兼职人员$) 个机构配备人员情况
未知$参与信息公开人数在 " aE" 人之间B湖南省环
境保护厅政府信息公开指定专职人员总数 E" 人$其
中全职人员 "( 人$兼职人员 *" 人B

在环境信息公开宣传培训方面$*& 个开展过环
境信息公开的宣传培训$其他没有报道开展专门培
训活动B
LKIKL!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建设

为了实施%办法&$*$ 个环境保护厅P局制定了
环境信息公开暂行办法P实施方法P公开规则P实施
细则$)$ 个建立了主动公开机制和依申请公开机
制$") 个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或信息发布协调机

制和虚假或不完整信息澄清工作机制B
为了保障环境信息的公开$截至调查时$有 *#

个环境保护厅P局制定了环境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制
度$") 个单位有新闻发言人制度或新闻发布制度$
’& 个单位建立健全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工作考核制
度( 社会评议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定期对政府环
境信息公开工作进行考核( 评议B
LKIKM!政府信息公开的行动

""#政府信息主动公开
为了实施%办法&和遵循环保部的规定$)$ 个环

境保护厅P局编制( 发布了政府信息公开指南$)&
个编制了政府信息公开目录B但多数指南基本是按
照环保部环境信息公开指南的体例和格式编制$直
接复制了相关的条款和目录B

在环境信息公开平台建设方面$有 %( 个环境保
护厅P局建立了本部门公开网站发布环境信息$拉萨
市环境保护局暂无门户网站$暂时以欧盟项目中建
成的拉萨生物多样性保护网作为门户网站$但笔者
不能打开此网站B此外$多数还采用新闻发布会( 环
境公报$利用报纸( 杂志( 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以及
设立公共查阅室( 资料索取点( 信息公告栏( 电子
信息屏等形式公开政府环境信息B

按照%办法&要求各级环保部门主动公开环保
法律法规( 政策( 标准( 行政许可与行政审批等 "$
类政府环境信息B’("( 年对各环境保护厅P局网站
调查表明$有 )# 个网站都有环境信息公开P政务公
开的栏目$多数网站可以直接点击列出的信息公开
目录标题获得全文政策和法规文本B但是$由于各网
站栏目设置( 形式( 体例等差别很大$如果按照%办
法&规定的 "$ 类信息一一比对$确定公开的范围和
内容的覆盖面$几乎不可能B因此$笔者邀请 "( 位专
家对政府网站提供信息的可得性$即信息的涵盖程
度"此处不考虑环境信息质量#进行了评价$此处将
%办法&规定的 "$ 类环境信息分成 E 个方面$即环
境法规和政策( 环境质量( 环境管理和管制( 环境
事故和应急$使用 4AMI@L9量表分级$其中 " 代表未
涵盖所有 E 大类信息$依次递增$) 代表全部涵盖B
西藏和海口市环境保护局直到调研时还未有自己的
网站$仅在当地政府网站上提供了有限的信息B最终
’$ 个网站得到 ) 分$"( 个网站平均得 E 分$"* 个网
站获得 * 分$# 个网站获得 ’ 分$E 个网站得到 " 分B
此外$还对网站使用的方便性进行独立评价$按照
4AMI@L9量表将方便程度以 ) 分制打分$其中 " 代表
非常不方便$’ 代表不太方便$* 为中等$E 为方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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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非常方便B各网站内容覆盖面和方便性的平均
得分如图 " 所示B

’((& 年和 ’((# 年分别有 E" 个和 E# 个环境保
护厅P局报告了主动公开的环境信息数B’((& 年主
动公开的环境信息数量为 *( a"’ %*#条$’((# 年主
动公开的环境信息数量为 ** a’" EE$条B总体而言$
’((# 年主动公开信息数量要多于 ’((& 年$其中上
海市环境保护局 ’((# 年主动公开的信息条数高达
’" EE$条$广东省环境保护厅 ’((& 年和 ’((# 年公
布的信息数量达到"’ %*#和"* &))条"图 ’#B公开信
息数量较多的还包括深圳( 浙江( 大连( 昆明( 辽
宁等环境保护厅P局B

图 IJ截至 LNIN 年 II 月调研 !M 个环境保护厅O局网站环境

信息内容覆盖面和使用方便性

=AUB"!678C@8A@8M@G8? M7C@LGU@7S9:@@8CAL78F@89G;A8S7LFG9A78

G9%* @8CAL78F@89G;OL79@M9A78 R>L@G>N. Q@RNA9@NR<,7C@FR@L’("(

图 LJ各省& 市环境保护厅O局 LNNP 和 LNNQ 年主动公开环境信息数量

=AUB’!,>FR@L7S@8CAL78F@89G;A8S7LFG9A78 S7LFG8?G97L<?ANM;7N>L@R<@8CAL78F@89G;OL79@M9A78 R>L@G>NA8 ’((& G8? ’((#

!!’((# 年 E’ 个环境保护厅P局发布了 ’((& 年度
报告$其中按时发布"下一年度 * 月 *" 日前#的有
** 个$未按时发布的有 # 个$而未编制P公开发布报
告的有 ’" 个$其中 ’P* 以上是中西部省( 市的环境
保护厅P局B’("( 年 )" 个环境保护厅P局发布了
’((# 年度报告$其中按时发布的有 E( 个$不按时发
布的有 "" 个$而未编制P公开发布报告的有 "’ 个B

"’#政府环境信息依申请公开
%办法&第 "% 条规定公民( 法人等可以采用信

函( 传真( 电子邮件等书面形式申请环境信息B根
据调查$截至 ’("( 年 "" 月$*E 个环境保护厅P局提
供了本部门网上在线申请方式$"* 个可以通过当地
政府网站在线申请系统进行信息申请$没有提供在

线申请的有 "$ 个B)) 个环境保护厅P局%环境信息
公开指南&里都列出了依申请公开的负责部门及其
联系方式$包括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和邮寄地
址等B

所有环境保护厅P局都明文规定可以接受申请
环境信息公开$但只有部分单位收到申请B’((& 年
报告依申请环境信息数量的有 E" 个$共收到申请
"’" 件"图 *#$其他 ’" 个由于未发布信息公开报告
或报告中未报道$信息公开申请数量未知B有 "( 个
’((& 年未接到环境信息公开申请$在接到申请的单
位中$安徽省环境保护厅接受的申请数量最多$达到
’( 件$其次是北京市( 广州市环境保护局$申请数
量为 "$ 件$大连市环境保护局接受的申请数量为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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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其他 ’$ 个接到的数量为 " a$ 件不等$其中
"* 个接到 " 件申请$$ 个接到 ’ 件申请B有 ’E 个环
境保护厅P局报道了申请信息的公开情况$共回复

%# 件$总同意公开率为 )$h$其中只有 & 个同意全
部公开所申请的信息$& 个不同意公开所申请的信
息$其他 & 个申请信息公开率为 ’)h a&’hB

图 MJLNNP 年 RI 个环境保护厅O局报告的环境信息申请数量和同意公开数量

=AUB*!,>FR@L7SL@g>@N9NS7LA8S7LFG9A78 L@M7L?@? G8? GOOL7C@? ?ANM;7N>L@G9E" @8CAL78F@89G;OL79@M9A78 R>L@G>N7C@L’((& "1G<D_@M@FR@L#

图 RJLNNQ 年 RQ 个环境保护厅O局报告的环境信息申请数量和同意公开数量

=AUBE!,>FR@L7SL@g>@N9NS7LA8S7LFG9A78 L@M7L?@? G8? GOOL7C@? ?ANM;7N>L@G9E# @8CAL78F@89G;OL79@M9A78 R>L@G>N7C@L’((#

!!’((# 年报告依申请环境信息数量的有 E# 个环
境保护厅P局$共收到申请 **& 件"图 E#$比 ’((& 年
大幅增加$其他 "* 个由于未发布信息公开报告或报
告中未报道$信息公开申请数量未知B有 "’ 个 ’((&
年未接到环境信息公开申请$在接到申请的单位中$
上海市环境保护局接受的申请数量达到 #$ 件$其次
是北京市$申请数量为 ’$ 件$江苏省环境保护厅和
深圳市人居委员会接受的申请数量为 "& 件$其他
** 个接到的数量为 " a"$ 件不等$其中 % 个接到 "
件申请B有 ’$ 个环境保护厅P局报道了申请信息的
公开情况$共回复 "%" 件$总同意公开率为 E&h$比

’((& 年有所下降$其中只有 # 个同意全部公开所申
请的信息$’ 个不同意公开所申请的信息$不同意公
开申请信息的环境保护厅P局数量大大减少$其他
"% 个申请信息公开率为 "#h a#’hB可以看出$登
记申请信息数量在 ’((# 年有所改善$表明依申请环
境信息公开正在逐渐制度化B

对申请答复的时限方面$除了上海市和成都市
环境保护局分别有 E 件和 ’ 件超时外$其他环境保
护厅P局都声明在规定的 ") 个工作日进行了答复B
值得指出的是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公布的是咨询次
数$非依申请数量$’((& 年接受政府信息公开方面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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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咨询 E&’ 人次B’((# 年接受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方
面的咨询约’ ($’人次B

在申请信息涉及内容方面$主要包括环境法规P
文件( 超标P重点排污企业名单P情况( 环境污染治
理情况( 建设项目环评P报告( 环保资质办理( 环
保P项目P环评审批程序( 行政许可事项( 环境监测
数据( 污染减排情况( 污染事故处理情况( 举报污
染奖励实施( 排污许可证管理( 行政处罚( 区域开
发环境影响评价( 建设项目批文( 企业整改方案(
部门财政预算( 环境质量P报告书( 环境综合整治(
生态市建设( 环境满意度调查( 环境信访调处情
况( 年度工作计划( 环保验收( 机动车污染控制等
方面B

对于不能公开申请信息的理由$主要为*非%办
法&所指政府信息+( *所申请的信息不存在+( *非
本机关职责权限范围+( *申请内容不明确+( *重复
申请+( *不予公开+( *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
公共安全( 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根据环境保护
工作国家秘密目录$全国及各地区全面( 系统的水
"包括重要海域和界河#( 气( 声( 固体废物污染(
放射性( 电磁波的原始监测数据属秘密级$相关监
测数据不宜公开+( *涉及国家秘密$涉及对方商业
秘密+( *申请内容超出范围+( *无法答复+( *申请
公开所需要的信息涉及个人隐私$且所需数据对申
请人生活( 生产或科研无关系+以及*其他+B
LKIKR!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监督

对于环境信息公开的监督$有 *# 个环境保护
厅P局明确了监督机构$并提供了详细的联系方式$
西藏( 长春( 昆明环境保护局得不到相关信息$四
川和上海环境保护厅P局在环境信息公开指南里未
提供监督机构及其联系方式$还有 "% 个环境保护
厅P局笼统地说明*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我
单位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可以向上级
行政机关( 监察机关或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
门举报+$并没有明确的监督机构$而且未提供有效
的联系方式B

因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引起的举报( 投诉和行政
复议( 行政诉讼情况$上海市和江苏省分别发生行
政复议案件 # 件和 " 件$所有环境保护厅P局皆没有
相关的行政诉讼案件B
LKL!实际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受理和答复
LKLKI!环境信息申请形式和资格

按照规定各级环境保护部门应在信息公开指南
里提供在线( 邮寄( 电子邮件( 传真( 电话多种信

息申请方式B根据调查$有 E$ 个环境保护厅P局提供
了本部门P当地政府网站的在线申请系统$这也是笔
者优先采用的申请方式$实际申请过程中真正能够
成功使用的有 *) 个$其余 "’ 个不能发挥作用$主要
原因包括系统错误$不能上传文件’最近不好用$提
交不上去’链接点击不开’尽管有系统$但没人管理
等B如果在线不能申请或没有在线申请系统$笔者就
采取发送电子邮件方式$结果有 ’) 个通过电子邮件
申请$还有哈尔滨( 海口( 西宁市环境保护局是通
过邮寄方式申请B

在申请资格方面$所有环境保护厅P局都在文件
中规定允许组织和个人申请环境信息B但在实际申
请过程中$却又诸多限制B如果是以组织名义申请$
有些环境保护厅P局需要笔者提交单位加盖公章的
证明$而且必须通过邮局寄送原件$同时需附上个人
的身份证( 工作证复印件B有些则需要笔者传真身
份证明$还对申请单位资格进行询问B
LKLKL!环境信息公开申请回复

在申请回复的时限方面"图 )#$笔者提交申请
的 %* 个环境保护厅P局$’* 个在规定的 ") 个工作
日内给予了答复$$ 个回复说时间不够$需要再延长
") 个工作日$并解释了不能及时提供的原因!由于
办公室搬迁$需要查找相关资料’负责人员出差’人
手不够’信息整理汇总需要时间B其余的在规定的
") 个工作日内没有任何回应B*( 个工作日之内$南
昌( 合肥( 郑州( 海口及大连这 ) 个环境保护局给
予回复$在 ’ 个月之内河北( 河南( 福建( 山西这 E
个环境保护厅P局进行了答复$广西环境保护厅在 *
个月之内提供了相关信息B新疆( 内蒙古环境保护
厅和杭州市环境保护局告知可能晚些时候提供信
息$但再也没有任何回应B

在提供环境信息内容方面"图 )#$有 "& 个环境
保护厅P局提供了全部信息$其中湖北( 重庆( 西安
和宁波环境保护厅P局已经主动公开了相关信息$广
东省环境保护厅( 广州和上海市环境保护局已经主
动公开了部分信息$并提供了其余未主动公开部分
信息$广西( 河北( 河南( 浙江( 大连( 深圳( 郑州(
合肥( 南昌( 乌鲁木齐( 昆明提供了严重污染化工
企业名单和重( 特大环境事故清单B天津( 四川( 江
苏( 黑龙江( 福建和安徽这 % 个环境保护厅P局提供
了部分信息B& 个环境保护厅P局未能提供所申请的
环境信息$其中北京( 海口( 宁夏和青海环境保护
厅P局告知没有严重超标企业和发生重大环境事故$
贵阳( 青岛( 山西( 辽宁环境保护厅P局由于各种原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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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不能公开B其余 *" 个环境保护厅P局根本没有回
复$几乎占到所调查环境保护厅P局的一半B

图 SJ截至 LNIN 年 Q 月 !M 个环境保护厅O

局依申请信息公开回复情况

=AUB)!/@NO78N@LG9@7S%* @8CAL78F@89G;OL79@M9A78 R>L@G>N

S7;;7QA8UA8S7LFG9A78 L@g>@N9R<5@O9@FR@L’("(

当询问不能提供信息的原因时$给出的原因是
*目前没有此信息+$*领导不同意提供信息+$*依据
原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保密局%关于印发 /环境保
护工作国家秘密范围的规定0的通知&"环发,’((E-
"&$ 号#的规定$你所申请的第二条信息涉及国家秘
密不予公开+$*不属于我厅职责范围+$*本部门只
掌握国控重点污染源监测情况+$*尚未对全省范围
内污染物排放严重超标化工企业的名单( 所排放超
标污染物种类及数量开展过统计和汇总工作+$*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及%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
的精神$行政机关一般不承担为申请人汇总( 加工
政府信息的义务+B有些告知由于监测设备和能力
不足$没有此类信息$或没有保存( 统计此类信息$
因此无法提供B

MJ讨论

总体上来看$环境信息公开 ’G来有长足的进
步$但调查结果也发现了一些问题B

""#环境信息公开在各地并不同步$空间上存
在较大不平衡B总体上东部沿海地区在环境信息主
动公开方面"制度建设( 机构建设( 信息平台建设(
主动公开信息数量#要好于西部地区$特别是网站
建设的硬件和软件方面$这表明在技术和资金支持
方面经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存在差别B在依申请
公开方面$东西部地区也存在差异$在收到申请最多
的前 ) 位环境保护厅P局$’((& 年有 E 个$’((# 年全
部都是东部地区B在笔者 ’((& 年调查中 % 个及时提
供全部信息的环境保护厅P局有 ) 个来自东部富裕

地区$本次调查中进行回应的 $)h也是东( 中部的
环境保护厅P局B但是经济发展水平和信息公开方面
的联系并非没有特例$如山东省及其所属城市并没
有提供所申请信息或根本没有回应B值得注意的是$
笔者着重关注了提供信息的数量$由于缺乏比较标
准$笔者对环境信息质量并未考虑B

"’#政府公开环境信息基本是*公开的群众不
关心$群众关心的不公开+B在主动公开信息方面$
各环境保护局愿意公布容易的和不太敏感的信息$
如多数网站提供了关于政策文件( 新闻和公告( 机
构设置等方面的大量信息$但是很少公开较复杂的
和*敏感+的信息$如污染控制( 环境影响评价程序
和批复( 环境排放和监测数据( 环境事故和应急响
应( 排污费和罚款等方面的信息B对依申请公开环
境信息$一旦涉及到较敏感的信息$多数环境保护局
都会以各种借口不予提供B

"*#环境信息公开发展不平衡的原因有哪些1
通过访谈笔者了解到缺乏积极主动的人员和资源$
程序和责任不明确$缺乏环境信息是经常提到的不
能有效实施%办法&的主要原因B当笔者提交环境信
息公开申请后$很多地方环境保护厅P局没有人管理
和处理在线( 电子邮件( 邮寄申请表$提供的电话
无效$需要辗转数次才能找到负责的部门和人员B而
一半以上的环境保护厅P局是兼职人员或没有明确
负责的人员$通常信息公开的任务指定给现有机构$
但是却没有相应增加额外的人员或资源$因此$导致
工作无人管无人问B有些地方环境部门的监测技术
和信息系统等硬件设施落后$资金缺乏$不能产生所
需要的信息$更不要说公开相关信息了B很多环境保
护厅P局人员也提到%条例&和%办法&相应条款规定
模糊$甚至跟其他法规矛盾$这导致实践中的产生不
同的解读B如对何为*机密+信息的界定$本研究所
申请的信息为%办法&中明确规定应公开的信息$但
是这与%保守国家秘密法&( %档案法&( %环境保护
工作国家秘密范围的规定&的规定有些矛盾B现有
信息在使用之前通常需要进一步加工和分析才能满
足申请者的需要$而各地环境保护局一般缺乏这方
面的意愿( 知识和能力B

RJ结论

""#中国的环境信息公开是在一种穿过各种各
样的观念上的( 制度上的( 行动上的障碍的前提下
往前走的B当然$有些现象可以归结为政策实施初期
存在的问题$但考虑到%办法&正式实施前已经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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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的准备时间$而且现在已经正式实施了 ’ G$应该
值得人们思考B

"’#总体上$环境信息公开没有列入政治优先
议程是%办法&实施的最大障碍$并且与目前中国体
制中长期的信息管制( 保密制度和信息垄断有关$
环境信息公开不力也因袭了这些传统B为了推进环
境信息公开$笔者的努力应该集中于继续宣传 %条
例&和%办法&以促进公众参与$建立环境信息公开
的评估和监督机制$配备更多的资源$促进各机构之
间的交流合作$加强环境信息公开的法律地位$强化
各环境保护局的实施能力$最终达到有效实施环境
信息公开办法的目的B

"*#有一点值得强调的是$笔者本次调查关注
的是省会城市以上各级环境保护局$对地市及以下
环境保护局环境信息公开情况还未涉及$在不同前
置条件下$得出的数据可能有差别甚至是很大的差
别$在中国目前条件下这也是非常重要的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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