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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是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之下的一个子类别，是政府履行环境保护职能的一种制度，

对推动政府进行自然环境的监管和保护具有重要的作用。但相比于西方的一些发达国家，我国在该制度

的建构方面起步较晚且存在不少较为棘手的问题。本文将针对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制度基础和实践

现状展开论述，在对存在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之后，就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如公开范围不明确，公开程

序不透明，公民环境知情权受到侵害之后的救济途径较为单一等问题，给出一些合理化的建议，以期能

够推动该制度更好地发挥其效能，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必要的制度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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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ystem is a sub category of the govern-
me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ystem, which is a system for the government to perform the func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government to supervise 
and protect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However, compared with some developed countries in the 
west, China started la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is system and there are many more difficult prob-
lems.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institutional basis and implementation status of the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ystem. After a specific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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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gives some reasonable suggestions on the more prominent problems, such as the scope 
of disclosure, the open procedures, the relief channels after the infringement of the right to know 
and so o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ystem to better play its effectiveness, for the beautiful China 
construction provides necessary system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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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然环境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美丽的自然环境可以让人感到心情愉悦，进而使人获得

极大的精神满足。然而自然环境又是脆弱的，人类不合理的生产生活方式会给自然环境带来极大的破坏，

因此需要对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行规制，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环境法部门也由此应运而生。 
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是与环境法息息相关的一项重要制度。所谓政府环境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

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与环境有关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环境质量信

息、污染源及其排污信息和环境执法等信息。我国政府作为环境保护的重要主体之一，肩负着重大的环

境保护责任，而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正是推动政府履行环境保护职责的一项重要制度，同时政府环境

信息公开制度也是国家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 
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重点方面：1) 污染源监管和排放信息的公开；2) 环境评价

信息的公开；3) 依申请的政府环境信息的公开；4) 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监督和救济。这些方面也将

是未来一段时间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方向。 
总之，研究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不仅可以更好地认识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做出的努力和所取得的

成就，而且可以再此基础上对该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提出合理化的建议。 

2. 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介绍 

2.1. 政府环境信息的定义 

要研究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制度首先一点是要明确政府环境信息的定义，何谓政府环境信息呢？政府

环境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与环境有关的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环境质量信息、污染源及其排污信息和环境执法等信息[1]。 

2.2. 该制度的发展历程 

我国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建构首先要追溯到 2008 年 5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在该条例实施之前中国政府信息公开一直处于无法可依的窘境之中。属于政府信息的政府环境信息是否

公开，如何公开以及公开范围都处于混沌之中。随着该条例的颁布施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走上了不断

完善的道路，2019 年该条例迎来了第一次修订，这次修订在政府信息主动公开范围，依申请公开程序方

面进行了明确和改善，这也为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提供了法律依据。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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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会进一步得到发展。 

2.3. 该制度的理论基础 

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理论基础种类庞杂，我这里主要就其中重要的三个理论基础进行分析介绍，

其余的理论基础不在过多讨论。这三个理论中尤以环境知情权理论最为重要，后面将详加阐述。 

2.3.1. 信息不对称理论 
信息不对称理论原是一种经济学理论，指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类人员对有关信息的了解是有差异

的；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员，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的人员，则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

化用到环境信息领域，政府往往是掌握环境信息比较充分的主体，而企业和个人往往无法掌握充分的环

境信息，因此为了减小这种差距，政府有义务对环境信息进行公开，以让其他主体也能平等的获取与自

身利益相关的环境信息。 

2.3.2. 环境知情权理论 
环境知情权是指社会成员依法享有获取、知悉环境信息的权利，它是知情权在环境保护领域里的具

体体现，是公民和企业参与环境保护的前提条件、客观要求和基础环节。 
同时它也是现代社会不断发展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权利类型，这个权利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前美联社社

长肯特·库柏(Kent Copper)在 1945 年 1 月提出的，直至 1992 年人类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发表的《里约宣

言》原则指出“每个人都应享有了解公共机构掌握的环境信息的适当途径，国家应当提供广泛的信息获

取渠道。”该权利类型可以说得到了国际公认。 
环境知情权是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它为政府设定了公开义务，为企业和个人

赋予了获取环境信息的权利。随着现代政府的职能趋于多样化、复杂化，保障公民和企业的环境知情权

正不断成为政府不容推辞的责任。 

2.3.3. 政府信息公开理论 
政府信息公开理论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

进行及时、准确地公开发布的理论。政府信息公开是一个现代高效政府必须具备的条件，现代社会对于

信息的获取相比于古代社会和近代社会而言显得更为重要。政府作为行政机关在行政过程中掌握了大量

的有用信息，这些信息对于其他社会主体而言可能至关重要，为了获得这些重要的信息以指导自身下一

步的行动，社会主体有权申请公开。同时政府也有义务主动公开，为这些社会主体进行决策提供依据。 

3. 我国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现状和问题分析 

3.1. 我国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现状 

3.1.1. 立法现状 
我国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立法肇始于 2007 年，当年 4 月 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92 号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同年 4 月 11 日发布《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我国的环境

信息公开制度开始有了法律依据。《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于 2008 年 5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到目前

已经有 12 年之久未曾修改，随着 201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修订，环境信息公开

办法的修改已是势在必行。 
现代社会瞬息万变，尤其是环境领域的新问题更是层出不穷，而我国目前在这一领域的立法可谓是

已经远远落后于社会现状，非常有必要加快法律法规的修改，以适应社会生活的变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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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的体例采用了政府和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合并于一部办法之中，

我觉得是值得商榷的，政府和企业在环境信息公开领域处于完全不同的地位，需要履行的义务有很大的

差别，公开的方式也大相径庭，最好可以分开立法。 

3.1.2. 实践情况 
我国目前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实践还处于发展阶段。主要由环保部门进行政府环境信息发布，

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可以向环保部门申请获取政府环境信息，实践以主动公开和申请公开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政府环境信息公开。 
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往往会出现需要法律救济的案例，根据使用中国裁判文书网进行检索的结果 1，共

发现 55 份法律文书与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有关，由此可知在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建设的实践中还是存在

不少问题，需要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不断地进行自我完善和自我更新。 

3.2. 目前存在的问题 

3.2.1. 政府对于该制度建设的动力不足 
《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第二十四条规定：“环保部门应当建立健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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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虽对政府环境信息

公开制度建设的考核进行规定，但此规定弹性较大，定期进行考核的定期到底是多长时间，考核内容如

何，由谁进行考核等问题都由政府自己自由裁量。 
同时由于我国地方政府长期专注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建设的热情不甚强烈，

有时甚至流于形式，并不能充分发挥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效能。现如今随着“美丽中国”建设目标

和“五位一体”总布局的提出，提高政府对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建设热情将变得愈发重要，政府对于该

制度建设的动力不足的问题也将愈发突出。 

3.2.2. 申请公开相关环境信息的障碍和要求过多 
除了政府主动公开的环境信息之外，公民和其他社会主体也可以向政府申请公开相关的环境信息。

政府针对申请公开环境信息的请求，设定相关的程序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但不能设定过高的门槛。 
《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第十六条规定了公民和其他社会主体申请公开需具备的三个要素：1)

申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联系方式；2) 申请公开的环境信息内容的具体描述；3) 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

形式要求。这三个要素的设定无可厚非，但在实践操作中，往往对具体描述要求过细，而当事人往往无

法掌握更多的细节和环境法的专业术语。如公民希望对自己家附近的化工厂的环境信息进行申请公开，

大多数公民可能只知道这家化工厂的名字，并不知道要申请这个化工厂的环境影响评价表之类的环境评

价文件。一旦对具体描述要求过细，可能导致无法满足申请公开需要具备的第二个要素。 
并且在 2019 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修订之前的旧法第十三条规定申请政府相关信息公开的人需要

与该信息有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的特殊需要，虽在政府信息公开实践中将特殊需要作扩大解释，使

得该要求的限制降到最低，但是该要求还是会对申请公开的主体范围造成阻碍。 

3.2.3. 该项知情权受侵害后的救济制度有待完善 
环境知情权是社会不断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项新兴的权利，随着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它越来

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然而环境知情权也容易受到侵害，而其受到侵害后的救济途径如何，需要依靠相关

法律法规的完善。 

 

 

1数据来自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关键词为“政府环境信息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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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第二十六条规定，公民和其他社会主体可以向上级环保部门举报下级环

保部门不依法履行政府环境信息公开义务的行为，在具体行政行为侵犯自身合法权益时，可以依法申请

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上述第二十六条规定了三种救济途径：向上级环保部门举报，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这三种救济途

径中向上级环保部门举报是权利受到侵害的人往往会选择的救济途径，若能处理好这种救济途径的适用，

将可以有效的保护环境知情权。至于行政复议这种救济途径也不失为一种相对方便的途径，但应该防止

出现行政复议走形式主义。针对行政诉讼这一救济途径，该途径由于具有终局性，需要牺牲一定的效率

来保证社会公平，程序应当更加复杂严谨。 
虽然规定了三种救济途径，但针对由于政府部门侵权行为造成的当事人损害如何进行赔偿的问题仍

存在争议，是否可以将其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也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讨论。 

3.2.4. 公开状况各地区之间有较大的差异 
由于我国各地区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不同，以及各省份发展定位的不同，不同地区的环境信息

公开制度的落实状况也存在差异和不同的特点。为此我以浙江绍兴和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的网上政府环

境信息公开为例，进行比较。我首先进入绍兴市人民政府官网，点进其中的政务公开页面，可以在网页

右下角找到重点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目录中的环境保护选项，它自动帮我跳转到了绍兴市生态环境局。里

面有各种公开的环境信息。而进入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官网，在政务公开页面勉强找到了一个环境

公报选项，点击进入能看到的只有每年的环境公报，没有其他公开的环境信息。于是我又去搜索了大理

白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的网站，发现并没有独立的官网，我也没有找到大理白族自治州每日的空气质量

状况公开情况。 
虽然上述比较行为可能不是非常严谨，但是随着社会的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人们从网络中获取信

息的频率要远远高于其他媒介，往后政府在进行信息主动公开时也将更多的依赖网络这一传播媒介。因

此政府在进行信息公开时应该多考虑网络传媒的作用，提高主动公开的效能。 
从上面的比较中可以发现这种不同地区公开状况差异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是我们应该努力去解决

而不是去回避的问题。 

3.2.5. 公开范围不甚明确且难以与时俱进 
公开范围的确定和与时俱进是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只有确定了公开范围才能确

定环境知情权的边际。《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第十一条列举了十六项环保部门应当在职责范围内向

社会主动公开的政府环境信息，以及一项兜底条款，这一共十七项内容作为编制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目录

的范围，同时第十五条规定环保部门应当编制，公布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指南和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目录，

并及时更新。从法条上看对于主动公开的范围法条规定甚为明确，且有与时俱进的可能性，可谓善也。 
然而公开范围的主要问题集中于依申请公开的领域。依申请公开的范围在法条上不像政府主动公开

的事项那样有明确的法条依据，只是在《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第十七条中提到申请公开的信息属于

不予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该政府环境信息不予公开并说明理由。由此可推知依申请公开的范围

采用的是负面清单的形式，只要不是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不予公开范围的政府环境信

息，公民和其他社会主体都有权要求政府进行公开。并且除国家秘密绝对不公开以外，经权利人同意或

者环保部门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环境信息，也可

以予以公开。 
但是现实情况往往是在一份政府环境信息中某个部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在这种

情况下，政府环保部门往往会将整份环境信息列为不能申请公开的范畴，使得申请公开的范围变得不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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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阻碍公民和其他社会主体环境知情权的行使。 

4. 我国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途径 

4.1. 将该制度建设列入政府政绩考核目标 

为了解决政府对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建设热情不高的问题。首要的方法就是把该制度的建设列入政府

政绩考核目标。当然这样做并不意味着让政府以后将主要的精力都放在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建设上，而

是希望政府能够分出一部分精力来完善这项制度，让这一制度发挥其应有的效能。 
根据《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第二十四条规定，需要定期对政府环境信息工作进行考核评议。这

个定期属于政府可以自由裁量的范畴，个人认为以一个季度进行一次为宜，这样既不至于因为过度频繁

的考核影响工作正常展开，又不至于因为考核间隔时间过长无法对实践过程中出现的不当行为和懈怠行

为进行修正。同时该条还规定环保部门有义务建立健全环境信息公开制度，这也为将该制度建设列入政

府政绩考核目标提供了法律依据，不至于使这种做法于法无据。 
至于如何对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完善情况进行考核，并将考核结果融入政府政绩考核体系的问题，个

人认为可以采用对各项主要工作进行赋分的方式，通过量化分析得出相对客观公正且准确的结果。并且

将这一结果作为一项必备指标计入政府政绩考核体系。使政府环保部门的工作人员有动力也有压力地去

完善这一制度。 
科学谨慎地将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列入政府政绩考核目标将有力的推动美丽中国的建设以及五位一体

总布局的落实。 

4.2. 简化申请公开程序，提高依申请公开的效率，鼓励公众参与 

设定程序是一项制度能够有效运转的保证，也是公众参与的前提。为申请公开政府环境信息设定程

序无可争议，但是过度的程序要求可能阻碍当事人行使自己的环境知情权。[3]《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 
第十六条对申请程序作出了规定，要求以书面方式进行申请，采取书面形式确有困难的例外可以口头提

出，由环保部门相关机构代为填写公开申请。这样的规定无可厚非，也体现了政府人性化的服务理念，

但是在实践过程中不能过分拘泥于书面申请的格式要求。同时对于该条中要求申请人在申请公开政府环

境信息内容时要有具体的描述，此具体程度应以一般社会经验为宜，不能强求申请人使用专业化的语言

表述。 
《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第十八条规定环保部门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

需要延长时要经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通知申请人，且最长延长期限不超过 15 个工作日。该条明确最

长处理时间这一点值得提倡。同时该条还可以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进行补充，在能够

当场答复时应当当场予以答复，以避免拖延。现实情况下有些环境信息可能当场就可以进行答复，那么

有必要要求政府环保部门工作人员必须当场进行答复，避免申请人反复跑腿，从而提高申请公开的效率。 
在 2019 年修订之前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主体范围曾有特殊需要的限制，这种限制甚为不妥，

随着 2019 年该条例的修订，限制被取消，这为公众参与提供了必要条件。现在热心于环境保护的人可以

对自己关心的环境信息申请公开，虽然该信息可能与其自身利益没有直接的关系。这将大大提高公众参

与的热情，也将推动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不断完善[4]。只有公众参与了，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制度背

后所要保护的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环境知情权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4.3. 完善法律规定的救济途径，加强党、舆论、政府部门体制内的监督 

权利受到侵害就需要救济，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这是法律人的共识，因此完善救济途径将是完善政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2.104056


阮宇锟 
 

 

DOI: 10.12677/ojls.2022.104056 432 法学 
 

府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重要内容。《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第二十六条规定了三种救济途径。这三种

救济途径中向上级环保部门举报是当事人最常用的救济途径。但由于存在上级部门袒护下级部门的情况，

如何更好的发挥该救济途径的效能也就成为了重中之重。个人建议应当建立举报审查回复制度，一方面

必须对举报进行审查，不能将其束之高阁，另一方面必须对举报进行回复，并说明理由和调查结果，这

样才能让举报人不至于认为上级部门在黑箱操作袒护下级。 
至于另外两个途径，行政复议途径由《行政复议法》规制，行政诉讼途径由《行政诉讼法》规制，

这里就不再进行更为详细的讨论。针对由于政府部门侵权行为造成的当事人财产损害如何进行赔偿的问

题，我个人认为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的兜底条款：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可以将政府环

境信息公开行为侵犯受害人财产权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因为政府环境信息公开也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

当政府环保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进行环境信息公开的过程中侵犯受害人的财产权时，受害人理应获得赔

偿，这也是进行救济的本意。 
除了要完善事后的救济途径之外，也应该加强对政府相关部门环境信息公开工作的监督。其中党的

监督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党的领导是政府一切工作顺利展开的保证，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工作也不例

外。在相关部门的定期党组会议上应该通报环境信息公开工作的进度情况以及实践中遇到的问题，集思

广益，互相监督。社会舆论以及个人也有权利对政府的环境信息公开工作进行监督，在目前这个自媒体

发达的时代，舆论的发声监督变得更有力量，政府对待那些理性的舆论监督时不能压制，要正视其提出

的意见，保障监督权的行使。 
外部监督不能少，政府内部的监督更要加强。因为政府相关部门内部往往更了解环境信息公开制度

的运作方式，最能发现哪些地方存在疏漏和不足。只有内部监督落实了，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才能得

到更好的完善。 

4.4. 建立全国最低的公开标准，鼓励各地方积极建立更高的公开标准 

针对各个地区环境信息公开状况存在的差异，我认为有必要建立一套统一的环境信息公开基本标准，

要包括空气质量，水环境，噪声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高污染企业环评文件，环保政策和文件等的统

一公开标准。同时在这套统一的基本标准之下，各个地区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建立更高的公开标准。 
这里仍然以上文提到的浙江绍兴和云南大理为例。这两座城市都有发达的旅游业，都对自然环境的

保护和环境信息公开有着迫切的需求。两座城市都因水而生，因水而兴，大理有美丽的洱海，绍兴则被

誉为“东方威尼斯”，有着四通八达的河网。因此两地可以在全国统一的水环境信息公开的基本标准下，

专门对水环境信息公开提出更高的要求。再比如河北省由于是钢铁工业的聚集地，重工业发达，空气质

量成为当地人们最为关心的环境信息，那么当地就可以通过建立更高标准的空气质量信息公开制度来回

应民众的呼声。 
这样既统一又有差异化的公开标准设定将更有助于适应各地区不同的环境情况，使当地政府环保部

门可以因地制宜的开展环境信息公开工作，更好满足当地公民，法人等社会主体的环境信息需求。 

4.5. 厘清政府主动公开和申请公开的范围，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 
可以不公开 

政府在进行环境信息公开时，包括两种公开方式，主动公开和申请公开。这两种方式相辅相成，共

同保障了公民等社会主体的环境知情权。但厘清两种方式的范围也很有必要，因为在进行公开时，这两

种公开方式遵循完全不同的程序。《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 第十三条规定了政府主动公开的程序，

而第十六条规定了公民等社会主体申请公开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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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厘清主动公开和申请公开范围的方法中，立法采取的方法是通过列举政府应主动公开的环境信息

类型，从而达到区分的目的。这种方法值得采用，因为依申请公开的环境信息类型过于庞杂，要一一列

举甚为麻烦，而政府主动公开的环境信息类型相对较少，可以进行列举，同时对政府应主动公开的环境

信息进行列举也有督促政府主动进行环境信息公开的作用，一举两得。此外立法中对依申请公开的范围

采用负面清单的形式，很好地保障了公民和其他社会主体的环境知情权，应当继续保留。 
当然公开范围也应该是有限制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第十二条规定了原则上环保部门不得

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环境信息。但存在例外，如权利人同意或者为了公共利益可

以对涉及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环境信息可以进行公开[5]。这样的做法体现了法律利益之间的平衡，值

得提倡。 
但条文也存在一些瑕疵，比如当某份环境信息可以分为几个部分，只有某一部分或者某几部分包含

有不可以公开的信息时，那么是否整份文件都不能公开。我个人认为在面对这样的问题时，为了平衡双

方的利益，可以将整份文件公开，但对涉及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部分可以进行涂黑处理。 

4.6. 明确环境信息公开的负责部门和负责人，防止相互掣肘和推诿 

要想更好的完善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就需要明确环境信息公开负责部门和负责人。《环境信息

公开办法(试行)》第三条规定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负责推进、指导、协调、监督全国的环境信息公开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保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环境信息公开工作。由于 2018 年 3 月国务院进行了

机构改革，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的职能已经并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因此目前应由生态环境部

对全国的政府环境信息公开负总的责任。地方上则以当地的环保部门负责。 
但是政府环境信息的制作部门往往不仅仅只有环保部门，还会牵涉其他很多的部门。那么如何防止

这些政府部门相互掣肘和推诿，我认为既然法律将权力和责任赋予了环保部门，那么当仁不让，环保部

门必须勇于承担。在政府内部环保部门需要和其他可能制作政府环境信息的部门建立起信息交换渠道。

由环保部门统一进行政府环境信息主动公开，并且统一进行申请公开受理，受理之后如果是其他政府部

门制作的，就由环保部门去内部获取，而不是让申请人自己跑去那个部门获取。同时其他政府部门也有

义务协助环保部门，主动将环保部门需要的环境信息交给环保部门。 
除了确定负责机关，确定主要负责人也是关键的一环。个人认为应当由环保部门领导和分管环境信

息公开的分管领导共同负责，一把手负总的责任。这样做可以减少懒政、怠政，更好的让政府环境信息

公开制度发挥作用。 

5. 结语 

对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研究方兴未艾，未来也存在非常大的研究空间和研究价值。本文主要从

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目前存在的问题入手，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公开范围不明确，对于何种政府环

境信息应当公开，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并且公开的程序有待完善，尤其是个人申请公开时的程序有必

要进行简化，对于公民环境知情权受侵害之后的救济途径也应该更加多样化，基于此我认为可以将政府

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建设纳入每年度的行政考核目标，简化申请公开的程序，并且完善法律规定的救济途

径，除此之外有必要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最低公开标准，并在此基础上鼓励地方出台更高的公开标准。

这些还只是一些比较浅显的见解，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中可以继续加深对这方面问题的研究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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