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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信息公开法研究》主要内容介绍：第1章，介绍日本信息公开立法的基本情况。
第2章，介绍日本在信息公开立法的理论讨论中，对知情权及其宪法依据的有关理论的基本情况。
第3章，介绍日本地方公共团体的信息公开立法的基本状况及有关情况。
第4章，介绍日本《行政信息公开法》的立法背景、制定过程及主要影响因素。
第5章，介绍日本《行政信息公开法》的主要制度。
第6章，介绍日本国家行政机关以外的信息公开制度状况，主要有地方公共团体、独立行政法人以及
公益法人的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问题，国会及法院的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问题。
第7章，介绍《行政机关个人信息保护法》、《独立行政法人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主要内容，地方公
共团体个人信息保护条例制定状况。
第8章，介绍日本近期对《行政信息公开法》施行状况的检讨情况。
第9章，对部分日本法院的信息公开诉讼案例进行分析，以反映日本法院判例对信息公开法的解释情
况。
第10章，对中国信息公开立法法制环境进行分析。
第11章，借鉴日本立法经验，对中国信息公开立法的基本制度试作探讨。
并且在附录中登出笔者最新翻译的日本信息公开法及有关主要法律，以便于读者查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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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第一章 日本信息公开立法概述一、市民运动与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二、日本地方公共团体的信息
公开条例三、日本行政信息公开法的制定四、日本《行政信息公开法》的主要内容(一)立法目的(二)
信息公开的实施机关与文书(三)信息公开的请求人(四)不公开的信息与限制公开的信息(五)《行政信息
公开法》上的第三人(六)信息公开审查会(七)诉讼管辖的特别规定五、日本信息公开法的实施简况第
二章 日本宪法上的知情权一、知情权理论的宪法依据二、国民主权理论的宪法依据三、法院判决中的
知情权四、信息公开法上的知情权及四年后的评价五、小结第三章 日本地方信息公开条例的制定与实
施一、信息公开条例的立法现状二、信息公开条例的一般内容(一)制定条例的目的(二)信息公开的实
施机关(三)公开的公文书(四)请求权人(五)适用除外的信息(六)关于第三人信息的处理(七)本人信息的
公开请求(八)信息公开程序(九)信息公开审查会三、信息公开条例的立法依据四、判例对信息公开条
例的解释(一)信息公开诉讼的原告资格(二)关于个人信息(三)法人事业信息(四)会议记录的公开五、地
方信息公开条例与行政信息公开法的关系(一)信息公开条例与行政信息公开法的对应性(二)信息公开
条例相对行政信息公开法的独立性六、小结第四章 日本行政信息公开法的制定一、制定信息公开法的
政治背景(一)田中秘密金库问题与洛克希德案件(二)利库路特贿赂案件(三)官官接待问题(四)党派的活
动二、信息公开的市民运动(一)药害艾滋病事件(二)市民监察专员运动(三)自由人权协会等社会团体的
共同运动三、地方信息公开条例的制定与实施四、行政信息公开法制定的开始五、信息公开部会的审
议六、行政信息公开法案的提出七、行政信息公开法案的审议通过八、小结第五章 日本行政信息公开
法的主要制度一、信息公开的实施机关(一)《行政信息公开法》规定的实施机关(二)实施机关的规定
存在的问题与课题(三)与地方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机关比较(四)与其他国家的信息公开实施机关的比
较二、信息公开的信息范围(一)日本《行政信息公开法》的信息范围(二)对日本《行政信息公开法》
规定的信息范围的评价三、信息公开的程序(一)信息公开申请(二)信息公开的决定(三)信息公开案件的
移送(四)信息公开第三人意见的提出(五)信息公开决定的实施(六)手续费(七)《行政信息公开法》的程
序规定与《行政程序法》的关系(八)《行政信息公开法》程序规定的问题与课题四、行政机关主动进
行信息公开五、行政机关的有关管理措施(一)行政文书的管理(二)对申请前的信息帮助(三)实施《行政
信息公开法》的情况公布及措施改进六、信息公开的救济(一)信息公开的不服审查及咨询义务(二)信
息公开及个人信息保护审查会(三)信息公开诉讼的案件管辖和移送(四)关于信息公开救济制度中的问
题与课题第六章 日本行政机关以外的信息公开一、地方公共团体的信息公开二、国会的信息公开三、
法院的信息公开四、独立行政法人的信息公开制度(一)独立行政法人的概念(二)独立行政法人信息公
开法的主要制度五、公益法人的信息公开第七章 日本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一、日本行政机关个人信息保
护法(一)行政机关个人信息保护法施行概况(二)行政机关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主要制度二、日本独立行
政法人个人信息保护法(一)独立行政法人个人信息保护法施行概况(二)独立行政法人个人信息保护法
的主要制度三、地方公共团体个人信息保护条例制定状况第八章 日本信息公开法的检讨与改善措施一
、行政信息公开法施行简况二、行政信息公开法施行存在问题及建议改进措施(一)立法目的(二)行政
文书的范围(三)开示与不开示的范围(四)开示请求与实施的程序(五)不服申请(六)信息公开诉讼(七)行
政文书的管理(八)积极提供信息的措施三、完善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的具体改进措施(一)彻底贯彻信息
公开法的宗旨(二)行政机关公务员姓名的处理(三)不服申请案件处理的迅速化(四)对恳谈会等会议上发
言者姓名的处理(五)行政信息公开法施行令的部分修改(六)总务省关于寄送费用缴付方法的规定第九
章 日本法院判例对信息公开法的解释一、爱知博览会收支预测文书公开诉讼案(一)案件概要(二)本案
争议焦点及原、被告理由(三)法院判决(四)案例简评二、大阪府知事交际费公开诉讼案(一)案件概要(
二)大阪地方法院第一审判决(三)大阪高等法院第一次控诉审判决(四)最高法院第一次上告审判决(五)
大阪高等法院发回控诉审判决(六)最高法院第二次上告审判决(七)案例简评三、宫城县知事经费支出
文书公开诉讼案(一)案件概要(二)仙台地方法院第一审判决(三)仙台高等法院第二审判决(四)案例简评
第十章 中国信息公开立法环境分析一、信息公开的指导思想二、现行法律中的公众知情权及国家机关
公开信息义务(一)人大会议及法律法规规章的公开(二)为保护公众民事权利的信息公开(三)行政机关的
常规信息发布(四)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过程中的信息公开(五)行政机关对于重大突发事件的信
息发布三、中央国家机关及地方政府的改革措施(一)中央国家机关的改革措施(二)地方政府的改革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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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三)电子政务的发展四、信息公开法与其他法律的冲突及调整(一)信息公开法与保密法(二)信息公开
法与档案法(三)信息公开法与统计法(四)信息公开法与隐私权法和商业秘密法五、中国建立信息公开
制度的艰巨性与可能性(一)中国建立信息公开制度的艰巨性(二)中国建立信息公开制度的可能性六、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制定(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主要内容(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法治意义(三)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的不足第十一章 外国制度借鉴与中国立法探讨一、信息公开的实施机关二、信息公开的
信息范围三、信息公开的程序(一)一般程序规定(二)第三人提出意见(三)手续费(四)案件的移送(五)听
取意见及听证(六)告知申请复议权和提起行政诉讼权(七)与行政程序法的衔接四、信息公开的救济附
录：日本信息公开的主要法律附录一：关于行政机关保有的信息公开的法律附录二：关于独立行政法
人等保有的信息公开的法律附录三：信息公开及个人信息保护审查会设置法附录四：关于行政机关保
有的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附录五：关于独立行政法人等保有的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参考书目一、中文
主要参考书目二、日文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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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信息公开法上的知情权及四年后的评价在《行政信息公开法》没有使用“知情权”的概念，
没有突出知情权的核心性质，而是突出了“根据国民主权理念”，强调政府向国民的“说明责任”和
推进国民“正确理解和批评”之下的行政；具体规定了国民的“行政文书开示的请求权”的具体权利
。
该法虽然在法律条文中没有使用“知情权”概念，但法律对具体请求权的规定仍然属于知情权性质，
只是排除了抽象的知情权而使知情权更加具体。
　　在信息公开法实施四年后，日本总务省于2004年4月开始组织进行信息公开法制度运营检讨，并
于2005年3月末提出《关于信息公开法制度运营检讨会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在报告中，仍肯定该法关于目的条款的规定。
该报告认为：“虽然关于目的规定中使用‘知情权’概念在立案时议论很多，但关于‘知情权’的内
容、外延和宪法上的位置，学说上有各种不同理解。
并且，作为.请求权权利的‘知情权’，在最高法院的判例中始终未得到承认。
考虑此情况，在目的条款中未使用该概念。
”“从信息公开法施行后解释、运用的状况看，在与信息公开法有关判决及审查会咨询报告中，“知
情权”概念的有无，对解释原理、证明责任的分配，未必存在问题。
”①政府为进一步论证在法律中未使用“知情权”概念的正确性，在该报告中还以地方公共团体的目
的条文规定进行佐证，并且举出外国有关法律的规定进行佐证：“从都道府县以及政令指定的城市
的60个信息公开条例来看，使用‘知情权’概念的有53个，其中在目的条文规定中使用的有34个。
在这些使用‘知情权’的宪法根据中，除‘基于地方自治的宗旨’外，在宪法条文上未必是明确的。
并且使用‘说明责任’概念的有59个条例，其中有53个使用在目的规定中”；“从外国的信息公开法
制看，在法律目的条文规定中，考察的30个国家的有关法律，仅有韩国一个国家使用‘知情权’；使
用‘说明责任’的有新西兰、墨西哥、南非、波黑四国”。
②该报告也承认，“虽然没有在法律条文中使用‘知情权’概念，但在法律中并未排除知情权”，对
于“开示请求权的权利规定、原则公开的思想形成的信息公开结构”，对进一步深入讨论“知情权”
都具有重要意义。
政府对信息公开法的关于知情权的制度安排，是充分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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