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市2011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本年度报告由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要求编制。全文包括工作开展情况、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依申请公

开政府信息情况、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因政府信息公开提起行政复议和诉讼

的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整改措施六个部分。本年度报告的电子文本可在“重庆市人民

政府网站”（www.cq.gov.cn）上下载。

一、 工作开展情况

2011年，我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条例》

和国务院办公厅要求，紧紧围绕全市中心工作，不断健全公开机制，完善公开平台，扩大

公开范围，有效地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需要。

（一）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一是中共重庆市委三届十次全会通过了《中共重庆

市委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有关问题的决定》，要求各级政府要依法推进政府信息公

开，切实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二是出台《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有关工作的通知》（渝委

办发〔2011〕50号）。要求各地各部门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主动、及时、准确公开社会关注、群众关心的政府信息。三是及时印发全年政府信息公开

要点。要求各地各部门按照《条例》要求，积极做好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不断加强政

府网站建设，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公开主渠道作用。四是率先在全国组织编制了《政府信息

公开共享交换标准》。目前，该标准已被纳入2011年重庆市地方标准修订计划项目，为全

市政府网站实施政府信息公开系统建设提供了依据和支撑。五是制发了《重庆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政府网站管理的通知》（渝办发〔2011〕192号），有效地促

进了全市政府网站规范建设。

（二）推进政府立法公开进程。积极开展向社会公众征集立法项目的建议活动，开

通网上立法意见征求系统，认真吸纳公众智慧，全面反映和体现民意，切实增强政府立法

的科学性。《重庆市著名商标认定和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重庆市水上交通安全管

理条例(征求意见稿)》、《重庆市生猪屠宰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等地方性法规、市政

府规章在网站公开征求意见，社会各界3000余人积极建言献策。通过完善专家咨询论证制

度、社会听证制度、新闻发布会制度等，切实增强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先后组织法律顾问

组成员、立法评审委员参与了30多部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立法咨询。网上开通了法律法规

检索系统，为社会公众查阅法律、法规提供了便利。



（三）加强重大投资项目决策公开。在项目决策、审批、投资、问效等过程中，充

分发挥组织监督、民主监督与舆论监督的作用，切实保障加快转变经济方式的落实。一是

决策环节，坚持执行集体决策制度；坚持把规划作为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充分发挥

规划对确定相关领域重大工程和安排投资的导向作用。二是在审批环节，除涉及国家秘密

或特种行业外，办事条件与办理程序完全公开，审批核准部门必须定期公布已批准的重大

投资基本信息，接受社会各界监督。三是在投资环节，将重大项目投资情况纳入国民经济

与社会发展执行情况向市人代会报告，接受人代会审议，同时，向市政协进行情况通报。

四是加强问效，建立投资项目运行情况公告制度和建设项目后评价机制，对与人民群众利

益密切相关、人民群众广泛关注的重大投资，在项目竣工投用一定时间后，就项目运行情

况、项目实施效果等方面向市政府报告并通过适当渠道向社会公布；对涉及重大生产力布

局、影响面广的企业投资项目，项目所在区县政府就该项目对当地资源要素使用情况、环

境影响情况、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就业情况等，定期形成专门报告并采取适当方式向社会

公布；研究出台政府投资项目后评价管理办法，相关职能部门将选择部分投资量大、社会

群众普遍关注的项目率先开展后评价工作，对实际效果进行对比分析，总结经验教训，提

出相应对策建议，并采取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

（四）加大财政信息公开范围。一是公开财政报告。2008年以来，我市逐步将报经

人大审议批准的财政报告内容全面公开，包括当年收支预算执行情况及相关附表、次年收

支预算草案及附表，一般公众均可在市财政局公众信息网点击查阅。二是公开部门预算。

2011年，我市已将48个市直部门的2011年部门预算向人大代表公开，公开的内容包括单位

的主要收支数据、部门预算编制说明和预算数据说明。同时，公开预算会审，对重大事项

资金的追加会审，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记者等旁听。该制度实行以来，已先后组织

62次，会审750个项目。三是公开预算执行情况。自2008年1月起，在市财政局公众信息网

每月公开预算执行情况，包括文字分析和图表。通过与市政府网站共建的“公共财政”栏

目，公开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民生资金筹集、安排情况，并在“预算信息”栏目中，把预

算信息集中公布，逐步对重大民生项目资金的分配情况细化公开。四是公开村（居）财政

资金。2011年9月开始，我市开始对农业生产、农民脱贫增收、基层社会事业、其他财政专

项四大类近30项资金进行持续、季度、实时公开，进一步加强了社会公众对强农惠农资金

的监督与管理。

（五）完善阳光政法查询系统。2011年，我市将阳光警务查询监督系统升级拓展为

阳光政法查询监督系统后，成功将法院审判管理系统、检察院案件办理管理系统和司法局

法律援助系统整合纳入，实现公、检、法、司4个部门15个业务系统在阳光政法系统后台和

终端机上的一体化运行，在政法各部门间搭建起高度集成的信息共享平台。同时，以阳光

警务查询监督系统原有公安机关69类公开信息为基础，成功实现 “重庆市人民调解条

例”等7类公开信息，“检察院人员违纪违法投诉”等19类公开信息和“监狱狱务公开”等



15类公开信息，一次性融入，使阳光政法系统公开信息达到110项，为公众提供了密切联系

民生、覆盖范围宽广、数据鲜活量大的信息服务。2011年，全市5083台阳光政法系统终端

机群众累计使用量达2006.51万次，其中通过终端机报警2.79万次，案件查询370.39万次，

办事查询167.13万次，警情提示查询300.46万次，警事指南查询1145.54万次，投诉1.27万

次（有效投诉646次），工作评价3.3万次；根据系统反馈信息，群众评价满意度达

97.78%。人民群众对政法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得到有力保障，群众对政法机关

的信任度和满意度明显提升。

（六）提高公共资金使用透明度。一是主动加强慈善捐赠信息公开。通过《重庆日

报》、政府网站等平台，及时向社会公开了捐赠资金物资的来源、数额，分配去向、用

途、数量，自觉接受社会各界和新闻媒体的监督。全年共募集社会捐赠款物5.06亿元，救

助225万人次。二是积极加强福利彩票公益金信息公开。通过重庆市福利彩票中心官方网

站，及时向社会公告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的筹集、分配和使用情况。三是认真实施救灾资

金信息公开。主动公开了救灾物资的使用情况，接受社会监督。全年市级安排下拨救灾资

金3.15亿元、救灾棉被2.38万床、帐篷500顶、棉大衣7600件，及时解决了200万灾民灾后

临时生活困难和冬春生活困难，确保了灾区社会稳定。

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按照《条例》的规定，我市不断丰富公开形式，拓宽公开渠道，积极主动公开政府

信息，全年主动公开政府信息134.5万余条（卷），其中政府网站公布信息43.7万余条，档

案馆公布档案60.5万余卷，各级行政服务大厅公布信息18.6万余条，新闻发布会、政务微

博、传单、板报等其他方式公布信息11.7万余条。

（一）政府网站公布情况。通过实施网站改版，加强考核等方式，不断扩大政府网

站服务社会的作用和地位。2011年，全市各级政府机关网上主动公开政府信息47.3万余

条。其中，市政府网站主动公开政府信息8.6万余条；市级部门网站主动公开政府信息17.4

万余条；各区县（自治县）政府网站主动公开政府信息21.2万余条。

（二）新闻发布会公开情况。2011年度，全市共举行新闻发布会140余场。其中，市

级部门一把手出席新闻发布会31人次，区县党政一把手出席35人次。在报道方面，全年各

市级报刊对新闻发布会的报道，在一版重要位置刊登导读或新闻发布会报道90余篇，整版

报道20余篇，半版报道20余篇。及时、准确地公开了相关信息，有效地引导了舆论，维护

了广大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三）档案公布情况。2011年，我市档案部门继续开展《国务院公报》和《重庆市

政府公报》的开放阅览工作。贯彻实施《档案法》，开展到期档案鉴定开放工作，全年共

向社会开放档案60.51万卷，其中开放建国前档案46.67万卷，开放建国后档案13.84万卷，

极大地方便了人民群众查阅利用档案信息。



（四）政务微博公布情况。2011年5月19日，我市在四个直辖市中率先开设了市政府

政务微博，也创下了省级政府微博问政的先河。截至目前，我市各级各部门政务微博已达

300余个，内容紧贴民生，已经成为了政策发布、干群互动、倾听民意的重要渠道。

三、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全市各级政府机关严格按照《条例》规定，积极开展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工作全市

政府机关共设置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受理点150余个。其中，市级机关设置受理点70余个，区

县（自治县）政府设置受理点80余个。 

（一）申请情况 

全市各级政府机关共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1300余件，其中市级机关收到600余件，

区县（自治县）政府收到700余件。

（二）申请处理情况 

1300余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均已全部答复。 

在答复中，“同意公开”占85%；“同意部分公开”占10％；未能提供相关信息占

5%。 

在未能提供相关政府信息的答复中，“非本部门掌握”占80%；“信息不存在”占

10%； “申请内容不明确”占7%；根据《条例》规定免予公开占3%。

四、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

     2011年，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获取政府信息时，未收费。

五、因政府信息公开提起行政复议、诉讼的情况

     2011年，涉及信息公开的应诉案件共2起，均应诉未败诉；受理涉及政府信息公开的

行政复议申请4起，除市政府责令履行1件外，其余案件均以维持或终止结案。

 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

2011年，我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在国务院办公厅和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取得

了一定成绩。9月，在耶鲁大学、北京大学等8所国内外顶级高校联合发布的中国行政透明

度报告中，我市位列省级政府第三名。重庆市政府网站全年访问量位居全国省级政府网站

第二名，荣获2011年中国互联网最具影响力政府网站第四名。但是，我们也清醒的认识

到，在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识需要强化。公开的政府信息与公

众的需求还存在一些距离，信息公开的完整性、及时性有待提高。二是群众获取政府信息

的便民性需要提高。受地理环境的制约，部分农村地区，特别是边远地区获取政府信息的

方式还不够丰富。三是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制需要完善。政府信息公开规范化、制度化建

设尚需加强。

今年，我市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条例》精神，严格按照国务院办公厅的要求，进

一步开创政府信息公开的新局面。一是在强化宣传培训上下功夫。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

动，提高公众对政府信息公开的知晓率和参与度。加强信息公开业务学习和培训，注重横



向联系、纵向指导的沟通协调机制，不断提升政府信息公开整体工作水平。二是在拓展公

开形式上下功夫。通过政务微博等新兴媒体，及时发布各类政府信息，完善各级行政服务

中心和档案馆的政府信息查询功能，增加适合社区和农村群众的政府信息公开查询点，方

便群众查询。三是在充实公开内容上下功夫。不断加强行政权力公开力度，逐步实施“三

公经费”的公开。四是在完善公开制度上下功夫。按照《中共重庆市委关于加强社会主义

民主法治有关问题的决定》要求，不断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搭建公众参与，社会监

督“直通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