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市2014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本年度报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要求，

由市政府办公厅编制。全文包括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概述、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依申请

公开政府信息情况、政府信息公开类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

施五个部分。本年度报告的电子文本可在“重庆市政府公众信息网”（www.cq.gov.cn）上

下载。

    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概述

    2014年，我市按照国务院办公厅的工作部署，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以及国务院相关文件精神和要求，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原

则，持续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深化政府信息公开内容，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制，提升

政府信息公开服务水平，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公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一）围绕重点领域，深化公开内容。

    围绕国务院办公厅确定的行政权力运行、财政资金使用、公共资源配置、公共服务和

公共监管等重点领域，细化落实相关工作任务和要求，以点带面，依法有序公开政府信

息。行政权力运行方面：先后三次取消、下放和调整行政职权，公布了第二批取消和调整

行政审批事项目录，全年取消、下放和调整行政审批等事项526项，明确未公开的行政许可

事项、条件、程序、材料目录等，原则上不得作为审批依据。开展行政权力清理工作，进

一步取消、下放、转移一批市级行政权力，建立市级行政权力清单，通过市政府公众信息

网等媒体按规定向社会公开。财政资金使用方面：不断加强财政预决算、部门预决

算、“三公”经费、专项资金等财政信息公开，52家市级预算部门公开部门决算，96家市

级预算部门公开部门预算，预算信息公开内容细化到“项”级科目。公共资源配置方面：

全面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分配信息公开，及时公布公租房（廉租房）房源建设情况以及

申请、分配、退出等信息。加大征地拆迁、土地使用出让等信息公开力度，在市国土房管

局门户网站上设置专栏集中公开全市建设用地批复信息。公共服务方面：建成网上社保办

事大厅、全市城乡居民医保网上监控系统，推进社保个人权益网上查询。在市科委门户网

站上主动公开科技项目经费和各类项目管理信息，实现项目管理立项、结题等环节相关信

息全面公开。推动高校主动公开招生考试及财务信息，部分高校向社会公开了学校经费来



源、年度预算决算、财政专项资金等信息。公共监管方面：通过新闻通报、记者通气会等

方式向社会主动公开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领域违法广告清理、医疗器械整治、展销会食

品安全监管等多个专项行动有关情况。每日发布包括PM2.5信息在内的空气质量指数

（AQI）预报，公开中心城区供水水质监测信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在市安监局网站全文

公布5起较大事故和1起重大事故调查报告，实现了国务院提出的“2014年全面公开重大、

较大事故调查报告”工作目标，并推动区县政府公开一般事故调查报告。

    （二）完善工作机制，夯实公开基础。

    一是加强信息公开制度建设。结合我市实际，印发《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

当前政府信息公开有关工作的通知》（渝府办发〔2014〕87号），明确了2014年全市政府

信息公开工作的目标、任务、推进的“时间表”和“路线图”。逐步完善《重庆市政府信

息主动公开制度》《重庆市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制度》《重庆市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制

度》《重庆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制度》《重庆市政府信息公开考核办法》等5个规

范性文件，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规范化、制度化、长效化。二是建立信息公开属性源头

认定机制。市政府办公厅带头执行政府信息公开属性源头认定标准，在公文发文单上设置

公开属性栏目，对确定为依申请公开或不予公开的均说明理由，推动公文类信息主动公

开。三是健全信息公开考核体系。把政府信息公开专项考核列入全市政府绩效考核体系，

根据年度工作任务要求，合理设置考核指标，发挥导向功能，推动相关工作顺利完成。扩

大考核结果的应用，将信息公开考核结果作为依法行政考核、绩效考核、作风建设考核等

工作的重要内容。四是组织开展业务培训。通过专家授课、业务研讨、案例剖析、以会代

训等形式，组织开展全市性政府信息公开分管领导和工作人员业务培训，并将信息公开列

为新进公务员培训的重要内容。如在2014年全市政府系统办公室主任会议上，就将信息公

开培训作为主要内容之一。

    （三）着力载体建设，优化公开服务。

    一是加强网站专题建设，做好政策文件解读。结合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围绕公众

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加强政府信息公开专栏建设，第一时间发布政府重大政策信息和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信息。2014年重庆市政府门户网站公开市政府及市级机关文件2000余

件，发布重庆要闻、动态7000余条，并开设了英语、日语、法语、无障碍、手机版等，注

重为外籍人员和特殊人群提供信息服务。此外，网站还通过市长公开信箱、地方政府领导

公开信箱、在线访谈、网上咨询和政策解读等栏目，对重要政策进行解读，对群众需求予

以回应。2014年市政府系统电子信箱收到群众来信10.4万件，办结9.2万件，在政府网站公



示6.5万件。二是实行重庆市政府月度新闻发布会制度。为做好政策解读，回应社会关切，

维护党和政府“主动公开、引领舆论、沟通大众”的良好形象，2014年7月起，重庆市政府

再次实行月度新闻发布会制度。通过发布会展示工作、解释政策，及时将全市改革发展情

况、重点民生政策通过媒体传递给公众，让社会广泛知晓。三是开辟新媒体发布渠道。

2014年6月，开通了“重庆市政府网”新浪和腾讯微博，开设并主持政务微博栏目有重庆市

政府常务会议、重庆市政府公文、重庆市政府人事任免、公告公示、政策解读、关切回应

等。2014年共发布微博信息842条，吸引粉丝10余万人，微博阅读量2000余万人次。在回应

社会关切、引导社会主流声音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2014年，全市主动公开政府信息109.84万条，其中各区县（自治县）政府及部门主动

公开政府信息76.69万条，市级部门主动公开政府信息33.15万条。

    （一）市政府门户网站公开情况。

    2014年，市政府通过政府门户网站主动公开政府信息3.83万条。其中公文类信息0.59

万条，人事类信息0.13万条，规划计划类信息0.18万条，统计分析类信息0.22万条，财政

类信息0.83万条，工作动态类信息1.43万条，行政许可和便民服务类信息0.33万条，机构

类、行政执法类、应急管理类以及互动交流类信息0.12万条。

    （二）政府公报公开情况。

    2014年，市政府办公厅共印制发行《重庆市人民政府公报》24期，公开各类文件196

件。全年免费赠阅《重庆市人民政府公报》84万余份。每期《重庆市人民政府公报》的电

子版都上传到市政府门户网站，方便公众查阅。

    （三）新闻发布会公开情况。

    2014年，我市共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1075场，其中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34场，发布

内容重点围绕与政府工作相关的22项重点改革专项，如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医疗服务体系改革等。

    （四）档案公开情况。

    2014年，我市档案部门继续开展档案鉴定开发工作，累计向社会开放档案60.51万卷，

其中，开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档案46.66万卷，新中国成立后档案13.85万卷。市档案

馆接待查档者0.62万人次，提供档案0.23万宗（次）、1.94万卷（次），复制档案3.67万

页，方便了人民群众查阅利用档案资料。

    三、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一）依申请公开受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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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市政府共受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948件，申请内容主要集中在房屋征收与补偿、土地征用、城市规划、财政资金使用、规范

性文件等方面的政府信息。总体上，申请事项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与自身权利

主张和利益诉求密切相关，与社会热点密切相关。

    （二）依申请公开办理情况。

    市政府受理的948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全部依法按时以告知书形式予以答复，答复率

为100%。在已办理答复件中，公开信息的有514件，占总数的54.22％；部分公开信息的有8

件，占总数的0.8％；因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原因不予公开的有133件，

占总数的14.03％；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的有257件，占总数的27.11％；申请信息不存在

的有24件，占总数的2.53％；申请内容不明确或转其他途径办理的有12件，占总数的

1.27％。

    （三）依申请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

    按照我市制定的依申请公开有关规定，全市各级各部门在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

获取政府信息时，均未收取任何费用。

    四、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情况

    2014年，市政府法制办办理的涉及市政府或市政府办公厅政府信息公开的行政复议申

请45件，均维持具体行政行为。复议案件主要集中在房屋征收补偿、土地征用、规划建设

等方面。涉及市政府或市政府办公厅因政府信息公开提起的行政诉讼66件，均维持具体行

政行为。

    五、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

    2014年，全市各级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部署，努力完成工

作任务，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国务院办公厅要求和人民期盼相比，还存在一些不足：一

是部分单位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重视程度不够，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意识有待进一步提

高。二是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力度还需加强。社会公众关心的规划、计划、方案等方面的信

息公开还需进一步拓展，部分重点领域、重要部门、关键岗位的信息公开尚待进一步深

化。三是依申请公开工作引发行政诉讼、行政复议的事件还时有发生，仍需进一步规范。

2015年，我市将紧紧围绕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

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为契机，继续坚持把公开透明作为政府施政的基本准则，继



续坚持“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进一步规范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加快公开步伐，

深化公开内容，加强平台建设，健全制度保障，强化监督指导，切实增强政府信息公开实

效，不断提高行政透明度，提升政府公信力。将着重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继续深入推进重点领域政府信息公开。大力推进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清

理工作，建立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及时调整完善权力清单并向社会公布。进一步推进财政

预算、公共资源配置、重大建设项目批准、社会公益事业建设等领域的政府信息公开，切

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监督权。

    （二）认真依法做好依申请公开工作。进一步完善依申请公开受理、审查、处理、答

复以及保存备查等各个环节的流程，依法依规满足人民群众的特殊信息需求。改进完善申

请办理方式，加强与申请人沟通，做好解疑释惑工作，引导公众正确行使申请权。

    （三）进一步加强平台的建设和管理。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政府网

站信息内容建设的意见》（国办发〔2014〕57号），细化实施方案，突出抓好政府网站建

设，提升政府网站传播能力，把政府网站建设成为信息化条件下政府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

重要桥梁，成为公开信息、回应关切和提供服务的重要载体。

    （四）推进网上行政审批改革。构建全市大协同的网上行政审批工作平台，实现全市

行政审批一站式服务、一窗式受理、一次性告知、一网式办理。将网上行政审批事项运行

的事前、事中、事后各环节纳入电子监察系统监管，向社会公众公开审批事项办理情况，

实现实时监察，办理流程环节及结果公开。

    （五）加强业务培训和队伍建设。推动各区县（自治县）因地制宜，加强政府信息公

开工作的交流、培训，增强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公开意识。建立培训工作常态化机制，经常

组织开展面向信息公开工作人员、政府网站工作人员、政务微博微信相关人员等的专业培

训，及时总结交流经验，将理论学习和工作实践相结合，不断提高工作人员的政策把握能

力、信息公开工作水平。

重庆市政府办公厅

2015年3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