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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意义 ] 信息公开是各国政府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重要机制，合理评价政府信息公开有利于建立智慧

共享的疫情防控体系。[ 方法 / 过程 ] 本文拟对政府网站信息公开工作进行数据采集，通过相关政策内容分析拟定指标。

采用变异系数的方法来对所选取的疫情信息公开指标进行权重的计算并验证其合理性。最后，采用灰色关联度分析对中

国 30 个省政府网站数据进行综合评价。[ 局限 ] 对于一些较为优秀的县级市缺少评价，在数据量采集和指标选取上还具

有一些的局限和欠缺。[ 结果 / 结论 ] 本文弥补了政府信息公开与能绩评价结合研究的匮乏，构建了多维度的危机信息

公开能绩评价指标模型，深入探究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事件的信息公开现状及现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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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s an important mechanism for governments of various countries 

to respond to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A reasonable evaluation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s conduciv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mart and shared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Method/Process]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collect data 

on th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f government websites, and formulate indicators through relevant policy content analysis. The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method is used to calculate the weight of the selected epidemic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ndex and verify 

its rationality. Finally, the gray correlation analysis is used to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 the data of 30 provincial government 

websites in China.[Limitations] For some relatively good county-level cities, there is a lack of evaluation, and there are 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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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itations and deficiencies in data collection and index selection. [Results/Conclusions] This article made up for the lack of 

research on the combination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constructed a multi-dimensional 

crisis information disclosur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dex model, and deeply explored the government’s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tatus and existing problems in response to the new crown pneumonia epidemic.

Keywords: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information disclosure;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method; grey correlation analysis; 

performance evaluation

引言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无疑成为深刻

影响当今全球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大型公共突发

事件。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党和政府强有力的

公共卫生防控措施取得属目的成效 , 突发事件

应急管理理论研究具有现实基础，也带来很大

的创新空间。信息公开是政府网站第一功能，

是各国政府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重要机制，

比传媒选择性地向大众提供卫生信息更真实更

精准。本文拟对新冠肺炎应对中，政府网站信

息公开工作进行数据采集，通过相关政策内容

分析拟定指标，构建法治思维导向的能绩评价

指标模型。

1　政府信息公开评价研究现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通常情况下是指短时间

内具有突然暴发的，将要造成的或者已经造成公

共生命健康、安全重大影响的事件 [1]。信息公开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中作用巨大，政府在应

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应以满足公众信息需求

为目标，采取平等对话的策略 [2]。但是非常态的

信息公开通常缺乏明确指导，同时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本身动态性极强，具有一定的生命发展周期，

需要及时调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我国政府信

息公开在疫情公布主体机制、输入沟通渠道、早

期预警等方面亟待完善 [3]。

常态下政府信息公开评价内容主要集中在

信息公开质量评价、绩效评价等方面。关于信

息公开质量的评价，白清礼 [4] 从信息质量的文

化内涵、信息公开依托的法律规范以及信息公

开的科学性内涵论述角度出发，构建信息公开

质量模型；莫祖英 [5] 从时间、质量两个维度对

贵州信息公开政策进行内容分析，对目前贵州

政府信息公开质量包括效率、内容等进行评价；

祁克军 [6] 利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信息公开质量评

价体系，对青海省信息公开状况进行评价。关

于信息公开绩效的评价，其中以组织为单位的

研究成果有 2018 年“中国行政透明指数”、

2010 年“政府网站信息公开指数”、2010 年《政

府网站信息公开绩效评价体系》、2014 年《第

三方评估指标》。个人文献方面，晏艳阳 [7] 基

于信息公开的互联网途径构建信息公开评级指

标，对我国省级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进行评

价。武瑞松 [8] 通过公众评议法、调查问卷法、

灰色综合评价法构建信息公开模型，并以山东

为对象进行绩效评价。基于文献发现，学者对

政府信息公开评价的研究已有一定基础，常态

下政府信息公开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较为丰富。

但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领域公开的研究相对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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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大多是从宏观层面展开且并不完全适用于

突发事件背景下政府信息公开评估。同时，在

这一特定领域，把政府信息公开和能绩评价相

结合进行研究十分匮乏，指标体系的构建也尚

未形成规范，亟需相关指标的构建来完善测度

研究体系。

能绩的汉典释义：因为具有才能从而取得

良好为政成绩。“能绩”一词最早出现于由唐

朝光州刺史薛用弱所著《集异记》中的《凌华篇》，

常用来评价为官治绩：“以华昔日曾宰剧县，

甚著能绩。”至少从唐代以来，能绩就用作为

政绩的评价，本研究拟提出的能绩指标定义有

两个基本内涵：一是该行政工作有对应的法律

规范作为依据；二是该行政工作有可观测的行

动结果可供测评。即该项行政工作在法律层面

有对应的规范可以作为实行的依据，各级政府

机关按照相应的规章制度来履行政务职能；该

项行政工作的行动结果是可观测的，且该行动

结果可供测评使用。本研究把政府信息公开和

能绩评价相结合，拟提出的信息公开能绩是指：

（1）政府信息公开有依据。（2）信息公开执

行情况可观测且能评价。即该项行政工作在法

律层面有对应的规范可以作为实行的依据，各

级政府机关按照相应的规章制度来履行政务职

能；该项行政工作的行动结果是可观测的，且

该行动结果可供测评使用。

2　政府网站信息公开能绩评价指

标体系构建

2.1　评价指标的选取

本文选取新冠疫情为研究案例，采用芬克

模型进行危机阶段划分，选取 2019 年 12 月 1

日（武汉首例患者出现）—2020 年 5 月 31 日（抗

疫白皮书统计截止时间）作为本文的研究范围。

危机可以被看作具有生命周期的生命体，其中

芬克四阶段生命周期分别为：危机潜伏期、危

机突发期、危机蔓延期、危机衰退期 [5]。本文

通过观察新冠肺炎疫情事件发展过程，借鉴芬

克四阶段模型将其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危机潜在期）：2019年12月1日—

2020年1月19日进入我国疫情局部防控阶段。《柳

叶刀》相关论文提到 2019 年 12 月 1 日武汉出现

首位新冠肺炎病例。从 1 月开始，国家、地方对

疫情防控积极部署，制定治疗方案，进行病情通报。

第二阶段（危机爆发期）：2020 年 1 月 20

日—2 月 7 日进入疫情全面防控阶段。1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领导召开电视电话会议，会议

内容强调加强国际疫情交流合作，主动进行疫

情通报，发挥我国群防群控制度优势积极报告

突发事件信息。

第三阶段（危机蔓延期）：2020 年 2 月 8

日—4 月 8 日进入疫情防控统筹阶段时期。从

2 月 3 日开始，我国的防控工作进展有序，并

且开始出现明显的成效，全国除湖北武汉外，

其他省份（自治区、直辖市）新冠肺炎新增病

例开始下降。

第四阶段（危机衰退期）：4 月 8 日至今。

2020 年 4 月 8 日零时，湖北交通管制恢复常态。

党中央强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相关

单位要从全国形式出发，保持全局意识，对辖

区内疫情状况实施分级防控，量体裁衣，逐步

推进生活生产秩序的恢复。

本文评估对象是指依法履行信息公开政务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2.0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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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的设有疫情防控专题的省级人民政府网站。

指标选取是依据国务院办公厅近年来发布的《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突发事件应对法》《新冠

病毒无症状感染者管理规范》等近年来发布的

一系列文件，并结合我国政府与此次信息肺炎

疫情信息公开的要求。

在注重目标和主观性的绩效模型研究基础

上，拟定四个维度的多因素指标体系。结合数

据采集结果制定了相应的评价指标量化标准，

将各指标按照特征分为 A、B 两个量化标准类

型。其中，A 类型指标为政府网站统计数据，

主要为相关信息的发布条数；B 类型指标为赋

值数据，主要是对疫情发布时间赋值，根据其

具体表现酌情赋分，表现越及时则赋值越高，

反之赋值越低。如“疫情信息发布时间”“一

级响应信息发布时间”，最早时间发布赋值高，

最晚时间发布得分低。具体指标与指标分类如

表 1 所示：

表 1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府信息公开能绩评价初始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
类型

指标解释 指标来源

主动公
开

疫情栏目
设置

疫情专题设置
情况

A
设置疫情专题的网站（卫健委、省政
府、疾控中心）信息公开主体数量

《传染病防治法》第三十八条

疫情专栏设置
情况

A 专栏信息板块数 网站指标

疫情公布
时间

首次疫情信息
发布时间

B 疫情相关信息最早发布时间
《应急预案》3.4

一级响应信息
发布时间

B 疫情一级响应发布时间

疫情公开
内容

疫情本身信息 A
疫情通知公告数量（地区、感染、治
愈、死亡病例相关信息）

《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管理规
范》第六条

规范性文件 A 疫情防控规范性文件数量
《信息公开条例》第二章第十条
（一）

应急预案 A 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数量
《信息公开条例》第二章第十条
（十）

科普辟谣 A 疫情科普知识、专家辟谣数量
《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管理规
范》第十五条

疫情防控物资 A
医用防护物资分配情况、接受社会捐
赠情况、防疫物资预约相关信息

《关于组织做好疫情防控重点物
资生产企业复工复产和调度安排
工作的紧急通知》（三）

依申请
公开

依申请公开 依申请公开数 A 依申请公开数量
《信息公开条例》第四章依申请公开

答复
依申请公开答

复数
A 依申请公开答复数量

监督保
障

组织保障
疫情防控机构
信息相关数量

A 疫情防控机构信息相关数量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
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法》第十
条（三）

媒体群众
监督

媒体宣传数量 A 媒体宣传相关信息数量 《传染病防治法》第十条

公开举报数量 A 公开举报相关信息数量
《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法》
第八条（一）

新闻发布会 A 新闻发布会数量 《意见》（一）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F PROVIN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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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
类型

指标解释 指标来源

交流互
动

民意信息

在线咨询 A 疫情期间在线咨询数量
《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法》
第八条（一）

意见征集 A
疫情期间设立相关问题线索、意见征

集数量

《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
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
意见》（二）

参与渠道 渠道数量 A
热线、微博、微信、 媒体、市长信

箱等参与渠道数量
《意见》（二）

回应关切 政策解读 A 疫情政策解读数量 《意见》（六）

2.2　指标数据量化

以国务院政务服务平台下的 “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专题”为来源，确定了待评价的各地疫

情防控专题平台共 30 个。其中，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为同一地区平台进

行评价；西藏自治区未设立专门的疫情防控专

题平台，因此不纳入此次评价范围。此外，新疆、

江西、陕西、山西政府网首页没有设置疫情专栏，

于是，4 省的疫情信息数据来源于的卫健委所

设立的疫情防控专题平台。          

首先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假设有 m

个被评价的省份，n 个评价指标，第 i 个被

评价的省份的第 j 项指标为 Xij'，（i=1,2,...,m; 

j=1,2,...,n）, 则原始数据决策矩阵如图 1，

11 12 1

21 22 2j

1 2

' ' ... '
' ' ... '

'

' ' ... '

j

i i ij m n

r r r
r r r

R

r r r
×

 
 
 =  
 
  

图 1　原始数据决策矩阵

数据标准化处理是一种无量纲化处理方式，

本文采取的方式是 Min-max 法，通过对原始数

据标准化的处理，保证数据均处于 0 ∽ 1 之间，

同时可以规避正负指标的影响。原始决策矩阵

经过数据标准化处理后，获得 0 ∽ 1 范围内新

矩阵，数值越大越优。

2.3　指标赋权

变异系数法能够对样本指标数据进行客观

的赋权，排除人为主观干扰。变异系数法从其

计算原理上来说也可以称为标准差率，利用从

设置疫情防控专题政府网站获取的数据，计算

标准差与平均数的比值，来衡量各省份疫情信

息公开的指标数据与平均值之间的偏离程度。

变异系数越大，则指标的差异性越大，即 30 个

省份在疫情信息公开方面存在差异越大，因此

赋予较高的权重。

首先，分别计算出指标的均值及标准差，

利用如下公式确定各个指标的具体变异系数：

 i
iV

R
σ

=                          （1）

公式 1 中 Vi 是第 i 项指标的变异系数；σi

为第 i 项指标的标准差；R为第 i 项指标的平均

值。利用以下公式来确定第 i 项指标的权重：

 
1

i
i n

i
i

VW
V

=

=

∑                         （2）
最后，指标权重分布结果可以使用公式 3

来进行合理性的检验。

i i
1

log (0 1)i
i

Y W W Y
=

= − < <∑             （3）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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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指标数量，Y 值的合理性区间不同，

当指标数量少且权重区分不大时，Y 值趋向于

1 时为最优；当指标数量较多时，Y 值趋向于 0.5

最优。计算得一级指标层平均值为 0.32 ，由于

能绩评价指标体系具有有 19 个三级指标，指标

数量相对较多，因此指标权重分布测度值从理

论上来讲应该相对较小，趋向于最佳值 0.5。因

此，本文权重设置较为合理。

3　中国 30 个省政府网站数据的综

合评价

本文使用灰色关联分析法（GRA），通过

计算系统中各项指标与理想对象之间的关联程

度，进行优劣排序，用于研究参考序列与比较

序列发展过程中变化态势的相关程度和接近程

度，具体可以分为三步：一是选取样本数据中

最大值确定参考序列；二是根据公式 4 确定灰

色关联系数；三是根据公式 5 对采集到的 30 个

省份样本数据各指标灰色关联值的计算，从而

对各省份信息公开能绩水平进行优劣排名。将

政府疫情防控专题采集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后，因为网站信息发布条数越多，对于能绩评

价越优，因此数据都为正指数，构成最优列 D

如下：

1 2( , ,... ) (1.00 ,1.00  ...1.00)nD d d d= =

灰色关联系数计算公式为 :
 j

j

min min max max
( , )

max max
j j j

i
j j

B B
R D

B B
λ

ε
λ

+
=

+   （4）

其中，  rij jB d= − ，λ为分辨系数，λ取值

范围为 0<λ<1。λ取值与关联系数之间差异性成

反比，λ越小，区分各样本数据的能力也就越强，

通常 λ取 0.5。

计算关联度公式为：

 19

1
i j i

j
ε

=
∑

其中，             (5)

4　研究结果分析

4.1　指标相关数值

本文对指标相关的数值进行了计算，并对

指标赋予了权重，具体如表 1 所示。一级指

标权重中居于首位的是主动公开（R1），其

次是交流互动 (R4)、组织保障 (R3)，最低依

申请公开（R4）。由此可见，在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中，主动公开对信息公开能绩评价影

响最大。二、三级级指标总体来看，疫情防

控物资（r35）、应急预案 (r33) 在线咨询（r81）

这三个指标的权重居高，其表现也符合理论

和现实的研究。

4.2　疫情政府信息公开能绩能力

一般情况下，综合指数值的优劣取决于样

本数据的灰色关联值的高低，两者成正相关。

灰色关联度值一般可以根据以下区间 [0-0.3]、

[0.3-0.5]、[0.5-0.7]、[0.7-0.9]、[0.9-1] 依次划分

为低、较低、中等、较高、高水平 5 个梯度等级。

整体上看，我国 30 个地区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

事件危机潜伏期到衰退期中信息公开指数处于

中、较低度水平，地区间信息公开水平差距较大，

整体公开能力有待提升。

同时，本文拟定了四个分析维度主动公开、

依申请公开、监督保障、交流互动。从主动公开

方面看，北京、湖北、广东分项维度完成情况较

好，疫情防控物资信息公开、疫情专题板块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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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规范性文件数量均处于前三位。同时，疫情

物资情况、疫情专栏专题设置、信息公开时间、

应急预案发布对政府信息公开能绩影响大，不同

省份之间存在着差距，需要进一步完善。

表 2　指标相关数值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权重

主动公开
（R1）
0.4671

疫情栏目设置(r1)
0.0891

疫情专题设置情况(r11) 0.7500 0.3354 0.4472 0.0271 

疫情专栏设置情况(r12) 0.2385 0.2437 1.0221 0.0620 

疫情公布时间(r2)
0.0780

疫情信息发布时间(r21) 0.3212 0.2622 0.8162 0.0495 

一级响应信息发布时间(r22) 0.4333 0.2034 0.4695 0.0285 

疫情公开内容(r3)
0.3000

疫情本身信息(r31) 0.4226 0.1814 0.4293 0.0260 

规范性文件(r32) 0.4152 0.3014 0.7259 0.0440 

应急预案(r33) 0.1188 0.1854 1.5601 0.0946 

科普辟谣(r34) 0.4020 0.2799 0.6964 0.0422 

疫情防控物资(r35) 0.1395 0.2144 1.5369 0.0932 

依申请公开
(R2)

0.1245

依申请公开数(r4)
0.0621

依申请公开数(r41) 0.2714 0.2778 1.0236 0.0621 

依申请答复数(r5)
0.0624

依申请公开答复数(B51) 0.2768 0.2849 1.0293 0.0624 

监督保障
（R3）
0.1439

组织保障(r6)
0.0538

疫情防控机构信息相关数量(r61) 0.2189 0.1941 0.8868 0.0538 

媒体群众监督(r7)
0.0955

媒体宣传数量(r71) 0.2811 0.2464 0.8765 0.0531 

公开举报数量(r72) 0.3450 0.2412 0.6990 0.0424 

交流互动
（R4）
0.2593

民意信息(r8)
0.1266

在线咨询(r81) 0.2124 0.2559 1.2044 0.0730 

意见征集(r82) 0.2857 0.2527 0.8843 0.0536 

参与渠道(r9)
0.0256

渠道数量(r91) 0.5000 0.2113 0.4227 0.0256 

回应关切(r10)
0.1071

政策解读(r101) 0.2907 0.2588 0.8902 0.0540 

新闻发布会(r102) 0.2762 0.2419 0.8756 0.0531 

图 2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各省政府信息公开能绩综合指数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2.0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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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依申请公开方面，广东、北京、江苏、

上海分项维度完成情况较好。各地政府网站的

政府依申请公开水平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并且都

存在进一步提升的空间。经济发达地区依申请

公开工作开展较为积极，但是欠发达地区工作

开展较为缓慢。

从监督保障方面看，广东、北京、江苏分

项维度完成情况较好。三个城市更加注重部门

之间的交流合作，充分发挥媒体在疫情中的宣

传监督作用。但是，疫情暴发初期，早期权威

信息发布平台话语权的缺失，不少媒体为抢夺

热度，在公共平台散布虚假谣言，造成公众恐慌。

对于互联网时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公开，

政府和媒体的关系还有待探索，媒体管理与规

制有待加强。

从交流互动方面看，上海、福建、北京分项

维度的完成情况较好。微博、微信、市长信箱、

热线等交流方式，加强了政府与居民之间的顺畅

沟通，起到安抚群众情绪，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但是我国部分政府在新闻发布会工作中在信息共

享渠道、信息资源整合和信息协同能力等方面存

在着不小的差异；地市因为怕麻烦，怕解读错误，

很少发布政策解读情况，不利于政策宣传。

5　主要启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梳理国务院、卫生部、联防联控

小组近年来发布的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一系列

政策文件，在中国政府信息公开第三方评价模

型基础上确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省级政府网站

信息公开能绩评价模型：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

监督保障、交流互动 4 个维度，并结合新冠疫

情信息公开的特点确定 19 个三级指标，采用变

异系数法对各指标进行计算赋权，并验证了权

重的合理性。

基于灰色关联度法的思想构建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省级政府网站信息公开评价指标体系，

进而以此为依据按照芬克模型划分新冠肺炎疫

情为四个阶段，以此来确定时间范围，人工检

索设置疫情防控专题政府网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对各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信息公开效进行综合

评分。依据灰色关联度度值将 30 个省份信息公

开能绩划分为高、较高、中等、较低、低五个

等级，同时对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监督保障、

交流互动四个维度进行综合评分，挖掘影响政

府信息公开的关键因素。

5.2　研究启示

5.2.1　完善信息公开立法，明确疫情公布程序

首先出台工作规范明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信息公开的内容、形式、程序、渠道、方法、范围，

赋予地方政府疫情信息发布的权利。其次调整

《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等制度，

可以考虑把传染病疫情公开权限适度下放到省

级和设区的市政府，或者通过法律解释或者补

充规范性文件的方式对“疫情发布”“疫情预

警”进行区分，“疫情发布”权仍交予国务院、

省级相关部门，但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及有关部

门均有权进行“疫情预警”，以最大程度保障

广大民众第一时间可以获得疫情相关信息。

5.2.2　协同多元主体参与，坚持正确的舆论引

导方向

在政府网站开设公众、权威专家、社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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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与政府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通报的官方渠道，

主动开放群众提供风险信息线索的窗口，弥补

政府在信息预警、危机处理方面的信息盲点。

同时，政府应该加强与主流媒体和自媒体的合

作，利用媒体及时向公众阐明政府疫情应对措

施的必要性，加强政策解读，正确的引导社会

舆论。

5.2.3　建立智慧、共享医疗防控体系，发挥协

同联动力量

建立智慧化医疗防控体系，利用大数据、

人工智能技术将全国各地医疗健康数据互联互

通并实现实时监测，设置异常健康数据多触发

机制，提供防控预警。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数据共享信息平台，负责对全国的突发事件信

息资源建设进行统筹公开，第一时间公布疫情

信息并滚动更新；在平台上设置疫情物资专栏，

明确物资公开对象、内容、规范发布格式，规

范信息更新频率，在疫情关键点适当调整。

5.3　研究不足及展望

提高政府信息公开水平有诸多需要考虑的

方面，本研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以新冠肺炎疫

情为案例进行的解释和分析，在相关研究方面

仍存在一些不足和未来可以改进的地方。

在构建评价体系的过程中，选取的数据是

设置疫情防控专题网站的数据，共 19 个初始指

标，但突发公共卫生政府信息公开能绩评价方

面涉及的平台基础设施建设、信息质量本身、

多元主体参与等方方面面，并且与国家政府引

导、多部门合作紧密相连，在数据量采集和指

标选取上还具有一些的局限和欠缺。未来希望

增加更多更基础的指标，从更多的层次思考指

标的选取。针对设置疫情防控专区的省（自治

区、直辖市）政府网站进行分析评价，对于一

些较为优秀的县级市缺少评价。比如，温州市

政府网站，较早公布了对病例信息进行了报道，

同时也绘制疫情防控地图供群众查阅。在研究

方法上，变异系数法赋权的前提是，各项指标

的重要性是近乎相等的，但是在本文的研究对

象中，各项指标的重要性不一定相等，例如区

分度大的指标可能实际上是作用很边缘的指标。

综上所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府信息公

开方面的评价和发展是一项长期的过程，本研

究在今后需要补充不足之处：在对指标选取中，

结合国家引导方向和各省信息公开特点实际发

展状况，厘清更多指标归类分层，分级细致研

究，逐一明确指标内涵，精准把握体系构建的

指标选取。在研究方法中，运用定性和定量相

结合的研究方法进一步完善信息公开能绩指标

研究，全面客观地对政府信息公开能绩进行评

价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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