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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息共享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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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社会信息不断膨胀，建立公共信息共享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公共信息共享与其自身非竞争性和公共性的

特点相契合，欧美国家也在积极探索本国公共信息共享方案。我国目前公共信息共享尚处于起步阶段，在目前没有明确

的法律可遵循的情况下，知识共享协议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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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formation of modern society continues to expand,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public informa-
tion sharing is necessary for social development. non-competitive and publicity reflect the nature of public infor-
mation sharing. European and American countries are also actively exploring with the public information-sharing 
programs. As China's current public information sharing is still at an initial stage, there is no clear legal case to 
follow.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s is a better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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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息是人类社会的公共产品，全体人类

都应共享这一公共产品。从全社会的角度看，公

共信息不断增长的力量来自共享。因此，任何民

主国家或政府都有责任为公民提供知识共享的公

共平台，而知识共享协议可能是适合承担信息共

享职能的方式之一 [1]。

1  公共信息共享的必然性

1.1  信息社会的要求

公共信息共享是一种社会性活动。对于个

体而言，其信息需求是零散的、庞杂的，无所不

包，既涉及衣食住行等基本物质生活类信息，也

包括科技教育文化等精神生活类信息；既涵盖普

选参与监督等政治性和制度性信息，也囊括社会

保障、医疗保险、水电设施、家政服务、扶贫救

济以及飞机车船票务等社会事务性信息。这种信

息需求不仅夹杂了明显的个人化倾向，而且使公

共信息的生产、流通空前繁荣，进而决定了公共

信息生产、加工、开发建设与服务的复杂性，需

要由不同模式的信息资源管理方式来分别满足需

求。同时，“用户对信息源的选择或对信息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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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几乎都是建立在可获得性的基础上，最便于

获得的信息（或最便于利用的信息服务）优先被

选用，对质量可靠性的要求则位列其后。[2] ”在现

代社会，随着社会分工的专门化、公众信息意识

的强化以及社会公共空间的不断扩展，社会结构

也日趋复杂，组织分化程度不断提高，原来集政

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以及公共信息资源

管理功能等为一身的庞大政府行政结构也面临分

化，并在事实上形成了多样化的信息提供渠道，

为各类社会组织参与提供公共信息开辟了新的道

路。然而，不断扩充公共信息和实现公共信息的

共享是大量私人信息生成的重要源泉，因为当代

社会的任何一个对社会有意义的信息活动，都离

不开与公共社会信息的互动和传播。因此，公共

领域的存在所遵循的实际上是一种“网络效应”

理论。即，处于公共领域中的要素越多，使用的

人数越多，公共领域也就越有价值，其自身也就

越容易得到扩大。当然，公共领域的不断扩大对

社会主体行为的价值也是显而易见的，它将直接

地扩大行为者的视野，使其可以站在“巨人”的

肩膀之上却又能比巨人看得更远。只有如此，社

会的发展和创新才变得可能。

1.2  公共信息的非竞争性

不同的研究者可能对公共信息概念定义有

所不同，但在某一点上能够达成共识，即公共信

息与公共事务密切相关，公众应该有权获取或分

享此类信息，而这种获取和分享并不导致信息的

损耗，这就不难看出非竞争性是公共信息的一个

重要性质。非竞争性是指当增加一个人消费某种

产品时，该产品的边际成本为零，如法律、国防

等；反之，则该产品在消费上具有竞争性，如服

装等。公共信息的非竞争性包含 3 层含义：（1）同

一单位的公共产品可以被许多人消费，对某一个

人的供给并不减少对其他人的供给；（2）某人享用

该公共产品得到收益并不减少其他人享用该产品

所得到的收益；（3）公共产品一旦被提供，消费者

的增多并不导致该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增加，也

就是说，生产方面无需以追加资源的投入来增加

供给。通常情况下，如果某种资源是竞争性的，

那么就需要一种控制体系以确保该资源不至于被

耗尽——这意味着控制体系必须确保该资源可被

生产出来，又不被过度使用。但是对于具有非竞

争性的公共信息而言，控制体系的唯一任务就是

确保资源的生产。正如艾利若·奥斯特罗姆教授

所述，这是一个资源供应的问题。一旦公共信息

被生产出来，就不必担心被耗尽 [3]。

1.3  公共信息的公共性

公共性是公共信息的本质特征，是反映公共

领域的信息与公共权力的配置和运行、公共事务

的处理、公共利益的实现状态和过程密切相关的

信息 [4]。在此基础上，国内有关学者认为公共信

息反映的对象是社会公共事务，并与每一社会成

员都有着直接或间接联系的信息，涉及面广，既

包括政府部门发布的信息，也包括社会公益性组

织等第三部门提供的信息，企业有时也提供一些

公共信息或准公共信息。还有的学者认为公共信

息是指为社会公众服务的事业单位所拥有的信息

资源，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属于政府管理的公共

信息 [5]。笔者认为，公共信息应该是：公共利益

紧密相关的不应由任何人或组织垄断的信息，或

依据相关法律其利益相关联的公众应当有权取得

或知悉的信息。公共信息自身的非竞争性使其在

传递和分享过程中不发生损耗，这仅是公共信息

共享的必要条件，而公共信息必须要共享的充分

条件是公共信息与社会公共利益相关联。首先，

从公共信息的生产来看，社会的公共服务基本是

由政府来提供，在提供这类公共服务中必然会产

生大量公共信息，而此类公共信息大部分是以消

耗公共财政为代价而产生的，公共财政是以公民

的纳税为主要来源的，公民在依法纳税后应当有

权了解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中所生成的信息资

料。其次，在公共信息传递中，公共信息的传播

与共享有助于提高政府公共管理的效率，从而推

动政府在公共服务中发挥更好的作用，为公民提

供便利的公共信息共享是政府应尽的责任。

1.4  社会意义

公共信息以其信息消费的非排他性、信息收

益的非竞争性、信息提供的不可分性等应然特征

区别于私人信息的排他性、竞争性和有偿性。公

共信息来源对应的是社会的公共领域 , 提供的是

公共服务 , 管理的是公共事务。充分的公共信息

共享有助于增强社会各个领域和社会组织的独立



·理论研究·潘天怡：公共信息共享初探

─ 63 ─

性 , 从而形成了一种以社会为主体、国家进行调

节和管理的社会与国家适度分离的新型关系。正

是在这个意义上说 , 公共信息共享体现着国家政

治治理和政府行政管理的职能。只有尽力保障公

共信息的社会主体共同享有，才能推动社会和国

家在公平、公正、有序的状态下运行,促进国家、

经济、社会的民主化发展。今天不断推广和要求

更加充分的公共信息共享，是因为公共信息共享

的发展程度也分别体现了民主社会中应有的政治

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的要求和素质 [6]。

2  欧美等国公共信息共享简况

2.1  美国

美国对公共信息共享的主要主张是：公益

性基础研究和教育是国家科技持续创新能力的

保障，基础研究和教育需要科学信息的自由交

流；科学选题的自由探索、科学数据在国内范围

内“完全与公开”地使用及其研究结果公开出版；

充分发挥数据和信息对全社会的效益，平衡各方

利益 [7]。在该思想的指导下，美国在各级政府部

门中设置高级信息主管，在联邦预算与管理局下

设立美国首席信息官办公室，在联邦政府中设立

“联邦信息委员会”。联邦信息委员会由联邦政府

各部门的首席信息官组成。地方政府的信息资源

管理机构有两种设置：一种是设立信息资源管理

部 ; 一种是设置州的信息主管，并在信息主管下

设立一个或几个信息管理机构。美国的全国图书

馆与信息科学委员会 (NCLIS) 向总统和国会提供

关于图书馆和信息服务的计划与建议。NCLIS 下

设公共信息资源管理分会。NCLIS 于 2001 年 11

月提出了一项长达 61 页的立法建议，即《公共信

息资源改革法案 2001》，该建议建立起一个有效

的公共信息资源获取计划的框架 [8]。

2.2  欧盟

欧盟的公共信息管理展示的是在多国整合协

调基础上的区域公共信息管理和发展的样板。欧

盟陆续发布了一系列用以规范和指导各国公共信

息管理的政策、法规或决定，如《对欧盟文献公

共获取的决定》、《欧盟和理事会文献公共获取的

管理法》、《信息社会中的公共部门信息绿皮书》和

《电子欧洲：创建一个开发公共部门信息的欧洲框

架》，同时欧盟采纳了旨在促进公共部门信息的再

利用与商业性开发的指令性建议《提高和扩展公

共部门信息的获取》。欧盟的各成员国作为主权国

家，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和需求，也分别制定了

自己的法律规范，如英国的《政府信息获取实践

指南》等。欧盟还为了在其范围内有统一、协调的

领导，成立了信息协会，负责规划与协调欧盟成

员国的信息化建设，公共信息资源建设与服务是

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例如提出了“电子欧洲行

动计划”，加强管理部门间的数据交流 [9]。

2.3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建立的信息许可使用框

架，其目的是创建一个良好的公共信息许可使用

和传播及共享的模式，经过对比分析最终决定采

用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s（下称知识共享协

议）。澳大利亚昆士兰州采用该信息许可使用框

架后的效果是：（1）在使用知识共享协议时，昆士

兰州政府的公共信息共享得到了推广。（2）更多

的司法管辖区开始对信息和数据库实行开放式发

布，对一些政府拥有知识产权的数据库和公共信

息，对其传播方式采取了知识共享协议的模式。

（3）政府开始与当地的 CC 组织接触，准备将其他

的政府信息也采用知识共享协议共享，政府支持

对大多数数据库的获取、使用、交易也都采用知

识共享协议。虽然昆士兰方面认为采用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BY）协议（该协议规定可以

复制、发行、展览、表演、放映、广播或通过信

息网络传播本作品，但必须按照作者或者许可人

指定的方式对作品进行署名）可以适用大部分公

共信息数据库，但还是存在某些问题需要进一步

研究解决。同时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政府为了改

进公众获得维多利亚的公共信息，采用以知识共

享协议为代表的一系列经过修正的协议来发布维

多利亚的政府信息，希望以此减少公共信息在流

转中的法律障碍，降低公众获取公共信息所花费

的不必要的成本 [10]。

3  我国公共信息共享的路径选择

目前，我国还未在制度层面上建立比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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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有效的公共信息共享方案，已有的立法规定只

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该条例的主要目的在于

为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

息，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依法行政，充

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

会活动的服务作用。然而该条例无法应付公共信

息共享的社会要求，从而造成公共信息共享的主

体及其权利与义务规定不明确。公共信息共享不

仅关系到社会利益，而且关系到公共信息共享各

方当事人的切身利益。面对目前这种情况，笔者

认为，采用知识共享协议来发布公共信息是一种

较好的方案选择。

知识共享协议是一种具有广泛适用性的许可

协议，任何人可以选择该协议作为对信息进行再

许可使用的法律文本基础。一旦选择使用知识共

享协议，就表明选择使用该协议的主体将必须遵

守知识共享协议，使用者也应当在协议规定的权

利与义务范围内使用公共信息。知识共享协议主

要分为 4 个版本的核心协议：（1）署名协议：作者

允许其他人在遵守知识共享协议的前提下，可以

进行各种传播性使用，但在这些过程中对方必须

保留尊重原作品的署名权；（2）非商业性使用协

议：允许他人进行各种传播性使用，但仅限于

非商业性目的；（3）禁止演绎协议：允许他人在

不对作品进行任何处理的前提下进行传播性使

用，但不得进行演绎创作；（4）相同方式共享协

议：只有他人对其演绎作品采纳与原作品相同

类型的知识共享协议的情况下，才允许他人对

原作品进行演绎创作 [11]。上述 4 种核心协议可

以有效地组合成 6 种协议文本，并且这 6 种协

议文本在知识共享中国大陆的官方网站上都能够

找到。只要在发布信息时选择这 6 种协议其中一

种，就表示信息的发布者选择了知识共享协议，

此时其他的使用者只要按照权利人选择的知识共

享协议加以使用和分享该信息，就会大大减少原

来体制下的法律问题，更快地实现信息的传播与

分享。知识共享协议自 2002 年知识共享许可协议

发布以来，越来越多的个人和组织开始将知识共

享协议应用在信息的发布和传播上，类型涉及文

本、图片、音频、视频、网页，并渗透到社会各

个领域中，如科研、教育、娱乐、传媒和公众生

活。

使用知识共享协议发布公共信息有以下优

点：首先，知识共享协议中各个版本的协议中

都明确规定署名权的问题，这样可以清晰地界

定公共信息的归属问题，可以避免信息在传播

过程中对最初的归属产生混淆。知识共享协议中

明确规定了传播者对被传播信息所有者的署名权

的尊重。这一方面有助于保证信息传播的有效

性，另一方面也维护了信息发布者的基本权利。

其次，知识共享协议中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允

许禁止商业性使用，即信息在传播过程中传播者

只能是进行非商业性使用，这一点也是与公共信

息的存在要求相契合的，因为公共信息的来源和

传播是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基本价值取向的，若

公共信息在发布之后为某些个人或者小团体垄

断而成为谋求私利的手段的话，就与公共信息

的自身价值相违背。最后，知识共享协议最初

创立的目的就在于鼓励信息和知识产品的生产

和利用，今天我们大力推动建立公共信息共享

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公民分享社会发展带来的福

祉，更多地使用和传播公共信息，这无论对社

会的发展还是对个人利益的保护都有着积极的

促进作用。

从社会角度看，知识共享协议为作品的创

作、传播与使用提供了一种约束，能够更好地平

衡信息生产者、信息传播者与信息使用者之间的

利益关系，并促进各方持续地进行相关的信息活

动，从而达到促进文化发展及社会进步的目的。

从个人角度看，知识共享能更好地保障信息生产

者、信息传播者及信息使用者的权利。从信息使

用者看，知识许可协议为信息使用者提供了一个

广阔的选择空间，使信息利用者更容易地获得更

多的信息。这样就可以根据协议的要求来使用和

传播信息，促进信息使用者更为充分地利用信

息。信息使用者在现有信息的基础上进行再生

产，最为根本的是知识共享协议给了信息使用者

以较大的自由。从全局的层面看，今天的信息使

用者可能成为明天的信息生产者，信息生产者亦

同样是其他作品的使用者。知识共享有力地加强

了信息使用者获取信息、传播信息的能力，这是

当今社会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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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语

现在公共信息共享在全球信息化的浪潮下

方兴未艾，世界主要国家都在积极探索本国的公

共信息共享的方案，这是因为公共信息共享是现

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具体到我国而言，一方

面，我国在积极全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国家，其中社会公平、政府管理透明是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必然要求，公共信息在全社会范围

内只有实现共享，才有助于增强社会公共事务的

透明度，才能实现政府在履行社会管理职能时，

真正实现公共权力的使用被限制在规定的范围

内；一方面，公共信息共享也有助于促进整个社

会公共信息的再生产，进而促进公共信息在全社

会范围内传播，广大公众在短时间内能够分享到

作者的思想和经验，从而使公共信息发挥巨大的

社会作用，为社会的进步作出贡献。公共信息公

共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也使其在共享传播的过程

中不会耗损，使得公共信息共享具有现实的可

能。本文选择的路径是，知识共享协议也许不一

定是我国公共信息共享的最优方案，但是在目前

我国缺少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况下，积极使用知识

共享协议有助于推动我国公共信息共享事业的发

展，任何路径的选择、评判和取舍也是在具体的

实践中做出的，同时知识共享协议已经有在其他

国家尝试使用的良好范例，知识共享协议也是我

国积极探索公共信息共享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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