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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监督机制的政府信息公开演化博弈研究

王 晴

（山西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山西太原 030006）

摘  要： 政府信息公开是法律制度和行政行为的有机结合，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政府部门有及时公

开信息的责任和义务。申请行为和公开行为都需要付出一定的费用或劳动，在引入监督机制的情形下，设定若干假设

及参数，对政府部门、公众与媒体等三方博弈做无差异分析，结合演化稳定策略及其相应的相位图做具体分析，由此

导出启示和建议，并对分析过程做出结论性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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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ary Game Analysis about Government Information Publicity under 
Media Supervision Perspective
Wang Qing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Abstract: Government information publicity is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legal system and administrative 

behavior which are existing simultaneously, According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 Ordinanc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re required to disclose their public information. Application behavior and publicity behavior 

need pay a certain degree of costs or labor, After introduced the monitoring mechanisms, this paper Set several 

assumptions and parameters, made no difference analysis of three main types of the information subjects, 

constructed appropriate game models, analyzed them by using replicator dynamics and 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y, exported revelations and some targeted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 specific analysis, and then it gives the 

corresponding conclusions. 

Keywords: government information publicity, evolution game, replicator dynamics, 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y, media supervision

1 引言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和执行过程实质

上是信息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颁布在形式上确认并保

护了这种利益关系，背后则嵌套着复杂多变的

利益博弈格局。在信息公开这样一种投入产出活

动中，政府部门为了保证信息价值不受损或巩固

信息博弈格局中的控制地位，利用信息不对称的

天然优势，降低努力水平（即尽可能拒绝公开涉

及自身利益的政府信息）。由此可见，在信息公

开行为实施过程中政府部门成为信息剩余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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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取者，并将由此带来的风险转移给公众。政府

部门和公众是信息公开活动中最重要的利益相关

者。政府部门拥有和控制信息资源具有内生性优

势，而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公众，由于获取信息

的效益较低，加之认知能力有限等原因，及时获

取所需求的政府信息成为一种“奢侈”。同时，

为了保有自身信息权利，有些政府部门容易滥用

“公共权力”对媒体（舆论）施压，用行政手段控

制信息传播的渠道和范围，将大量价值量低的无

用信息输入信息传播系统，促使公众产生“关注

疲劳”而放松或放弃申请欲望。于是，道德败坏

的信息寻租行为得以滋生和蔓延 [1]。信息寻租实

质上不是一个新概念，长期隐秘于政府部门的信

息行为之中，只不过由于信息供求关系的失衡等

原因逐渐进入公众的视野。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制定和实施已经是

转型期政府部门必须要认真对待的重要课题，各

类信息主体之间的各种协调问题直接关系到《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能否得到有力的执行，政府、

公众和媒体在信息公开过程中处于动态博弈的关

系，因此，本文在客观分析不同类型下的三大信

息主体的成本收益的基础上，构建政府部门与媒

体之间的非对称博弈模型，运用复制动态和演化

稳定策略对此进行了动态演化分析，试图解决长

期演化环境下信息公开运行中三类信息主体的博

弈问题，为进一步优化主体行为提供理论支持。

2 演化博弈理论简述

演化博弈理论吸收了系统论的观点，认为群

体行为策略的调整是一个动态系统的演化过程，

泰勒和乔克提出的模仿者（replicator-dynamics）

动态方程 [2]是演化博弈论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模

型，复制动态描述的是某一特定策略在一个由学

习速度很慢的成员组成的大群体随机配对的反复

博弈过程，可以用生物进化的复制动态来模拟，

一般用微分方程 /dx dt x U US= -^ h表示，其中x

为一个种群中采用策略S的比例，US为采用策略

S的期望收益， U 为所有策略的平均收益，dx/dt

为采用策略S的群体数量所占比例随时间的变化

率。演化稳定策略的性质要求，一个稳定状态必

须对微小扰动具有稳健性，即作为演化稳定策略

的点 x*，除了自身达到均衡状态外，还须具备这

样的性质，如果某些参与人由于偶然的错误偏离

了它们，复制动态仍会使x回复到 x*，即在数学

上达到动态微分方程的“稳定性定理”，用复制

动态方程的相位图表示，那就是与水平轴相交且

交点处切线斜率为负的点，为相应博弈复制动态

的演化稳定策略 [3]。演化稳定性为广泛的人类互

动行为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稳健性检验，且每次

只针对一个变异的稳健性检验，要求是任何尝试

某种其他策略的群体境况都不如维持现状的群

体。该方法关注的是某个大总体中的对称配对博

弈，尤其是该方法不研究一次发生在两个以上个

体间的博弈，而且它的标准隐含着博弈中的收益

与总体中策略类型之间的紧密联系 [4]。

一般的演化博弈模型主要是基于选择（selec-
tion）和突变（mutation）两方面建立起来的，一

个是偏向于一些种类的选择机制，另一个是产生

多样性的变异机制，演化稳定性标准强调的是变

异的作用，而复制动态强调的则是选择的作用。

运用演化稳定策略来分析人类的群体行为，始于

梅纳德·斯密和普莱斯及梅纳德在分析和解释

生态学问题时所发表的具有奠基性意义的系列

文章 [5-6]，最初的演化稳定策略只适用于单一群

体内不同个体之间的对称博弈，支付矩阵是对称

的，群体所处的状态可用一个n维向量表示，n
代表纯策略数量，非对称博弈则是不同群体或个

体之间的博弈，支付矩阵也是非对称的，其状态

空间可用 Rk k k1 2 m# # #g 来表示，其中， k1， k2，…，

km代表不同群体的纯策略数量。

3 政府信息公开中媒体监督的演化博弈模

型构建

3.1 政府、媒体与公众的关系

信息公开的过程是政府（government）、

媒体（media）和公众（public）（以下简称三者

为GMP）三大信息主体之间进行利益博弈的过

程 [7]，政府和媒体都具有最大化公共利益与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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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的双重特性，只不过兼顾的重点不同而已。

政府信息难以公开的原因在于人为因素，而人为

干扰的频现正是GMP交织的复杂关系集中体现

在对待信息公开的态度差异上。显然，公众对信

息公开的渴求最迫切，但同时对政府和媒体持有

限信任态度，公众与政府原有的委托代理关系在

某种程度上已经演变为信息利益上的对立关系。

由于受市场经济导向（如投入产出的效用分析）

和价值判断偏好的左右，加之政府部门的某些不

当管控，媒体过滤信息的行为已成常态，尤其是

官办媒体对政府的天然依赖性，已经不具备本质

属性上的独立性，偏离了公共利益代表者和维护

者的轨道。

政府部门是信息公开的义务主体，公众是权

利主体，在信息传播和沟通方面，媒体是信息公

开中的联系政府与公众的纽带和桥梁，具有不可

替代性的中介地位，以公共利益为准绳的客观、

公正的信息传递行为是媒体的天职，同时应承担

具体的监督责任，包括信息公开的及时性、全面

性、真实性等，媒体应积极树立监督意识，当好

监督员角色，促进政府部门的自觉公开，不能在

口号上流于形式，而应在行动上落到实处，同时

应提示政府部门及时纠正不合理行为，改善工作

作风。

3.2 若干假设及参数

政府信息属于准公共物品范畴，兼具排他

性和竞争性特点，政府部门既有免费向信息受众

供给的义务，同时由于政府信息富含一定的经济

价值，因此暗含了政府部门进行信息寻租的可能

性，只不过信息寻租的对象是不确定的，可称这

类群体为信息需求方（与公众的信息需求是迥异

的，通常为企业等）。在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

政府部门和信息需求方为了追求自身利润的最大

化，可能形成一种基于信息寻租行为的合作博弈

关系，媒体作为公众的信息权利代表，拥有对政

府部门进行监督的权利，政府部门和信息需求方

是被监督对象。

（1）政府部门与信息需求方产生信息寻租的

概率为x，两者的寻租收益分别为r1，r2，寻租成

本分别为c1，c2。

（2）媒体对政府部门与信息需求方寻租行

为进行监督的概率为y，监督有效的概率为 m，

监督的综合成本为c3。适度的监督会带来正面效

果，但监督也会给媒体自身带来风险，如政府部

门的从严审查、限制发布等，此时媒体的损失为

mv 。其中，v为风险系数，信息寻租行为给公众

造成的损失为g（由媒体代管，计入媒体的支付

中）。

（3）当政府部门与信息需求方不寻租，媒

体也没有监督时，政府部门、信息需求方和媒

体三方的收益分别为u1、u2、u3；当政府部门与

信息需求方产生寻租，媒体采取坐视不管的态

度，即不监督时，三方的收益分别为u r c1 1 1+ - ， 
u r c2 2 2+ - ， u g3 - ；当政府部门与信息需求方

产生寻租，媒体进行监督，但监督无效时，

三 方 的 收 益 分 别 为 u r c1 1 1+ - ， u r c2 2 2+ - ，

u g c m3 3 v- - - 。

（4）当政府部门与信息需求方寻租，且媒体

监督有效时，政府部门和信息需求方将会受到

“惩罚”，如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下降，形

象受损，增加了公众的不满情绪，给行政执法增

加了不稳定因素等；信息需求方由于采用了不正

当的手段谋取了政府信息，损害了公众福祉，造

成企业的声誉受损、品牌的社会认可度降低等。

寻租方的受惩额度分别是其寻租收益的 a和 b

倍，则此时的三方收益分别为：u r c r1 1 1 1a+ - - ，

u r c r2 2 2 2b+ - - ， u g c m r r3 3 1 2v a b- - - + + ， 寻

租两方的净收益分别为r c r1 1 1a- - ，r c r2 2 2b- - 。

同时，规定ui、 ri、 ci、m、g、v、a、 b均

大于0， 1,2,3, ,i 0 1dv= ^ h，且 r ci i2 ，由上述

假设可得到如表1所示的支付矩阵。

3.3 三方博弈模型构建及求解

首先，在政府部门与信息需求方产生信

息寻租活动概率为x的情况下，当媒体监督

与不监督无差异时， U y U y13 3= -^ ^h h，解得

x
r r

c m*

1 2

3

m a b

v
=

+
+

^ h，即当政府部门与信息需求方寻

租的概率小于 x*时，媒体的最优策略是选择不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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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若两者寻租的概率大于 x*时，媒体的最优策

略是选择监督。

其次，媒体以y概率进行监督，当信息需求方

选择寻租和不寻租无差异时，U x U x13 3= -^ ^h h，

解得 y
r

r c*
2

2

2 2

mb
=

-
，即当媒体选择监督的概率小于

y *
2 时，信息需求方的最优策略是选择寻租；当媒

体选择监督的概率大于 y *
2 时，信息需求方的最优

策略是选择不寻租。

再次，媒体以y概率进行监督，当政府部门

选择寻租和不寻租无差异时，U x U x11 1= -^ ^h h，

解得 y
r

r c*
1

1

1 1

ma
=

-
，即当媒体选择监督的概率小于

y *
1 时，政府部门的最优策略是选择寻租；当媒体

选择监督的概率大于 y *
1 时，政府部门的最优策略

是选择不寻租。

由上述分析可知，媒体监督博弈的纳什均衡

与媒体的监督成本 c3，政府管制 mv ，惩罚额度

r1a 、 r2b ，以及寻租两方的寻租成本和收益均有

关系。当媒体的监督成本越高时，政府部门和信

息需求方发生寻租的可能性就越大；当媒体的监

督成本及其有效概率一定时，对寻租的惩罚额度

越大，发生寻租的可能性就越小；当媒体的监督

成本一定时，监督的有效程度越高，两者产生寻

租的概率就越小。同理可知，寻租的概率与寻租

成本呈负相关，与寻租收益呈正相关，且惩罚力

度越大，寻租概率越小。

3.4 政府部门与媒体之间的演化稳定策略

下面重点分析政府部门与媒体之间的博弈关

系，基于前述三方博弈的支付矩阵，剔除信息需

求方的收益，可以得到如表2所示的两方非对称

博弈的支付矩阵。

首先对政府部门作分析，政府部门与信息需

求方进行寻租和不寻租时的期望收益和平均收益

分别为：U11和U12，相应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F x
dt
dx

x x U U

x x r c y r

1

1

11 12

1 1 1m a

= = - -

= - - -

^ ^ ^

^ ^

h h h

h h

 
（1）

令 0F x =^ h ，则x 01 = ，x 12 = ，y
r

r c*

1

1 1

ma
=

-
， 

当 y y*= 时，此时所有的x水平都是稳定状态，若

y y*! ，ESS需满足条件：
0

0

F x

xF * 1

=

l

^

^

h

h
) ，其中，当

y y*2 时， F 0 01l^ h ，则 x 01 = 是ESS，当 y y*1

时， 01F 1l^ h ，则 x 12 = 是ESS。图1给出了上

述3种情况下不同的动态演化路径图。图1（b）

和图1（c）表明：当媒体监督的比例大于某一值

时，政府部门与信息需求方进行信息寻租的比例

会逐渐减少至0；相反，当媒体监督的比例小于

该值时，政府部门与信息需求方进行信息寻租的

比例会逐渐增长到1；图1（a）说明当媒体监督

的比例等于该值时，两方寻租的比例是任意的。

再对媒体作分析，媒体选择监督的收益U31， 

选择不监督的收益U32，平均收益 U 3，对应的复

表1  政府和媒体的支付矩阵

监督有效（ ym ） 监督无效（1 m- ） y 不监督（1 y- ）

寻租

（ x）

政府部门 u r c r1 1 1 1a+ - - u r c1 1 1+ - u r c1 1 1+ -

信息需求方 u r c r2 2 2 2b+ - - u r c2 2 2+ - u r c2 2 2+ -

媒体 u g c m r r3 3 1 2v a b- - - + + u g c m3 3 v- - - u g3 -

不寻租

（ x1 - ）

政府部门 u1 u1 u1

信息需求方 u2 u2 u2

媒体 u c m3 3 v- - u c m3 3 v- - u3

表2  政府部门和媒体博弈的支付矩阵

媒体

监督（ y） 不监督（1 y- ）

政府

部门

寻租（ x） （u r c r1 1 1 1ma+ - - ），（u g c m r r3 3 1 2v ma mb- - - + + ） （u r c1 1 1+ - ），（u g3 - ）

不寻租（ x1 - ） u1，（u c m3 3 v- - ） u1，u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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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动态方程为F y^ h为：

F y
dt
dy

y y U U

y y x r r c m

1

1

31 32

1 2 3m a b v

= = - -

= - + - +

^ ^ ^

^ ^ ^

h h h

h h h6 @

 
（2）

令 0F y =^ h ，则y 01 = ，y 12 = ，x
r r

c m*

1 2

3

m a b

v
=

+
+

^ h
， 

当 x x*= 时，此时所有的 y水平都是稳定状态，若

x x*! ，ESS需满足条件：
0

0

F

F

y

y* 1

=^

^

h

h
) 。其中，当

x x*2 时， 01F 1l^ h ，则 x 12 = 是ESS；当 x x*1

时， 0F 0 1l^ h ，则 x 01 = 是ESS。图2给出了上述

3种情况下不同的动态演化路径图。图2（b）和

图2（c）表明：当政府部门与信息需求方进行信

息寻租的比例小于某一值时，媒体选择监督的比

例会逐渐缩减到0；相反，当政府部门与信息需

求方进行信息寻租的比例大于该值时，媒体选择

监督的比例会逐渐增长到1。图2（a）说明当两

方寻租的比例等于该值时，媒体选择监督的比例

是任意的。

4 政府部门与媒体非对称博弈模型分析

对于政府部门与媒体的群体演化，可以用

动态微分方程（1）和方程（2）组成的二维系统

来描述。根据以上分析可知，该系统存在5个

均衡点，分别是： ,E 0 01^ h、 ,E 0 12^ h、 ,E 1 03^ h、

,E 1 14^ h和 ,E x y* *
5^ h。演变趋势取决于系统的初始

状态和二维系统在对应区间内的正负情况。按照

Hirshleifer提供的方法，可以通过该系统相应的

雅可比矩阵（J）的局部稳定性来分析，分别对微

分方程（1）和方程（2）求关于x和y的偏导数，

可得：

图1  政府部门的复制动态相位图

图2 媒体的复制动态相位图

1 1 

dt
dx

0 

dt
dx  

0 1 

dt
dx  

0 

(a)  y = y﹡ (c)  y ＜ y﹡  (b)  y ＞ y﹡  

1 1 

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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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dt
dy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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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  

0 

(a)  x = x﹡ (c)  x ＜x﹡  (b)  x ＞x﹡

对于离散系统，若均衡点满足 0det J 2

且 0trJ 1 ， 则 该 均 衡 点 为ESS， 因 此 上

述5个 均 衡 点 的 稳 定 性 与（ r c r1 1 1ma- - ）和

r r c m1 2 3m a b v+ - +^ ^h h6 @的正负以及它们的大小有

关，通过雅可比矩阵分析均衡点的稳定性，详细

情况如表3所示，对应情形下的动态演化相位图

分别为图3、图4、图5和图6。

下面对4种情况作具体分析。

当情况Ⅰ时，在媒体监督有效概率为m条件

下，政府部门信息寻租的净收益 0r c ar1 1 1 2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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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均衡点的局部稳定性分析结果

条件 均衡点 det J符号 trJ符号 结果

情况Ⅰ
r c r 01 1 1 2ma- -

0r r c m1 2 3 2m a b v+ - +^ ^h h

E1 － ? 鞍点

E2 ＋ ＋ 不稳定

E3 － ? 鞍点

E4 ＋ － ESS

情况Ⅱ
r c r 01 1 1 2ma- -

0r r c m1 2 3 1m a b v+ - +^ ^h h

E1 － ? 鞍点

E2 ＋ ＋ 不稳定

E3 ＋ － ESS

E4 － ? 鞍点

情况Ⅲ
0r c r1 1 1 1ma- -

0r r c m1 2 3 1m a b v+ - +^ ^h h

E1 － ? 鞍点

E2 － ? 鞍点

E3 ＋ － ESS

E4 ＋ ＋ 不稳定

情况Ⅳ
0r c r1 1 1 1ma- -

0r r c m1 2 3 2m a b v+ - +^ ^h h

E1 － ? 鞍点

E2 － ? 鞍点

E3 － ? 鞍点

E4 － ? 鞍点

图3  情况Ⅰ时的复制动态相位图

图5  情况Ⅲ时的复制动态相位图 图6  情况Ⅳ时的复制动态相位图

 图4  情况Ⅱ时的复制动态相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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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媒体监督的净收益 ar r c m 01 2 3 2m b v+ - +^ ^h h ， 

从动态演化路径图可知，无论初始状态位于区域

E E E E1 2 3 4的何处，系统都将收敛于 ,E 1 14^ h，即最

终的演化结果是政府部门与信息需求方发生信息

寻租行为，同时作为公众利益代表的媒体也没有

失职，对这种寻租行为进行了有效的监督。具体

原因主要有：（1）政府部门对媒体进行信息传播

的管制力度较小或者放开了部门媒体和公众关注

度较高的信息传播渠道，此时的媒体乐于行使信

息监督之权，并积极向公众输送政府信息，而公

众也欣然接受这种自身关注的内容。（2）公众对

信息的关注其实也是对媒体工作的认可，这在一

定程度上激发了媒体继续发挥监督职能的激情，

而受到监督的政府部门也没有做出惩治之举，树

立了一个服务型政府的崇高形象。（3）政府部门

虽然发生了信息寻租行为，但是这种行为并没有

影响到政府形象。

在情况Ⅱ时，在媒体监督有效概率为m条件

下，政府部门信息寻租的净收益仍然大于0，而

媒体监督的净收益小于0，表明政府部门寻租是

获利的，而媒体监督是受损的，从动态演化路径

图可知，系统将收敛于 ,E 1 03^ h，即政府部门信

息寻租的可能性不断增大，直到全部进行信息寻

租，而媒体由于监督的负效果，不得不退而求其

次，监督的概率逐渐消减为0，这种情况对公众

造成巨大的利益损失，媒体的监督职能失灵。主

要表现有：（1）媒体监督政府部门的信息寻租行

为将会制约自身的发展空间或者受到政府部门的

严厉管制，此时就会削减媒体发挥监督职能的积

极性。（2）媒体监督职能的丧失或者由于监督不

力引发了公众的不满，这时就会对媒体工作的有

效性产生负面影响，降低了媒体的信息监督价

值。（3）由于媒体和公众都不愿意主动“出击”

或者监督收益递减，政府部门的信息寻租行为更

加明显，最后导致的结果是政府部门更加不透

明，这是民主社会不应该出现的情况。

当情况Ⅲ时，在媒体监督有效概率为m条件

下，政府部门信息寻租的净收益和媒体监督的净

收益均小于0，说明信息寻租和监督对两者都没

有内在的好处，从动态演化路径图可知，系统最

终将收敛于 ,E 1 03^ h，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政府部

门信息寻租的净收益虽然为负，但是由于其具有

管制媒体的法定权力，媒体对信息寻租监督过严

时，政府部门可采取行政措施对媒体进行制裁，

加剧了媒体的退缩，直到坐视不管；而政府部门

的获利还在继续，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部门信

息寻租大行其道，信息需求方也乐此不疲，媒体

的隐退策略是无奈的选择，一旦媒体监督的净收

益转正，这种恶性循环的境况将好转。境况改善

的动力主要来自公众的积极参与和媒体的自我调

节，只有当两者共同面对这样一个负收益的情况

时，才能携起手来重新对政府部门的寻租行为进

行监督。

当情况Ⅳ时，在媒体监督有效概率为m条件

下，此时政府部门信息寻租将没有好处可言，媒

体监督的净收益大于0，这种内在激励将继续激

发媒体发挥监督职能。从动态演化路径图可知，

系统是一个动态的良性循环，是理想的演化状

态，此时的媒体在真正意义上发挥了应有的监督

效果，任何信息寻租行为都将逐渐消失，政府部

门在社会公众心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公信力也

在不断提升，透明阳光的信息公开行为促进了社

会的和谐。但是这种状态仅仅是理论分析上某一

种情况，并不能代表现实中的具体趋势，因为，

监督的成本和收益是相对变化的，而信息价值也

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削减，而媒体与政府部门的

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不可否认的，在媒体发展过程

中，政府部门的政策导向是具有重要决定因素

的，而处于弱势地位的公众始终是最大的信息需

求者，而获得想要的政府信息必须付出一定的成

本，但是所得收益如果小于成本，则会影响更多

申请者的积极性。

5 启示及建议

政府部门公开信息是对公众知情权的积极回

应，在某种程度上，政府信息公开是一项“自我

推动”式的制度改革，这种模式存在明显的局限

性，当信息公开对既得利益者造成实际损失甚至



·专题研究：信息公开研究·王  晴：引入监督机制的政府信息公开演化博弈研究

─57─

潜在的威胁时，推动将递减至疲惫状态，仅仅依

靠单一的自我约束这样的原始动力是不够的，必

须鼓励并培育具有持续性的外部力量来抑制政府

信息公开自我推动力的衰减，并提供持续的可更

新的动力 [8]。有效途径之一是引导公众积极的参

与实践，来自公众的自下而上的推动力是对政府

部门是否充分履行信息公开义务的广泛而有效的

制约。同时也应该看到，推动政府信息公开改革

的道路是曲折而漫长的，要重视制度建设和组织

领导，要充分发挥政府门户网站的窗口作用，要

强调规范操作和服务标准，要认真对待行政诉讼

并善于总结司法实践，政府信息公开不仅没有影

响其决策效率，反而提升了政府行为的规范性，

拓宽了公众维护自身权利的渠道。

政府公信力是政府提升对公众信任程度的

能力，是一种能够充分反映政府工作效能的软实

力，要从根本上提升政府公信力，必须突破浅层

次的信息沟通的局限性，深入研讨并揭示GMP

之间的信息选择机理和互动规律，重在分析三大

主体对信息的选择性差异，从而改善GMP的关

系，增进互信和理解 [9]。在政府信息公开中，政

府部门是受利益动机支配的“经济人”，政府信

息容易成为掌控者谋取自身利益的廉价工具。最

突出的表现形式就是信息寻租，一项制度如果由

其执行者来制订，则或多或少地粘有经济人本

性，在立法过程中，个人意志强加于条款的草案

之中，并通过审议成为正式法规，实质上已经为

法规的实施埋下了信息利益冲突的种子 [10]。信息

公开是一个资源转移和利益共享的过程，在政府

信息公开过程中形成GMP三大信息主体之间的

良性互动关系，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展开或改进：

改善媒介工作的社会地位，优化新闻媒介管理制

度。政府部门是信息公开的义务主体，公众是权

利主体，在信息传播和沟通方面，媒体是信息公

开中联系政府与公众的纽带和桥梁，具有不可替

代性的沟通作用，以公共利益为准绳的客观、公

正的信息传递行为是媒体的天职，同时应承担

具体的监督责任，包括信息公开的及时性、全面

性、真实性和时效性等，媒体应积极树立监督意

识，充当监督员角色，提高政府部门公开信息的

自觉性，将规章要求化为具体的实际行为，而应

在行动上落到实处，同时应提示政府部门及时纠

正不合理行为，改善工作作风。媒体是透明政府

和社会责任的守望者，担负着监督政府行为的职

责和义务，在政府信息公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

6 结论

媒体在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承担着一定的监

督责任，由于监督要付出相应的成本（费用）或

招致政府部门的严厉管制，因此，在引入监督机

制的博弈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的稳定策略或收敛趋

势。（1）媒体监督成本越高，政府部门发生寻租

行为的概率越大，有效监督的比例及其相应的成

本一定时，加大惩罚力度，可以遏制寻租行为，

且监督的效率越高，发生寻租行为的可能性越

小，相反，则会助长寻租行为的发生几率。（2）

当媒体监督和政府部门寻租的净收益都大于零

时，最终的稳定状态是政府部门寻租，虽然媒体

进行了一定效率的监督，但这种监督举措并没有

明显地减少寻租行为的发生，而媒体作为公众信

息收益的代表，从严格意义上讲，也没有完全失

职，只不过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3）当媒体监

督成本过大或者净收益为负且政府部门寻租的净

收益为正时，监督将失去效果并且媒体监督的比

率也会趋向于0，此时的媒体已经失去了监督职

能，而当两类博弈方的净收益均为负时，政府部

门依赖其天然权力，会继续选择信息寻租，此时

的媒体选择退缩也是无奈之举，一旦媒体的净收

益转负为正，这种境况将有所好转。

在法律规范的框架下，保持媒体的相对独

立性，合理降低政府对媒体的管制程度，媒体作

为全社会公认的除了政府以外的最大的信息优势

者，相对于公民而言具有监督政府的较强实力。

媒体监督政府的权力来自于公民的授权与委托，

首先，公民是监督政府的法定主体，《宪法》第

2、3、27和35条都表明监督政府的权力是宪法

（下转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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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条款规定，政府大气环境信息公开的范围、方

式和程序以及监督和保障都可参照本条例，《环

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提出了公众参与环境保

护的方式、途径、享有的权利，以及行政机关和

企业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中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

务。虽然《办法》中没有直接提及大气环境信息

公开，但在环境信息公开的各项制度和规定中，

大气环境信息的公开是其不可或缺的一个内容，

其中大部分条款均适用于大气环境信息公开的实

践应用。

（5）地方性立法：在我国，大气环境信息公

开的地方支持性立法非常欠缺，以北京为例，也

只有《北京市环境保护局环境信息公开暂行办

法》，所以应该加强大气环境信息公开的专门性

立法和地方大气环境信息公开支持性立法，提高

其系统性和可操作性。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环境信息公开办

法（试行）》填补了我国环境信息公开专门立法的

空白，并有效地指导我大气环境信息公开实践，

但其立法位阶低，并且我国一些环保单行法中已

有大气环境信息公开的规定，使得大气环境信息

公开相关规定非常分散，不协调、不系统，可操

作性不强，经常出现重复、交叉，甚至冲突情

况，亟待解决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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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公民的一项具有优先性的权利；其次，媒体

受公民的委托而成为监督政府的形式主体，但公

民并不因此失去该项权利 [11]；最后，媒体的监

督行为虽然有法理依据，但仍受到种种现行制度

框架的约束，在迈向透明行政和阳光政府的道

路上，现实环境能否进一步提高媒体工作的独立

性，这本身也是一个博弈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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