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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权》

内容概要

《知情权:从制度到社会控制》努力尝试从信息与社会控制的角度理解知情权，探讨知情权发生、发展
的内在机理，为知情权保护制度的建构提供现实的，而非象牙塔似的理论基础。并认为，信息是知情
权的核心问题，知情权即意味着要求公开信息一方在与要求隐藏信息一方的力量对比中获胜或努力争
取胜利，知情权与社会控制权的归属密切相关，因此知情权的背后其实是社会控制权的争夺，应此为
准绳来更科学地配置社会上的信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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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权》

作者简介

　　纪建文
山东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理论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社会学，法经济学，主
要讲授课程为法理学、法律经济学、西方法律思想史等。主要研究成果有译著《洛伊斯的故事：一个
改变美国性骚扰立法的里程碑案件》(法律出版社)等，在《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法
学论坛》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主持“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构建的法律研究”(教育部
人文社科10YJCZH055)等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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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权》

书籍目录

导论
第一章 中国知情权研究状况综述
第二章 制度视角下的知情权
第三章 社会控制视角下的知情权—以信息为核心
第四章 国家法意义上的知情权
第五章 民间法意义上的知情权
第六章 知情权的界限—以信息时代隐私权与知情权的较量为例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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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权》

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一章 中国知情权研究状况综述在中国大陆，“知情权”的概念早已不再新鲜，它已成为法
学界、政治学界、新闻学界、经济学界，乃至医疗卫生学界的共同关注。而在日常生活中，它也已逐
渐被引人寻常百姓的话语实践，尽管百姓在谈到“知情权”三个字时，还多少有一点生涩和新鲜感。
综合知情权及相关资料，可以总结出中国大陆在知情权的研究方而的如下特点:第一，研究群体日益壮
大。知情权现已成为上述各界同仁的共同关注。而在法学界，不仅专业为法理学的人关注它，专业为
宪法学、行政法学、程序法学，甚至经济法学的人都来关注它。此外，研究知情权的既有学界前辈，
也不乏在读的硕士、博士等后学之才。第二，研究日益深人。在对知情权研究之初，侧重点主要是典
型国家知情权立法的引介及评价。此后，不仅引进的有价值的外文资料逐渐增多，而且，越来越多国
家的知情权立法逐渐进人学者们的视野，由此形成更深人的比较研究。再者，研究的内容从大而全到
逐渐精致，即从对知情权进行泛泛的介绍到深人研究知情权与国家机密、隐私的关系，并出现了对警
务公开、立法公开、政务公开等的专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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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权》

编辑推荐

《知情权:从制度到社会控制》山东财经大学法学精品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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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权》

精彩短评

1、是我要买的书 &gt;
2、书的内容不错，也是我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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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权》

精彩书评

1、纪建文老师的这本书，是知情权研究领域另辟蹊径的创作。全书分为两部分，上半部从制度视角
分析知情权，下半部从社会控制角度切入，以信息为核心。作者是理论法学博士，以黔之驴的故事作
为引子也反映了她浓浓的人文情怀。本书意识到知情权不单是一个制度问题，也是一个围绕社会控制
权展开的博弈问题，因而法学分析的方法显得单薄，应该引入经济学、社会学等分析工具，这都是很
有创见的思路。第一章是中国知情权研究状况的文献综述，结合历史分析法梳理知情权研究的脉络，
提出中国的知情权研究包括：1.对国外知情权研究、立法及政务公开发展进程的介绍和评述；2.对知情
权合法性的论证；3.对知情权本体论的研究；4.对政务公开的探讨；5.关于知情权的边界；6.对中国现
实问题的探讨。在本章结尾，作者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制度研究的进路无法说明，为什么制度相
似的国家在知情权的具体保护上会如此相异，也无法说明为什么制度建设堪称其他各国楷模的典型国
家仍然会存在肆无忌惮侵犯公民知情权的现象。这表明，从制度到制度的研究进路无法填补制度（法
律）与现实之间的鸿沟。本书对知情权的基本理论方面花了不少笔墨，一是从知情权的现实依据、法
理依据和法律依据三方面论证知情权存在的必要性。二是厘清知情权与表达自由、情报自由等相关概
念的关系。从知情权的抽象意义上看，知情权是表达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情报自由的前提，
是后四者赖以存在的基础，同时后四者的实现又保障着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知情权的实现。本书对国
外知情权保护制度也介绍地较为详实，包括英国、美国、法国、日本、国际保护等。但奇怪的是怎么
对鼎鼎有名的《奥胡斯公约》只字不提呢？在知情权保护制度的比较分析方面，作者将各国保护制度
进行比较，并提出差异的原因，包括中外宪政历史之差异以及中外知情权保护理念之差异，这对我们
在研究领域学会寻根究底追问“为什么”有示范意义。本书还从法学研究方法上提出了制度分析的局
限，如制度分析无法表述法律运行的实际效果、制度分析的路径缺少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也因此缺乏
对现实的解释力。因此，作者以信息为核心，从社会控制的视角出发审查知情权。本章分析了信息传
播的基本模型，提出博弈是信息获取过程中的基本形态，最后将着眼点放在权利理论上，包括科尔曼
、波斯纳的权利理论。本书第四、第五章分别探讨了国家法意义上的知情权和民间法意义上的知情权
。在我看来，这两章是对既存现象的陈述和解读，微服私访和谣言是夺取信息控制权（知情权）的两
种表现形式，此二章缺乏上半部的凝练，显得离主题较远。本书最后部分关注了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
突，但是其侧重点是对为什么存在权利冲突的解析，而没有提出冲突解决之道。总体而言，比之于前
半部，本书后半部分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她在后记里感谢的李琦教授，大概是厦大的李琦老师吧，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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