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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校信息公开研究

姚金菊

（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 100089 副教授）

摘  要：美国在信息公开立法和实践均走在世界前列,高校信息公开也不例外。美国高校有关信息公

开的法律涉及联邦法、州法、高校规章制度和法院判例。原则上公立高校及其内部机构都适用信息公开法

律；区分一般信息、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以及与高校特殊性质有关的高校自治和同行评议等学术信息,公

开的属性、对象和方式均不相同。我国高校信息公开应当借鉴美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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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施行后,教育领域的信息公开尤为令人瞩目。教育部制定的《高等学校信

息公开办法》于2010年9月1日施行,使信息公开由政府层面延伸至公共企事业单位。但高校与政府信息

公开毕竟不全相同,鉴于美国在信息公开方面的成绩,不妨借镜美国高校有关信息公开的规定。

一、高校接受信息公开法律的规范

在美国,教育机关是指教育行政机关,机构则是学校等直接承担教育任务的机构。调整涉及高校信

息公开的联邦法律有隐私权法和美国家庭教育权利和隐私权法（FERPA）。由于在美国教育属于地方事

务,有关高校信息公开事宜主要涉及州法的有关规定和高校规章制度,而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规范则是

由州法院判例发展起来的。这就使得不同州的高校信息公开也有所不同。

（一）高校适用信息公开法律

决定信息是否公开,首先要看信息持有者是否适用有关信息公开的法律规定。这就首先需要判

断高校是否属于有关信息公开法律约束的机构。相关州案例讨论了何种类型的实体构成州情报自由

法律①规定的机构,②其记录应进行公开。某一具体记录或报告是否应按州信息公开法律的有关要

求予以公开,首先需要决定的就是这些记录或报告的保管人是否属于州法规定的接受信息公开法约

束的机构。

一般来说,只有公共机构才适用有关信息公开的法律规定。州法与联邦信息公开法一样有关机构

的范围都非常广泛,如州或其他履行政府职能的政府实体。有些州还附加了公共资助这一替代标准来判

断某一机构是否属于信息自由法下的公共机构。尽管以公共资助定义公共机构这一方法把大部分市镇

政府机构都覆盖在了州信息自由法之下,大多数州法案并不以资助条款将地方实体包括在内,而是明确

规定地方实体应当接受该法约束,③而并未采取一般的概括式立法模式。

◇ 行政法制比较研究 ◇

① 这里所谓的州情报自由法律包括所有目的在于公众有权获得公共记录的州法规定,包括情报自由法、公共记录

法以及相关法律规定。

② 有关美国信息公开中机构的定义,可以参见Federal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5 U.S.C.A. § 552)。

③ See discussion and review in Braverman & Heppler, A Practical Review of State Open Records Laws, 

49 The George Washington L Rev 720 (May, 1981).

万方数据



行政法学研究 2010 年第 4 期

100

在实践中,法院也认为学校及其相关机构应当接受州情报自由法的规范,理由是这些机构接受公共

资助或者取得了法律授权。有时,公私合办的专科院校也被认为是公共机构,适用信息公开法律。①理

由就是该校对城镇居民在中学里提供公共教育,履行了政府性职能,几乎全部由财政支持,取得州教育委

员会的证书并接受其检查以获得学费返还和其他法定优惠政策,其主要目的就是为当地居民保持学校,

属于该法目的下的公共机构。

各州在大学是否接受公开记录法规范方面态度并不相同。有些州肯定大学适用信息公开记录法

规,理由是立法机关将大学职员作为公共职员对待,表明大学属于公共记录公开法律中的机构,且并无令

人信服的理由表明大学不应该受公开法律的调整。②有些州大学则不适用记录公开的有关法律。

总体来看,美国接受信息公开法律约束的高校范围仍然是广泛的,包括公立大学、③社区学院，④

甚至公私合办的学校等等。但是,在私立学校适用信息公开的问题上法院态度仍然审慎,一般不将信息

公开相关法律规范适用于私立学校,甚至对接受联邦资助的私立学校也采取保守态度。有一案例：州立

法机关修改了本为非营利特许教育法人的章程,允许大学作为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州相关机构。当事人要

求校董事会公开其详细财政和预算信息以及会议记录接受检查。法院则认为该大学并不适用有关信息

公开法律,因为州立法机关增加对私立大学的财政资助并不能改变大学的私立性质,使之成为接受记录

法审查的公共机构。大学必须是州立或市镇或其他类似机构设立,才符合州法中公共机构的定义。立法

机关目的在于保持大学的非营利特许教育法人地位。大学接受联邦资助并不会变成联邦机构,大学接受

州财政资助也并不会变成州机构。州任命1/3董事会成员,但这并非决定性因素,大部分理事仍是非公性

质,他们才掌握着管理支配大学的权力。⑤

（二）高校相关机构适用信息公开法律

联邦法律和州法对高校内部机构及高校间组织是否适用信息公开法律规定,一般都没有具体明确

规定,但案例却提出了这一问题。总体来说,在有关教育机构、有关高校及其有关各组织是否适用信息

公开法律要求方面,法院都通过从宽解释的方式予以肯定。除了高校自身接受有关信息公开法律规范

外,高校内部管理机构及有关高校联盟也可能适用信息公开法律规定。

在高校内部管理机构信息公开问题上,各州判例并不一致,但倾向适用有关信息公开法律规定。密

歇根州法院认为州公开会议法不能适用于大学选任校长的内部运作事务,否则就侵犯了高校的宪法权

力,但是也指出,高校管理机构并不构成政府部门的一个独立分支,⑥即使是政府的独立部门,也并不意

味着可以不受任何约束。⑦而明尼苏达州最高法院则拒绝以宪法自治为由不予适用公开会议法等信息

公开法律。大学董事会认为州政府实践数据（Government Data Practice Act）和公开会议法并未明

① Board of Trustees v Freedom of Information Com. (1980) 181 Conn 544, 436 A2d 266.

② Carter v Alaska Public Employees Asso. (1983, Alaska) 663 P2d 916.

③ McKinney's Public Officers Law §§ 86, subd. 3, 87, subd. 2. Stoll ex rel. Maas v. New York 

State College of Veterinary Medicine at Cornell University, 94 N.Y.2d 162, 701 N.Y.S.2d 316, 723 

N.E.2d 65, 141 Ed. Law Rep. 291 (1999)。McKinney's Public Officers Law § 86, subd. 3. Citizens for 

Alternatives to Animal Labs, Inc. v. Board of Trustees of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92 N.Y.2d 357, 

681 N.Y.S.2d 205, 703 N.E.2d 1218, 131 Ed. Law Rep. 463 (1998).

④ Russo v Nassau County Community College (1993) 81 NY2d 690, 603 NYS2d 294, 623 NE2d 15, 21 Media 

L R 2221.

⑤ Mooney v Board of Trustees (1972) 448 Pa 424, 292 A2d 395.

⑥ Federated Publ'ns, Inc. v. Bd. of Trs. of Mich. State Univ., 594 N.W.2d,491, 498 (Mich. 1999).

⑦ Federated Publ'ns, Inc. v. Bd. of Trs. of Mich. State Univ., 594 N.W.2d,491, 497 (Mich. 1999)；

Branum v. State, 145 N.W.2d 860, 862 (Mich. Ct. App.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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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指出董事会受该法约束,大学是法律中列举的州机构,但董事会却并非法律明确列举的机构,且法律也

不应适用于校长的产生。法院则认为除非法律有明确的排除规定,大学的所有持有数据的单位包括董事

会都应适用规范大学的法律。①

除了对高校管理机构（主要是董事会）可能适用信息公开法律外,高校内部的医疗机构和学生组

织也可能适用信息公开的法律规定。依据州信息自由法,大学医疗中心也是公共机构,立法机构认为医

院仍应对州人民负责,正如医院董事会的七名成员是由州长任命、州议会批准,其记录需要向州议会作

年度报告,医院董事会成员每年也需要作利益冲突声明（conflict of interest statement）。②高校

学生组织也要接受公共记录法调整。③州法律规定,所有与依据州宪及法律收到资金有关的记录都属于

公共记录。大学指导委员会依据州法设立,有权决定学费问题。学费发给大学后即成为公共资金,作为

这些资金的最后使用者,无论为政府公立或私立机构,只要涉及财政记录,都要接受公共记录法调整。法

院甚至认为州立大学建设基金也属于公共机构。④

除了高校及其内部机构外,法院还通过判例将信息公开法律规定适用于高校联盟组织,如阿肯色

州。阿肯色州学校和大学组成学校标准联盟,认为作为非营利性私法人,它既未经州法授权也未依据州

法成立,并不享有官方地位,不应适用州情报自由法规定。法院驳回了联盟的主张,指出学校标准联盟及

阿肯色州委员会应当受该法调整,理由是该法完全是基于公共利益制定的,为此目的应当从宽解释：尽

管州联盟委员会中的10名成员都自愿无偿服务,但该委员会主席受州教育部的支援,利用其州办公室履

行联盟职责,主席的秘书也对联盟履行了职能且接受了联盟的报酬,这样联盟委员会就有公共机构的公

职人员加入。联盟和委员会还全部或部分接受了公共资金支持,而立法机构并未排除其适用。⑤阿肯色

州10个学院和大学（公立私立各半）组成了高校运动联盟,法院判决高校运动联盟也要公开其成员机构

对学生运动员支出的资金数额,理由是联盟也属于州信息自由法规定的公共机构。联盟接受州法和地方

法规调整,成员应提交年度报告,详细列明支付给学生运动员的资金。法律规定政府机构或其他完全或

部分接受公共资助的机构都应当公布其记录,而因为公立大学的会费源于公共资金,所以联盟也属于部

分由公共资金支持的机构,应当公开。⑥

二、美国高校信息公开的范围及其限制

仅仅判断高校及其内部机构、联盟适用有关信息公开法律规定是不够的,还要判断这些主体的哪

些信息需要公开。

高校信息是指高校制作、所有、使用或者持有的与高校事务有关的书面形式的信息。⑦高校信息

是多种多样的,既有一般信息,也有个人信息；既有行政信息,也有学术信息；既有学生信息,也有教师

信息；既有涉及隐私的个人信息,也有不涉及隐私的个人信息。公开包括对公共的公开和信息主体的公

开,公开的方式既有主动公开,也有依申请公开。哪些信息不能公开,哪些信息可以、对谁以何种方式公

开与信息的性质有关。美国高校信息公开问题主要考虑两方面——隐私权及高校的特殊性。前者主要

由联邦《家庭教育权利和隐私权法》规定,涉及学生信息的公开,其公开是指允许对任何人以任何方式

① Star Tribune Co. v. Univ. of Minn. Bd. of Regents, 683 N.W.2d 274, 278-281。(Minn. 2004).

② Queen v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Hospitals, Inc. (1987, W Va) 365 SE2d 375.

③ Carter v Fench (1975, La App) 322 So 2d 305, cert den (La) 325 So 2d 277.

④ See Cavalier v McCue (1977, 3d Dept) 58 App Div 2d 729, 396 NYS2d 299.

⑤ North Cent. Asso. of Colleges & Schools v Troutt Bros., Inc. (1977),261 Ark 378, 548 SW2d 825.

⑥  Arkansas Gazette Co. v Southern State College (1981) 273 Ark 248, 620 SW2d 258, cert den and 

app dismd 455 US 931, 71 L Ed 2d 640, 102 S Ct 1416.

⑦ 参见Califonia Public Records Act和加州大学（UC）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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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育记录处获得或者公布、转让或者以其他方式进行交流可识别的个人信息；①后者涉及高校自治,

主要通过法律、传统、高校规定和法院判例发展决定。高校信息公开的范围依据内容可从一般信息、

特殊信息、个人信息、保密信息四方面加以分析：

（一）一般信息

一般来说,高校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部分行政、管理、业务、财务和政策制定信息属于一般信息,应

当公开。②如根据法律规定,爱阿华州立大学规章规定,在校学生、将来学生及其父母有权获得大学运

行的相关信息,包括机构运行的一般状况；财政支持情况；结业率和毕业率的一般情况；年度安全报

告；学生运动员的结业率和毕业率情况以及运动项目的参与率和财政支持。③甚至校董事会的会议纪

要也属于信息公开的范围。法院在判决中明确指出,董事会非经选举产生并非决定该会议记录是否受州

情报自由法调整的决定因素。④

此外,依据《家庭教育权利法和隐私权法》,指引信息也属于高校可以公开的信息。指引信息是指

公开通常不会有害或者侵犯隐私的信息,包括学生姓名、地址（包括e-mail）、电话号码、出生地和日

期、专业、年级、入学日期、登记状况、学习专业以及全日制还是非全日制学生。高校应当告知学生

及其家长 ⑤有权决定不予公开,学生如无特殊要求,高校无须征求其同意即可以公布指引信息。尽管学

校可以公布,但考虑到可能发生的冒名顶替,学校不会不加区别地公布这些信息。⑥但法律及规章都并

未列举哪些信息不能被作为指引信息公布。

（二）高校特殊信息

一般认为,高校及其教师享有学术自由及自治权利,这也是高校的特性。⑦高校自治并不意味着

高校不受司法审查,立法和司法仍然可能对高校进行控制监督,但至少在教育事项上高校具有更大的权

力。⑧基于高校自治原则,高校内部事务由大学决定,除非法律有明确规定,否则不适用信息公开法律规

定,如高校校长的选举事宜。属于高校自治的事项上仍然要接受有关信息公开法律的约束,宪法自治或

高校自治并不能成为逃避公开的根据。有的高校明确规定,信息公开不包括高等教育机构中与思想自由

交流和知识共享相关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结论的传播交流。但院系等可以通过其规章制度规定学

校教研人员以何种方式何时提交、报告和传播这些智力知识。⑨

在高校自治范围内的内部事务和学术事务上,除了有关成文法外,更要注意相关判例。法院判例对

这些信息公开问题作出了具体回应。在有关教师雇佣关系的诉讼中,分别涉及同行评议、晋职和终审任

职问题。一教授要求查阅同行评议,依据州公共记录法,职员有权获得雇佣记录,法院授权其获得某些记

录,但是拒绝其获得可能揭示评议人身份的记录。因为该信息属于保密信息,受大学根据州授权享有的

① 参见家庭教育权利和隐私权法（FERPA）。

② 伯明翰大学有关政策。

③ See the web of IOWA STATE UNIVERSITY,http://www.public.iastate.edu/~disclosure/(last visited 

Mar.27,2010).

④ See Cline v Board of Trustees (1973) 76 Misc 2d 536, 351 NYS2d 81, affd without op 45 App Div 2d 

823, 357 NYS2d 1022.

⑤ 18周岁以下的学生应当通知家长,18岁以上通知学生。

⑥ See Family Education Rights and Privacy Act.

⑦ 需要注意的是,判例中对学术自由的主体的看法不同。有的认为学术自由的主体仅为高校教师个体,高校自身作

为组织并不能成为学术自由主体。有的则认为高校及其教师都是学术自由的主体。

⑧ 关于宪法自治、高校自治等,可参见Neal H. Hutchens,Preserving The Independence Of Public Higher 

Education: An Examination Of State Constitutional Autonomy Provisions For Public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Journal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Law 2009,271。

⑨ 伯明翰大学有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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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自治的保护,发布该信息可能妨碍机构行政正常运转。由此法院衡平了州对雇佣记录予以公开的一

般政策与高校宪法自治保护之利益。①在另一案中,法院认为大学有关晋职和终身任职的集体谈判涉及

雇佣关系,而非学术事务,应受雇佣关系法调整。②尽管对高校自治有所限制,法院仍意识到现行法可能

侵犯管理机构的宪法权威,认为立法权不能介入大学教育事务的管理。③尽管立法机关将高校囊括在公

共雇员关系法之内,但该法“并不能延伸至大学的教育权限范围之内”。④

（三）个人信息

个人信息包括学校所掌握的所有个人信息,包括教职员工和学生的信息。个人信息可能涉及或不

涉及隐私。⑤高校往往将个人信息分为保密学术评议记录（同行评议记录）、保密记录、涉及隐私的

记录和不涉及隐私的记录。⑥

学生信息主要由家庭教育权利和隐私权法调整。该法中学生信息即为教育记录,是指教育机构制

作、持有的直接与该学生身份相关的信息,包括档案、文件和各种媒介中的资料如手写、打印、磁带、

磁盘、胶卷或缩微胶片,具体有对学生的学术评价、学生成绩单、考试成绩和其他学术记录、纪律处分

记录、接受资助记录等。那些与学生身份无关的记录,如专有笔记、法律执行部门记录、仅为职员提供

的记录、医患权利记录和校友记录不属于教育记录,不受该法调整。

学生信息限于学生个人信息及学术记录受该法保护。学生有权依据该法查看和审查有关教育记

录、适时对教育记录予以修正,并对记录中信息公开拥有决定权。可识别个人信息如被删除,教育记录

可以不经同意发布。为此教育部还发布了客观判断标准。可识别个人信息 ⑦包括学生姓名和其他直接

个人标识,如SSN；还包括间接标识,如学生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的姓名、学生或家庭住址、个人性格以

及其他容易追踪学生身份的个人信息。为更好地保护学生隐私,后来法规取消了“其他容易追踪个人信

息”这一概括式规定,而代之以具体清晰的识别标准,增加了生物识别记录,如指纹、笔迹、DNA、声纹

和面部特征等。⑧

高校对教师和职工的信息公开规定有所不同。教师信息是重点。教师信息包括个人信息和学术

信息。高校有权公布与教师职责相关的基本信息,如姓名、办公地址、办公联系方式（包括电话和

email）、研究方向、出版物等。⑨但不得公布涉及教师隐私的个人信息,如家庭住址、电话、年龄、

婚姻状态、性取向等等。教师信息涉及学术自由和同行评议问题。但教师或政府机关可能要求高校公

开有关同行评议信息,这往往需要在保证同行评议的客观公正、个人隐私权和知情权之间进行衡平。如

前所述,法院可能要求高校对被评议人和政府公布评议结果,但一般对评议人个人信息予以保密。

（四）保密信息

除了依据一般标准判断的保密信息（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外,高校保密信息尤其要注意涉

及个人隐私和同行评议的信息。对此,前文已经有所提及。需要注意的是,美国高校的医疗和健康信息

不属于家庭教育权利和隐私权法规定的教育记录,不受该法调整,一般由各州相关法律决定。如加州大

① Muskovitz v. Lubbers, 452 N.W.2d 854 (Mich. Ct. App. 1990).

② 273 N.W.2d 21 (Mich. 1978).

③ Cent. Mich. Univ. Faculty Ass'n v. Cent. Mich. Univ., 273 N.W.2d 21, 27,(Mich. 1978).

④ Federated Publ'ns, Inc. v. Bd. of Trs. of Mich. State Univ., 594 N.W.2d,491, 497 (Mich. 1999).

⑤ FERPA采用了individual information和personal information,前者主要与组织信息相对,指个体信息,后者则

指与隐私有关的个人信息。

⑥ 参见U.C.Guidelines for Access to University Personnel Records by Governmental Agencies, July 1, 1987。

⑦ Personal Identifiable Information（PII）.

⑧ 见有关FERPA的介绍,引自美国教育部网http://www.ed.gov/policy/gen/guid/fpco/pdf/ht12-17-08-att.pdf。

⑨ 对此有兴趣者可以到美国各大学网站上查阅。

万方数据



行政法学研究 2010 年第 4 期

104

学不属于该法规定的记录就由加州信息实践法 ①和公共记录法调整。阿拉巴马伯明翰大学规章指出,

学生的医疗和健康信息（包括医患和非医患环境）都属于机密且必须按照机密处理。对医疗健康信息,

任何病人护理和健康护理环境中的所有医疗和健康信息,或者任何涉及医疗健康信息的包括研究时涉及

的信息都是机密信息,不能对无权查阅或知晓该信息的人员公布。

不同信息是否公开不同,公开的对象和方式也不同。公开有依职权和依申请公开,有对社会公众公

开、对学校成员（包括教职员工和学生）、对利害关系人的公开。利害关系人是指其并非一般社会公

众或高校成员,而是与高校信息有关或者与高校成员有关的主体,如学生家长、校友等等。一般信息通

常不涉及个人隐私信息,原则上高校应当主动向社会公开,方式多种多样,包括对地方、州和联邦机构定

期作公共报告；广泛散发大学独立审计财政声明；年薪信息可在学校图书馆获得；对信息公开的具体

请求进行适当回应。高校职员可行使公民权利向适格当局报告违法行为,职员有义务同地方、州和联邦

机构合作。总之,高校记录和文件（一些种类的信息除外,这些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依据保密法律法规受

到保护的信息）要依据法律规定接受检查。而对个人隐私和同行评议等信息,高校原则上不予公开,涉

及个人隐私的信息原则上限于个人知晓,除非符合法律规定,不得对本人以外的其他主体公开；同行评

议等信息也并不对公众公布,甚至对被评议人本人也只公布部分信息。

三、美国高校信息公开经验对我国的借镜

综上,美国高校信息公开自始至终是建立在公私分离的基础上的。即使是接受了政府资助的私立

高校也并不一定适用有关政府信息公开的规定。信息公开法律规定适用原则上限于公立高校。公立高

校一般已经依据联邦法、州法制定了有关信息公开的高校规章制度。调整高校信息公开的法律规范和

判例众多,在注意信息公开、保障公众知情权和对高校监督的同时,非常注重对高校信息公开的个性处

理,对学生信息、高校自治的有关事项和同行评议等学术信息都有不同规定。

相较之下,我国高校信息公开的工作刚刚起步,《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并未对适用信息公开高

校的范围作出判断,也并未对是否适用于高校内部机构等加以规定；对高校信息不同于一般政府信息的

特殊性考虑不足,对高校自治和学术事务信息的特殊性并未提及；信息属性上区分不够细致,不同种类

的公开——对社会公众公开、对高校成员的校务公开和对个人的信息公开——还有待进一步的规定；

涉及隐私的个人信息缺乏具体规定。总之,目前《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尚在实施探索阶段,高校信息公

开还有更长的一段路需要走。

Study on Information Publicity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YAO Jin-ju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Abstract: America leads the world in legislation and practice of information publicity, including 

information publicity in universities which is regulated by federal acts, state laws and university rules as well 

as cases. In principle, these regulations apply to not only public universities themselves but also their inner 

organs. Information is divided into common information, private information and special academic information 

with different publicity attributes, objects and methods. The entire above are beneficial for China. 

Key Words: Information Publicity in Universities; Privacy; Academic Affairs

（责任编辑：王  翔）

① California Information Pratices Act.

万方数据



美国高校信息公开研究
作者： 姚金菊， YAO Jin-ju

作者单位： 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100089

刊名：
行政法学研究

英文刊名： ADMINISTRATIVE LAW REVIEW

年，卷(期)： 2010(4)

被引用次数： 6次

  
参考文献(36条)

1.这里所谓的州情报自由法律包括所有目的在于公众有权获得公共记录的州法规定,包括情报自由法、公共记录法以及相关法律规定

2.Federal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5 U.S.C.A.§552)

3.See discussion and review in Braverman & Heppler,A Practical Review of state Open Records Laws 1981

4.Board of Trustees v Freedom of Information Com.(1980)181 Conn 544,436 A2d 266

5.Carter v Alaska Public Employees Asso.(1983,Alaska)663 P2d 916

6.McKinney's Public Officers Law§§86,subd.3,87,subd.2.Stoll ex rel.Maas v.New York State College of Veterinary Medicine

at Cornell University,94 N.Y.2d 162,701 N.Y.S.2d 316,723 N.E.2d 65,141 Ed.Law Rep.291(1999).McKinney's Public Officers Law

§86,subd.3.Citizens for Alternatives to Animal Labs,Inc.v.Board of Trustees of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92 N.Y.2d

357,681 N.Y.S.2d 205,703 N.E.2d 1218,131 

7.Russo v Nassau County Community College(1993)81 NY2d 690,603 NYS2d 294,623 NE2d 15,21 Media L R 2221

8.Mooney v Board of Trustees(1972)448 Pa 424,292 A2d 395

9.Federated Publ'ns,Inc.v.Bd.of Trs.of Mich.State Univ.,594 N.W.2d,491,498(Mich.1999)

10.Federated Publ'ns,Inc.v.Bd.of Trs.of Mich.State Univ.,594 N.W.2d,491,497(Mich.1999);Branum v.State,145 N.W.2d

860,862(Mich.Ct.App.1966)

11.Star Tribune Co.v.Univ.of Minn.Bd.of Regents,683 N.W.2d 274,278-281.(Minn.2004)

12.Queen v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Hospitals,Inc.(1987,W Va)365 SE2d 375

13.Carter v Fench(1975,La App)322 So 2d 305,cert den(La)325 So 2d 277

14.See Cavalier v McCue(1977,3d Dept)58 App Div 2d 729,396 NYS2d 299

15.North Cent.Asso.of Colleges & Schools v Troutt Bros.,Inc.(1977),261 Ark 378,548 SW2d 825

16.Arkansas Gazette Co.v Southern State College(1981)273 Ark 248,620 SW2d 258,cert den and app dismd 455 US 931,71 L Ed 2d

640,102 S Ct 1416

17.Califonia Public Records Act和加州大学(UC)的相关规定

18.家庭教育权利和隐私权法(FERPA)

19.伯明翰大学有关政策

20.See the web of IOWA STATE UNIVERSITY 2010

21.See Cline v Board of Trustees(1973)76 Misc 2d 536,351 NYS2d 81,affd without op 45 App Div 2d 823,357 NYS2d 1022

22.18周岁以下的学生应当通知家长,18岁以上通知学生

23.See Family Education Rights and Privacy Act

24.需要注意的是,判例中对学术自由的主体的看法不同.有的认为学术自由的主体仅为高校教师个体,高校自身作为组织并不能成为学术自由

主体.有的则认为高校及其教师都是学术自由的主体

25.Neal H.Hutchens Preserving The Independence Of Public Higher Education:An Examination Of State Constitutional Autonomy

Provisions For Public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2009

26.伯明翰大学有关政策

27.Muskovitz v.Lubbers.452 N.W.2d 854(Mich.Ct.App.1990)

28.273 N.W.2d 21(Mich.1978)

29.Cent.Mich.Univ.Faculty Ass'n v.Cent.Mich.Univ.,273 N.W.2d 21,27,(Mich.1978)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zfxyj201004014.aspx
http://www.wanfangdata.com.cn/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a7%9a%e9%87%91%e8%8f%8a%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YAO+Jin-ju%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Organization%3a%22%e5%8c%97%e4%ba%ac%e5%a4%96%e5%9b%bd%e8%af%ad%e5%a4%a7%e5%ad%a6%2c%e5%8c%97%e4%ba%ac%2c100089%22+DBID%3aWF_QK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xzfxyj.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xzfxyj.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xzfxyj201004014%5e1.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xzfxyj201004014%5e2.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xzfxyj201004014%5e3.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xzfxyj201004014%5e4.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xzfxyj201004014%5e5.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xzfxyj201004014%5e6.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xzfxyj201004014%5e6.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xzfxyj201004014%5e6.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xzfxyj201004014%5e6.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xzfxyj201004014%5e7.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xzfxyj201004014%5e8.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xzfxyj201004014%5e9.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xzfxyj201004014%5e10.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xzfxyj201004014%5e10.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xzfxyj201004014%5e11.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xzfxyj201004014%5e12.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xzfxyj201004014%5e13.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xzfxyj201004014%5e14.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xzfxyj201004014%5e15.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xzfxyj201004014%5e16.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xzfxyj201004014%5e16.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xzfxyj201004014%5e17.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xzfxyj201004014%5e18.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xzfxyj201004014%5e19.aspx
http://www.public.iastate.edu/disclosure/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xzfxyj201004014%5e21.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xzfxyj201004014%5e22.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xzfxyj201004014%5e23.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xzfxyj201004014%5e24.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xzfxyj201004014%5e24.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Neal+H.Hutchens%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xzfxyj201004014%5e25.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xzfxyj201004014%5e25.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xzfxyj201004014%5e26.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xzfxyj201004014%5e27.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xzfxyj201004014%5e28.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xzfxyj201004014%5e29.aspx


30.Federated Publ'ns,Inc.v.Bd.of Trs.of Mich.State Univ.,594 N.W.2d,491,497(Mich.1999)

31.FERPA采用了individual information和personal information,前者主要与组织信息相对,指个体信息,后者则指与隐私有关的个人信息

32.U.C.Guidelines for Access to University Personnel Records by Governmental Agencies,July 1,1987

33.Personal Identifiable Information(PⅡ)

34.见有关FERPA的介绍

35.对此有兴趣者可以到美国各大学网站上查阅

36.California Information Pratices Act

 
本文读者也读过(5条)

1. 张冰梦.唐云燕 高校政务信息公开的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期刊论文]-黑龙江档案2009(2)

2. 尹晓敏 让高校办学沐浴在"阳光"下——教育部新颁《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的立法评析[期刊论文]-高教探索2011(2)

3. 尹晓敏.YIN Xiao-min 我国高校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研究——基于教育部新颁《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的分析[期刊论文]-现代教育科学

（高教研究）2011(3)

4. 李珂.张凡 《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的颁布所引发的几点思考[期刊论文]-管理学家2010(12)

5. 陈浪华 关于高校法律事务处理专业化的构想[期刊论文]-科技信息2009(11)

 
引证文献(6条)

1.朱佳颖 大学信息公开—基于大学网站的调查研究[期刊论文]-未来与发展 2013(4)

2.张鲁萍 高校信息公开初探[期刊论文]-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2)

3.刘春艳.周超 高校信息公开年度报告制度建设的发展现状及应对举措——基于政府信息公开年报制度的研究[期刊论文]-情报资料工作

2012(3)

4.成协中 高校信息公开义务的展开与个案解读--以复旦大学教师职称评审案为例[期刊论文]-行政法学研究 2013(3)

5.李荣珍.郑伟民 高等学校信息公开的法理分析及完善对策[期刊论文]-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6)

6.马海群.吕红 高校信息公开制度体系的构建[期刊论文]-情报资料工作 2012(3)

 

 
本文链接：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zfxyj201004014.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xzfxyj201004014%5e30.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xzfxyj201004014%5e31.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xzfxyj201004014%5e32.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xzfxyj201004014%5e33.aspx
http://www.ed.gov/policy/gen/guid/fpco/pdf/ht12-17-08-att.pdf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xzfxyj201004014%5e35.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xzfxyj201004014%5e36.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c%a0%e5%86%b0%e6%a2%a6%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94%90%e4%ba%91%e7%87%95%22+DBID%3aWF_QK
http://usagereport.wanfangdata.com.cn/Redirect.ashx?From=F.Periodical_hljda200902086&Category=Recommendation&TO=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ljda200902086.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hljda.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0%b9%e6%99%93%e6%95%8f%22+DBID%3aWF_QK
http://usagereport.wanfangdata.com.cn/Redirect.ashx?From=F.Periodical_tjts201102008&Category=Recommendation&TO=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tjts201102008.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tjts.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0%b9%e6%99%93%e6%95%8f%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YIN+Xiao-min%22+DBID%3aWF_QK
http://usagereport.wanfangdata.com.cn/Redirect.ashx?From=F.Periodical_xdjykx-gjyj201103025&Category=Recommendation&TO=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djykx-gjyj201103025.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xdjykx-gjyj.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xdjykx-gjyj.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d%8e%e7%8f%82%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c%a0%e5%87%a1%22+DBID%3aWF_QK
http://usagereport.wanfangdata.com.cn/Redirect.ashx?From=F.Periodical_glxj201012266&Category=Recommendation&TO=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glxj201012266.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glxj.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99%88%e6%b5%aa%e5%8d%8e%22+DBID%3aWF_QK
http://usagereport.wanfangdata.com.cn/Redirect.ashx?From=F.Periodical_kjxx200911311&Category=Recommendation&TO=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kjxx200911311.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kjxx.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c%b1%e4%bd%b3%e9%a2%96%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wlyfz201304021.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wlyfz.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c%a0%e9%b2%81%e8%90%8d%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tylgdxxb-shkx201202004.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tylgdxxb-shkx.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88%98%e6%98%a5%e8%89%b3%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91%a8%e8%b6%85%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qbzlgz201203004.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qbzlgz.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88%90%e5%8d%8f%e4%b8%ad%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zfxyj201303015.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xzfxyj.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d%8e%e8%8d%a3%e7%8f%8d%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83%91%e4%bc%9f%e6%b0%91%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zqgyxyxb-shkx201306009.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zzqgyxyxb-shkx.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a9%ac%e6%b5%b7%e7%be%a4%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90%95%e7%ba%a2%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qbzlgz201203003.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qbzlgz.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zfxyj201004014.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