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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和发展，欧美等

国家已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达成了《政

府采购协议》（GPA），将开放政府采购市

场作为推动世界贸易自由化的一个重要领域。我国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政府采购制度尚处于初创阶

段，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也一直按照加入 GPA 的要

求，不断推动政府采购改革，致力于建设开放的政

府采购制度。入世十年，是我国政府采购由初创转

为全面发展的十年，也是我国政府采购由国内改革

走向国际化的十年。

一、以履行入世承诺为契机，大力推动政
府采购立法工作

2001 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承诺，将在

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后尽快启动加入 GPA 谈判。

GPA 作为世界贸易组织一项诸边协定，目标是促进

参加方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加入 GPA，意味着国内

政府采购制度国际化，核心是以透明和非歧视的方

式开展政府采购，并给予 GPA 参加方企业和产品

国民待遇。完善的法律制度是加入 GPA 的前提。为

了履行承诺，我国加快推进政府采购立法进程，在

2002 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政府

采购法在起草过程中广泛借鉴了 GPA 和联合国《货

物、工程和服务采购示范法》的相关规定，以及部

分 GPA 参加方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充分体现了公开

透明、物有所值和非歧视的基本原则，与 GPA 规则

一脉相承。此外，政府采购法从启动立法到颁布所

用时间之短，也是新中国立法史上少有的。政府采

购法出台后，财政部先后制定了《政府采购货物和

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等系列配套规章制度。截

至目前，已初步建立了以政府采购法为统领、以部

门规章为依托的政府采购法律制度体系。法律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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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和完善为推动政府采购改革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深化改革，为加入GPA创造条件

开放政府采购市场，着力建立与国际规则接轨

的政府采购制度。一是扩大政府采购范围。政府采

购法实施后，按照应采尽采的原则，不断扩大政府

采购范围。目前，政府采购已涵盖了货物、服务和

工程各类采购，政府采购资金构成从财政性资金逐

步向单位自筹资金、银行贷款、BOT 项目市场融资

等方面扩展。随着政府采购范围的拓宽，政府采购

规模由 2002 年的 1009.6 亿元增加到 2010 年的 8422

亿元，增长了 7 倍多。二是提高政府采购透明度。坚

持以公开招标为主要采购方式，促进政府采购市场

竞争。近几年来，政府采购中公开招标的合同金额

占全国采购总规模的比例平均达到 60% 以上，2010

年达到了 77%。建立了包括网站、报纸、杂志在内

的指定政府采购信息发布媒体体系，为采购人、供

应商提供了固定权威的信息发布平台。2010 年全国

发布的政府采购信息达 77 万多条。三是加强政府

采购监督管理。建立“管采分离”的政府采购管理

体制，明确了政府采购管理机构、采购单位和集中

采购机构各自的工作职责。规范政府采购代理机构

认定，加强了对中介机构的监督管理。依法做好供

应商投诉处理工作，有效地维护了政府采购市场秩

序。四是发挥政府采购政策功能。财政部与有关部

门配合，制定了促进节能减排、保护国家信息安全、

保护知识产权及推进正版软件使用，以及促进有关

产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通过政府采购实现社会经

济政策目标。并且，对国内外企业在我国生产的产

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随着政府采购改革的推进，

政府采购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日益显现，政策功能作

用成效凸显，为我国深化国内政府采购改革和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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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多哈回合
看我国关税谈判能力的成长

2001 年 12 月，我国成为世界贸

易组织正式成员后即以成员

身份参加世贸组织新一轮多

哈回合谈判，积极参与制定未来多边

贸易规则。多哈回合谈判从 2001 年

11 月宣布启动至今，谈判历时十年，

仍在艰难进行中。多哈回合谈判包括

农业谈判、非农产品市场准入谈判、

服务贸易谈判等 8 个主要议题，其关

键是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的市场准入

问题，主要包括削减农业补贴、削减

农产品关税、削减非农产品关税。

多哈回合谈判是我国首次参与

的多边关税减让谈判。概括而言，本

轮多边关税减让谈判有如下特征 ：

一是同时参与谈判的成员多，谈判提

案多。世贸组织 150 多位成员积极参

与谈判，就如何削减关税纷纷提出提

案。有些成员常常单独提交提案，例

如，美国、加拿大、阿根廷等。有些

成员组成谈判集团，以集团名义提交

提案，例如出口成员集团凯恩斯集

团、进口成员集团 G-10、发展中成

员集团 G-20 等。二是平衡各方利益

成为谈判的难点和关键。世贸组织成

员的关税税率基本都约束在上一轮

乌拉圭回合多边谈判的结果上。新一

轮多哈回合关税减让谈判就是在乌

拉圭回合各成员的约束关税税率水

平上，各成员谈判如何进一步削减关

税，以促进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削减贸

易壁垒，通过更公平的贸易环境来促

进全球，特别是较贫穷国家的经济发

展。这是一个做减法的过程，各成员

都面临削减关税、开放市场的压力，

如何比较各自的开放程度，如何平衡

各自的利益得失，不仅需要各成员通

过细致的技术工作进行测算、比较，

更需要通过政治高层决策决定如何

交换利益。三是发展中成员努力实现

“发展”主题。世界贸易组织目前拥

有的发展中成员已经占到 80% 以上，

广大发展中成员历经多次多边贸易

谈判的磨练日益成熟，要求通过贸易

促进发展的呼声日益强烈。发达成员

为了说服发展中成员同意启动本轮

谈判，也打出“发展”牌。《多哈宣言》

最终把“发展”确定为谈判宗旨。然

而在历时十年的谈判中，发达成员着

意于发展中成员的市场开放而不顾

其经济贸易现状 ；发展中成员认为

发达成员必须取消阻碍发展中成员

出口增长的贸易扭曲因素，从而实现

发展目标，不应一味要求开放市场而

导致发展中成员的工业和农业毁灭。

在多哈谈判中，确定适用于发达成员

和发展中成员的不同的关税削减模

式是谈判的重点之一。

作为重要的发展中成员之一，我

国在多哈回合的关税谈判中积极探

索，不断提出建设性意见，为推动多

哈回合关税谈判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成功引入“新加入成员”
的概念，积极争取新加入成员
待遇

从 1947 年 的 关 税 与 贸 易 协 定

（GATT）到 1995 年 的 世 界 贸 易 组 织

（WTO），世界多边贸易体制不断发展

变化，关于市场、补贴、关税等议题，

加入 GPA 谈判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及时启动加入 GPA 谈
判，积极稳妥开展谈判工作

在推动政府采购改革的同时，我

国积极为启动加入 GPA 谈判做准备。

一方面建立了中国—欧盟政府采购

对话机制、中国—美国政府采购技术

性磋商机制，全面了解有关 GPA 参

加方谈判经验和政府采购制度，就我

国政府采购制度和加入 GPA 等问题

进行交流。另一方面组织开展谈判

问题研究，重点研究了 GPA 规则和

GPA 成员出价的基本规律，开展国

内产业竞争力评估，分析加入 GPA

对我国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影响。随

着对政府采购和 GPA 规则研究的不

断深入，启动加入 GPA 谈判的条件

逐步成熟，我国于 2007 年底向 WTO

提交了加入 GPA 申请和初步出价清

单，正 式 启 动 了 加 入 GPA 谈 判。此

后，我国政府按照谈判程序，于 2008

年提交了政府采购国情报告，2009

年提交了修改出价路线图，2010 年

7 月提交了修改出价清单，每年都在

加入 GPA 道路上取得新的进展。参

加方对我国为加入 GPA 所做的努力

和谈判进程给予充分肯定，希望我

国能够尽快加入 GPA。建立健全公

开、透明、开放的政府采购制度，是

我国政府采购改革的目标。十年来，

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取得了突出成效，

为实现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目

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下一步，我国

将按照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

原则，一方面加大政府采购改革力

度，继 续 为 加 入 GPA 创 造 条 件。另

一方面积极与 GPA 参加方开展谈判，

争取早日加入 GPA。  

( 财政部国库司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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