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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
公开、竞争与服务
冯俏彬

备、制度准备不充分。随着我国财政收

支规模的不断扩大，购买性支出的有增

无减以及政府职能的日益复杂化，政府

采购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面临的任务

越来越艰巨。通过制定政府采购法的配

套行政法规，细化法律规定，是适应新

的形势要求，充实完善政府采购制度，

提高现代财政管理水平的正确之举。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于今年 3 月 1 日正式施行。《条

例》在总结我国 17 年政府采购运行与

实践的基础上，对原法中的诸多方面进

行了细化和阐释，既立足于实践，也展

望未来，对未来一个时期政府采购的规

范、高效、透明运行必将产生积极深远

的影响。

1. 政府采购信息全公开。《条例》

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对政府采购中的

“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作了进一步明

确，相较于以往重点公开政府采购需求

信息的要求，此次要求公开的文件、内

容、标准十分具体。第一，重申了采购

项目的事前信息必须公开。第二，规定

采购项目的所有过程信息必须公开，如

中标、成交结果，招标文件、竞争性谈

判文件、询价通知书、中标结果、成交

结果等，而且进一步细化到采购人和采

购代理机构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

项目名称和项目编号，中标或者成交供

应商名称、地址和中标或者成交金额，

主要中标或者成交标的的名称、规格型

号、数量、单价、服务要求以及评审专

家名单……等等。第三，规定采购项目

的结果必须公开，这既包括中标结果即

《条例》中所称的合同公开，也包括投诉

处理的结果。特别是关于合同信息公开

的要求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意味着此前

一些政府采购中的暗箱操作、形式公开

而暗地里“猫腻” 不断等不良现象将无

处遁形，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政府采购

中长期存在的“时间长、价格高、质量

次”等问题。有此四个“必须”，政府采

购实际上就是全过程公开了。只要操作

到位，这对于规范我国政府采购实践将

产生重大作用，因此，笔者认为这是《条

例》的最大亮点。

2. 适度引入了竞争，弱化了“买方

垄断”现象。根据经济学基本原理，只

有在相对充分的竞争条件下，一个能真

实反映买卖双方利益的均衡价格才能形

成，整体社会福利才能最大化。政府采

在现代财政体系中，政府采购是其

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对于我国

这样一个政府职能较广、政府性支出占

比较大的国家而言，就更是如此。因此，

规范政府采购行为、提高政府采购效

率、强化政府采购的公信力等，是一个

直接关系到现代财政管理水平和国家治

理能力高低的大事。

以 1998 年起算，我国政府采购已

有了 17 年的历史。政府采购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成长速度惊人。2002 年，我

国政府采购的总规模仅为 1009 亿元，到

2013 年，已上升到 16381 亿元，10 年间

增加了 15.23 倍。与此同时，全社会对于

政府采购从陌生到熟悉，到现在政府采

购已成为财政管理的一项常规制度，是

我国政府管理的常态。概括而言，现行

政府采购制度在规范政府采购行为、提

高政府采购资金的使用效益、促进廉政

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巨

大成就。但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现行

政府采购的整体情况距离现代财政管理

的要求、距离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

求还存在不小的距离，特别是近年来一

些地方的政府采购活动时有出现“天价

采购”、质次价高、效率低下、暗箱操作

等问题，常常引发公众质疑甚至社会舆

论的狂轰滥炸。究其原因，主要是政府

采购在我国的历史还不长，人们对于政

府采购的复杂性认识不足，相关思想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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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说到底是一个买卖行为，因此也需要

充分竞争。长期以来，强化政府采购领

域的竞争更多体现在“卖方”，即不断向

各类供应商开放政府采购市场方面。相

对而言，“买方”竞争是明显不足的，而

只有卖方之间的竞争而买方存在垄断，

同样会影响政府采购市场向纵深推进。

由于政府这一“买主”太大、太特殊，因

此如何在政府采购上弱化、消除买方垄

断始终是一个制度性难题。针对这个问

题，《条例》浓墨重彩地重新强调了三类

集中采购机构的详细分工与职能范围。

第一类是直接服务于各级财政部门集中

采购机构，如各地的政府采购中心，主

要从事政府各部门共性、标配货品与服

务的采购 ；第二类是各部门的集中采购

机构，主要从事满足部门特定需要的货

物或服务采购 ；第三类是依需要和程序

可以委托社会中介机构代理采购。这里

的实质就是打破政府采购中的“买方垄

断”，一方面防止政府采购过度集中所致

的低效甚至腐败问题，另一方面适应我

国庞大政府购买性支出的复杂性和多样

性，为今后政府采购迈向公共采购打下

基础。需要指出的是，多主体采购后的

管理难度将有所增加，这对于今后政府

采购如何加强执法提出了一个新问题。

3. 扩大了政府采购中“服务”的内

涵。《条例》规定，政府购买的服务既包

括政府自身需要的服务，也包括政府向

社会公众提供的公共服务。这实际上是

将去年以来政府力推的政府购买服务纳

入到了政府采购的范围，扩大了原政府

采购法中对于“服务”的定义，是适应新

形势的应时之举。“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的出现和此次入法，将对今后的财政管

理产生重大影响，也将成为未来推动政

府采购向公共采购转型的先行因素。由

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在我国还处于起步

和探索阶段，因此《条例》中对于政府购

买服务的规定还是“粗线条”的，如仅要

求“政府向社会公众提供的公共服务项

目，应当就确定采购需求征求社会公众

的意见，验收时应当邀请服务对象参与

并出具意见，验收结果向社会公告”等，

对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类别、适用

主体、合同管理、监测评估等，都尚未

一一涉及。这主要还是因为我国政府购

买公共服务的大潮才刚刚开启，各方面

对其认知充分、实践经验不足。展望未

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将对我国政府管

理、财政运行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也将进一步推动政府采购结果的绩效评

价、公众参与等机制的逐步确立，其前

瞻意义不容忽视。

总之，此次《条例》融汇了政府采

购法运行十多年来形成的有益经验，同

时也体现了当前我国政府采购的最新形

势，体现了适度竞争、信息公开等现代

政府治理的理念，符合全面深化改革的

总体要求，能对今后一定时期的政府采

购活动进行规范，有利于建设现代财政

制度和提高国家治理能力。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

 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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