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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就
《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试用）》
答记者问

本刊记者

结合政府采购改革实践与发展方向，

努力建立一套满足国内政府采购制度

改革和对外市场开放、全国统一且可

扩展、操作方便适用的政府采购品目

分类体系。

《目录》修订主要依据我国GB/

T14885-2010《固定资产分类与代

码》、GB/T7635-2002《全国主要产

品分类与代码》、GB/T4754-2011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统计用产品

分类目录》（2010年），参考了联合国

《主要产品分类》（CPC）、世界贸易组

织GNS/W/120《服务部门分类清单》

以及其他行业标准。

《目录》修订重点做好与相关国

家标准和国际通用规范、与现行政府

采购相关法律制度规定、与财政管理

业务基础分类体系以及与政府采购信

息化建设等4个方面的衔接工作，对

于全面加强政府采购科学管理、指导

政府采购工作开展、积极应对GPA

谈判、加快政府采购信息化建设进程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问：新修订的《目录》有哪些特

点？

答：新修订的《目录》按货物、

工程、服务3大类划分为54个二级

分类，344个三级分类，最多到六级

分类。分类体系比较完整，具有品目

覆盖范围广、操作适应性强、分类属

性统一且可扩展等特点。一是品目范

围与相关国家标准和国际通用规范

充分衔接，涵盖了中央、地方目前已

实施采购或未来一段时期涉及采购

的所有货物、工程和服务。货物类品

目主要包括通用设备，专用设备，图

书和档案，家具用具，被服装具，纸、

纸制品及印刷品，办公消耗用品及类

似物品，建筑建材，医药品，农林牧

渔业产品等20个二级分类，基本涵

盖了联合国《主要产品分类》（CPC）

中可运输产品的大部分分类，但在具

体分类方式上不一致。工程类品目主

要包括建筑物施工、构筑物施工、工

程准备、预制构件组装和装配、专业

施工、建筑安装、装修工程、修缮工

程等10个二级分类，分类框架基本

与联合国《主要产品分类》（CPC）一

致。服务类品目主要包括信息技术

服务、租赁服务（不带操作员）、维

修和保养服务、会议和会展服务、商

务服务、专业技术服务、工程咨询管

理服务、公共设施管理服务、教育服

务、医疗卫生和社会服务等24个二

为适应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及对

外开放的需要，财政部于近日印发了

《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试用）》（以

下简称《目录》），对政府采购品目进

行了修订。日前，财政部有关负责人

就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问：为什么要修订《目录》？

答：原《政府采购品目分类表》

于2000年印发实施，为推进政府采购

制度改革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随

着政府采购实施范围的不断扩大和

政府采购信息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原

有的品目分类范围不全、分类口径较

粗、与财政相关业务基础分类和国际

通用规范不衔接等问题已越来越不适

应我国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发展与加入

WTO《政府采购协议》（GPA）谈判工

作要求，迫切需要对品目进行修订。

问：《目录》修订的原则、依据和

意义是什么？

答：根据当前实际情况，此次《目

录》修订工作遵循的基本原则是立足

当前、着眼长远，深化改革、应对谈

判，充分利用国内外相关分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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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分类，基本与世界贸易组织GNS/

W/120《服务部门分类清单》分类相

对应。二是品目级次和说明主要根据

目前政府采购管理实际情况确定。在

品目级次上 ：货物类品目一般保持

级次为4级，对于经常采购的通用设

备、家具用具、办公消耗物品及类似

物品、建筑建材等品目，级次细化、

扩充到了5级或者6级 ；工程类品目

主要结合管理实际设置级次，如建筑

安装工程细化到了5级，而预制构件

组装和装配、专业施工等则按用途分

到3级或者4级 ；服务类品目主要根

据目前工作开展情况设置级次和顺

序，如将信息技术服务分到4级，说

明中的内容需要时即可细化为5级，

经常采购或采购量较大的品目顺序

靠前，可能较少采购的品目则排序靠

后。在品目说明上尽量采用相关国内

标准和国际通用规范的定义，同时参

考了政府采购实践和行业发展趋势，

例如新整理的计算机设备及软件、修

缮工程、信息技术服务以及工程咨询

管理服务等类别，借鉴了相关行业标

准的定义和说明，与相关行业发展相

适应，以便于更好地操作执行。三是

品目按同一属性分类并可在现有分

类体系下扩展。同一类别的品目尽

量按相同属性分类，保证各个层次

的品目不交叉、不重复。货物部分主

要根据产品的最终形态和固有性质

分类，工程部分主要根据施工工序

分类，服务部分主要根据服务内容

和服务方法分类。品目分类的扩展

性强，二级及其以下级次都预留了

扩展空间，使用时可根据管理需要，

新增品目分类或者直接在已有品目

分类下细化、扩展。

问：《目录》的运用主要在哪些

方面？

答：《目录》的运用、推广是下一

步的工作重点，主要包括：在集中采

购目录制定方面，政府集中采购目录

和部门集中采购目录将直接根据《目

录》的有关分类制定；在政府采购管

理业务方面，政府采购预算编制、政

府采购计划填报以及政府采购信息统

计等，均要按《目录》分类进行规范；

在政府采购交易业务方面，招投标文

件、合同文本等有关货物、工程及服

务的内容，要按《目录》分类逐步实现

标准化；在节能、环保产品政府采购

清单制定方面，要按《目录》分类进行

相应调整；在政府采购信息化建设方

面，政府采购管理交易系统和全国共

享基础数据库的数据分类应以《目录》

分类为基础，形成统一规范的政府采

购基础数据体系。

问：《目录》使用中还需要注意

哪些问题？

答：一是为便于新旧品目的衔接

运用，此次随《目录》一同下发了《政

府采购品目对照表》，相关单位可对

照执行。二是有关单位可结合工作实

际增加、扩展相关品目，但要将有关

意见及时向财政部国库司反馈，便于

在《目录》修订时统一考虑。三是此

次印发的《目录》试用期为1年，试用

期结束后，财政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对

《目录》作进一步修改完善，正式发布

相关分类标准。

[图片新闻]

财政部：
组织开展“走基层 接地气”调研实践

财政部机关团委积极组织开展2012年财政青年“走基层 接

地气”调研活动，近日，派出第一个调研实践团——江苏昆山调

研团，奔赴昆山市陆家镇开展了为期一周的调研实践活动。调研

团成员积极把自己融入基层财政人的角色中，到企业探讨财政助

推转型升级的政策思路，进学校调研财政扶持社会办学的经验，

走社区体验财政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果，取得了良好成效。

（本刊记者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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