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采购

以绩效为目标推进政府采购改革

许建国  邓 毅

上
个世纪90年代中期，西方国家进行了以绩效为目标的

政府采购制度改革，解决了传统政府采购制度中的低

效问题，对我国政府采购改革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

为改革官僚制低效的问题，美国克林顿总统率先发起

了“新公共管理”运动，通过减少官样文章、促使政府机构

优先服务于公民以及授权政府雇员自主决断的权力等措施，

来寻求将联邦政府转变成一个“做得更好、花费更少”的政

府。这一努力被官方称为国家绩效评估（N PR ），也就是一

般所称的政府再造（R EG O ），其基本思路是放松严格的行

政规制，通过对经济、效率、有效性的全面评价，推动以绩

效为基础的责任制来代替传统行政管理中的以规则为基础

的责任制。如火如荼的政府再造改革，使人们对政府采购效

率的理解有了进一步深化，传统的政府采购效率观也逐渐

被政府采购的绩效观所代替。传统的政府采购效率实际上

指的是政府采购的行政效率，从理论上来讲，政府采购绩效

和政府采购行政效率一样，讲求的是政府采购所得与所费

的对比关系，但又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政府采购行政效率。政

府采购行政效率讲求的比率关系多是针对具体的政府采购

行为，主要是把以刚性规则为基础的责任制作为促进机制，

考虑的仅仅是采购中所得与所费的对比；而政府采购的绩

效则更注重采购机构与社会、公民的关系，注重组织管理中

的文化因素，其有效运作则是把以绩效为基础的责任制作

为促进机制，通过政府采购的绩效评估“将硅谷的活力注入

官僚主义的古老传统中”，使政府采购在达到传统意义上效

率的同时，更符合社会和公民需要，更充满生机和活力。从

这个意义上来讲，政府采购绩效是一 个综合性的范畴，是比

政府采购行政效率更为丰富、 更为复杂的范畴。

随着政府采购绩效理念的逐步确立，以绩效为目标的

政府采购改革作为政府再造的一个重要内容自然也被提上

了议事日程。西方的政府采购改革试图通过简化采购程序、

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制、 增加政府采购人员的自主决断权并

促使其对工作结果负责等改革措施的推行，来解决传统政

府采购中存在的低效问题，从而达到提高政府采购绩效的

目的。1994年和 1995年，美国先后通过了《联邦采购简化

法案》和《联邦采购改革法案》。法案规定，机构在购买价

值低于 10万美元的物品时，可以直接购买现货而无需订立

详细的合同；开始在采购中使用信用卡而省去了填写购货

订单的复杂程序；几个机构还开始同意考量一些商业企业

以前的绩效来决定与哪家企业签订采购合同，而不需重复

整个采购过程；国防部的官员开始缩减对新装备部件的采

购细节要求，而是强调部件的性能目标等等。可以看出，两

个法案的制定主要目的在于简化政府采购程序，通过以结

果为导向的绩效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使政府采购变得更简

洁、高效。据统计，美国政府在 1995 — 1999年间，每年节

约 5 % 的政府采购支出，总节约额达到 225亿美元。

借鉴西方以绩效为目标的政府采购改革，可以有效解

决目前我国政府采购中存在的采购成本高、采购周期长、采

购过程复杂等问题，提高采购绩效。

首先，要解决政府采购要采购什么、采购多少的问题。

政府采购的绩效理念告诉我们，政府采购也应该是以结果

为导向的，必须满足“有效性”的要求。不论采购程序如何

严密、采购过程如何规范、采购成本如何节省，采购到的货

物、 工程和服务在量和结构上首先必须能满足履行政府职

能的需要，从更高一个层次来讲，必须满足社会公共需要。

长期以来，我国的政府采购实践一直将资金节约率作为衡

量采购效率的主要标准，并主要围绕如何节约采购资金来

改进、优化采购程序，而将绩效理念最核心的“有效性”这

一标准置于次要或从属的位置，致使有些采购到的货物、工

程和服务因为不符合需要而闲置，从根本上违背了政府采

购的目的和主旨。近年来，随着部门预算改革的不断深入，

政府采购预算的编制、 审批及执行等方面的一系列制度规

定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政府采购的量和结构问题，但仍然

存在预算不细、不完整，编制审批程序不规范、不严格，随

意性比较大的问题，政府采购项目的技术要求含糊不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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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指定品牌的现象也十分普遍。从政府采购的绩效理念出

发，政府采购工作的改革首先应强化政府采购预算的编制

和审批工作，其核心是按公民意愿归结出公共需要，并以此

确定政府职能，在此基础上确定履行政府职能所需采购的

货物、工程和服务的量，并最终决定政府采购预算。

其次，要解决如何以最小成本、最高效率地采购到预算

确定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问题。政府采购的绩效观除了要

求采购到的货物、 工程和服务从结果上看要满足 “有效性”

外，还要求采购投入、产出和过程符合“经济性”、“效率性”

的要求，即以最小的成本、最高效率地采购到预算确定的货

物、工程和服务。一是规范机构设置，明确各部门职能。理

顺监管、执行及采购人在政府采购工作中的权责关系，以避

免因职责不清而产生的多头管理、推诿或管理缺位问题，加

快采购进程。二是加强对政府采购工作的组织管理。加强对

政府采购的各个环节包括预算、 采购方式、招投标、质疑与

投诉及法律监督等的组织和管理工作，保证整个政府采购管

理活动处于一个规范、透明、 科学的流程控制之中。三是简

化政府采购工作流程，以保证政府采购程序的简洁高效。为

避免西方国家政府采购实践中曾出现过的因为 “繁文缛节”

而导致的采购过程漫长、采购质量不高、采购效率低的问题，

政府采购的法律法规应做到尽量简化，可以进行如减少审批

备案事项以缩短审批备案时间等方面的改革，并授权政府采

购人员自主决断的权力。当然，处理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如

何在自主决断和程序控制之间做到有效平衡，以避免扩大自

主决断权所带来的程序控制弱化及权力寻租等问题。四是丰

富政府采购组织形式。针对通用性标准设备和服务类项目的

特点，可以实行协议供货制和定点管理；对采购量大、专业

特点强的采购，鼓励开展部门集中采购；对部分采购金额大、

技术要求高的项目，实行采购前向专家咨询的办法，邀请采购

代理机构、采购人和技术专家开展项目认证、制定采购方案，

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培养社会中介招标代理机构，形成政

府采购业务代理市场的充分竞争等等。五是采用信息化管理手

段，提高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率。推广网上办理政府采购手续、

扩大政府采购网络的覆盖面及整合政府采购管理网络资源，使

政府采购流程更为便捷高效。六是改进政府采购监管方式。一

方面要规范对采购代理机构的监管内容，减少审批事项，减化

工作环节，加强对采购代理机构的业绩考核；另一方面要将监

管工作前移，对重大、敏感、时间要求急的项目，由政府采购

监管机构组织部门预算单位、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共同协商，及

时明确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加快工作进度。
（作者单位 ： 湖北 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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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

奏响绿色政府采购的主旋律

马海涛

20
06 年 10 月 24日，财政部、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发布

了《关于实施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和

《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这是我国推进构建环境友

好型社会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制度与政策上的突破。各级国

家机关、 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用财政性资金进行采购的必

须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对未按要求采购的，有关部门要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理，财政部门视情况可以拒付采

购资金。《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于 2007年 1 月 1 日

起在中央和省级 （含计划单列市） 预算单位实行，2008 年

1 月 1 日起全面实行。这一政策的实施标志着我国政府采购

真正步入 “春天”，绿色政府采购制度正式开始推行。

绿色政府采购，是指政府购买和使用符合国家绿色认

证标准的产品和服务的采购活动。由于“绿色”意味着环保、

安全和有利于健康，政府绿色采购是政府在购买和消费过程

中重视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的体现。与传统的采购观念相

比，绿色政府采购观念还具有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着眼可持

续发展，引导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的特点。把人类的需求纳

入生态环境之中，接受生态环境的约束，在生产上变“粗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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