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 题 报 道 —— 财政发展 辉煌五年

政府采购：推进支出管理改革

建立政府采购制度是财政支出改革的重要内容，是

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重要措施，改革伊始就引起

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的发布，标志着我国政府采购事业进入了有法可依的新

的历史时期，政府采购工作正在由试点阶段转向全面推

行阶段。

我国政府采购改革试点始于1996年的上海和深圳等

地， 1998年试点范围迅速扩大，到2000年政府采购工作

基本上在全国全面铺开。经过几年的努力，政府采购改

革取得了明显成效，政府采购制度框架已初步形成。
1 . 建立 了 政府采 购 管理体制。1998年机构改革，国

务院授予财政部 “拟定和执行政府采购政策” 职能，首次

明确政府采购的主管部门。之后，地方也相继设立了政府

采购的管理机构和执行机构。机构的完善，为推动和规范

我国政府采购工作提供了组织保障。
2 . 政府 采 购的 管 理 制 度体系初 步形成。1999年，财

政部颁布了《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从此有了第一部有

关政府采购的全国性规定。之后，《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管理

暂行办法》、《政府采购合同监督暂行办法》、《 政府采购信

息公告管理暂行办法》等一系列规章制度相继出台，为依

法开展采购活动提供了法律保证。
3 . 政府采 购 模式基本形成。政府采购实行了集中采购

与分散采购相结合的模式，采购方式以公开招标为主。集

中采购机构业务范围之外的 采购活动，由各部门分散采

购。5年来，在加强政府采购管理机构建设的同时，除中央

政府外，各地均设立了政府采购集中采购机构，标志着集

中与分散采购相结合的采购模式已初步确立。
4 . 政府采 购的规模和 范围 不断 扩 大。据统计，1998

年全国 实行政府采购的 金额为 3 1 亿元 ， 1999 年为 130

亿元，2000 年为 328 亿元，200 1 年达 653 亿元，2002

年突破 1000 亿元，呈快速增长势头。政府采购的范围

由单纯的货物类扩大到工程类和服务类。货物采购项目

由简单商品逐步扩大到复杂商品 ，工程采购项目扩大到

大型建设项目 ，服务项目也扩大到技术含量高的领域。

5.政府 采购信 息管理系统 框架初步建成。为加强政府

采购的透明度，继 1999年规定《中国财经报》为全国政府

采购信息发布媒体后，2001年 “中国政府采购网” 实现了

与全国各地区网站的链接，形成覆盖全国的权威性政府采

购信息发布网络系统，《 中国政府采购》杂志于2001年6月

创刊发行。经过近3年的努力，初步完成了报纸、 网络、

杂志 “三位一 体” 的政府采购信息管理体系的建设工作。
同时还初步建立了政府采购信息的统计报告制度。

6 . 政府采 购 法制 建设取得 了 实质性 进展。1998年，

全国人大将《政府采购法》列入 “九五立法规划”，财政部

积极配合人大参加了调研、研讨、起草等各项工作，为《政

府采购法》的顺利出台做出了贡献。2002年6月《政府采

购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政府采购事业走上了法制轨道，

对促进和推动政府采购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尽管我国开展政府采购工作的时间不长，但其优越性

已逐步显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节约了财政资金。这几年的实践表明，实行政府

采购的项目，财政资金的节约率一般都在10%以上。2001

年全国政府采购节约资金78.5亿元，2002年节约资金在100

亿元以上。
2.促进了廉政建设。推行政府采购，通过引入竞争

机制，强化监督和制约，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人为因素，使

以往的暗箱操作变成了 “阳光下的交易”，规范了采购行

为，遏制了一些腐败现象的发生。
3. 促进了部门预算和国库管理制度改革。部门预算

和国库管理制度改革是推行政府采购制度的基础，通过几

年的实践，政府采购对这两项改革的反作用也逐步呈现出

来。一方面，普遍开展了政府采购预算编制工作，使部门

预算进一步细化；另一方面，按照政府采购规范程序产生

的合同，成为开展财政直接支付工作的重要前提，为继续

扩大直接支付范围和规模创造了条件。
4. 支持了国内优势企业的发展。按照国产品优先的

规定，采购单位尽量 采购国内企业的产品，扩大了国内优

势企业的市场。

5. 促进了思想观念的转变。政府采购使人们认识到

政府采购市场的存在，其管理和运作方式给人们带来了诸

多启迪。现在有些大型国有企业已开始比照政府采购的做

法进行采购，取得了节支增效的明显效果。
（财政部国 库司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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