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策法令、 推行改革。制定法令对消极

改革严厉处罚，使不接受改革的预期

净利益减少，改革的阻力会因此而减

少。若惩处的实施能使利益集团不改

革的净收益小于改革的净收益，那么

改革的阻力就会消失。③给利益受损

的一部分 人以适量 的合适形式的补

偿。尽管这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可能会

并不完全合理合法，但是为了推进国

库制度创新，把一些不合理的收入部

分地转化为合法收入也不失为一种理

性的选择。例如在清理各公共部门小

金库的同时，可以适当增发公务员工

资，使原来的一些隐性收入损失以合

法工资收入的形式得到部分补偿。这

同样可以减少国库创新的磨擦阻力。
④注意发挥公众意识（包括利益集团

成员）的积极作用，从观念上接受国

库制度创新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是不

可阻挡的。意识形态是非正式制度安

排，符合正式制度安排的意识形态，

可以对正式制度安排的顺利实施起到

很大促进作用。把各预算单位或利益

集团的思想工作做好了，使他们意识

到：实行国库制度创新是建设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不是财政部门的

夺权；不推行现代国库制度是逆时而

动。这样，即使预算单位抵制改革，

也不会那么理直气壮了，改革阻力自

然会小许多。
第三，国库制度创新要注意和其

它制度之间协调配合。任何一种制度

的改革和引进都要注意和其它制度兼

容。具体说来国库制度创新需要部门

预算制度改革，政府采购制度改革，

银行国库管理体制等具体制度的改革

与之相配套。因此国库制度改革要求

做到整体设计、 系统推进，这也正是

我们在建立现代国库制度中应坚持的

原则。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商学

院）

问 题 探讨

电子政务助推政府采购

李 霁

目前，电子政务建设在各地方兴

未艾，它已被确定为我国信息化建设

的十大重要领域之一，全国已有2200

多个政府部门的网站推出各种网上办

公业务。随着电子政务从单一的局部

利用向综合系统利用发展，集成化、

工具化和平台化是其未来的趋势。作

为政府运行方式的重大改革和完善，

电子政务的兴起有力地推动了政府采

购向纵深发展。

一、电子政务的建设扩大

了政府采购的内容

作为一项庞杂的系统工程，电子

政务的实施需要大量的硬件、软件支

持，这些都需要政府采购来完成。由

于电子政务涉及到各级政府和各个部

门，可以预见对 IT 产品的需求将出

现层次多、 规模大、 频率高的特点。

我国电子政务建设的投资主要集中在

建系统、 建库、 建网、安全保障等方

面。在今后5年里，我国通讯化基础

设施投资规模将达到1万亿元，政府

部门已日益成为 IT 公司的第一大客

户。这对于政府采购来说无疑将是一
块巨大的 “蛋糕”。此外，电子政务由

于其及时性 、 稳定性 和可操作性特

点，对资料的更新、 政府网站的安全

有效往往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

此，与一般的政府采购不同。比如对

有关政府官员的培训、办公系统的维

护、 应用咨询、规划、 应用实施、电

子商贸基础应用平台等都被纳入政府

采购的范畴。这些将在总体上挖掘政

府采购的内涵，也为政府采购质量提

出了更高要求。

二、电子政务的实施丰富

了政府采购的形式

电子政务本身是一个政务信息化

的平台，而政府采购就是其中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实践证明，许多国家

的电子政务恰恰也是把政府采购网络

化作为突破口，依托于电子政务框架

中的政府采购网络化是对传统政府采

购方式的重要补充。同时，由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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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具有资金来源的公共性、业务的

公开性、 公众的关注性、信息的广泛

性及交互性等特点，因而逐步实现政

府采购管理和业务网络化和自动化已

成为必然和可能。

其一，实现信息披露的网络化。
通过定点网站发布信息，包括有关的

政策法规、 招标信息、询价采购的信

息、 中标信息等内容，采购相关方可

以通过网络信息共享适时地获取所需

信息，掌握政府采购动态，而且可以

达到最大范围的告知，使尽可能多的

符合条件的供应商有机 会参与竞标 ，

增加了采购机关的可选择性。
其二，满足招投标资料填写的无

纸化。供应商在参加政府采购的招投

标活动中可以直接在网上通过相关的

电子政务界 面根据要求制作项目标

书，节省了相关成本，也符合现代政

府无纸化办公的理念。
其三，实 现支付结 算的网上运

行。通过网络银行的发展和国库集中

支付的 成熟 ，政府采购机构、 供应

商 、 用户之间的结算可以实现网络

化，减少了在途资金量，缩短了购买

周期。
其四 ，建立有效的评估体系。在

政府采购信息系统中使用先进的数据

管理技术，运用一些分析模型，对已

进行的政府采购数据进行搜集比较，

以此对供应商的资质和信用进行评

判。同时通过对政府采购实施跟踪反

馈，使用数据 采集 、 决策支持等技

术，管理部门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能比

较准确地掌握标讯发布的真实性、标

底设置的合理性等，发现政府采购工

作中待改进的地方并加以完善，为以

后的采购工作提供有效的借鉴。

三、电子政务的开发提升

了政府采购的公共认可度

政府采购被喻为 “阳光采购”，是

公共财政支出改革的组成部分，对于

贯彻政府政策意图 、 节约采购资金和

规范采购行为的意义已为理论界和实

际操作部门所认可。同时，政府采购

作为一 项公共政策，也需要得到社会

的关注和支持以及与采购有关方的信

任。电子政务在其中发挥着特殊的作

用。
其一，保护民族产业的 “国货优

先”原则在电子政务自身建设中最能

得到充分体现。《政府采购法》明确

规定政府采购应当采购本国的货物、

工程和服务。因此电子政务构建过程

中的政府采购首选国产 IT 产品很为

必要。如北京市政府软件正版化采购

招标工作中，包括操作系统、办公套

件、 防病毒软件等中标厂商全是国内

软件厂商，单是金山公司的中标额就

达到了1500万。究其原因，一方面，

电子政务是对政务工作的重要补充，

也是电子产品的特殊使用者，对信息

的安全性要求较高，尤其是一些敏感
部门还对保密等有特别的规定，使用

国产软件可以确保运行可靠和机密信

息不被窃取，防止潜在攻击者利用网

络站点对政府部门实施破坏；另一方

面，政府部门购买国产软件也是国际

上通行的做法，在发达国家，政府用

户占到所有软件用户的1/ 3以上。美

国明文规定，联邦政府在进行包括电

子政务在内的公共基建设施工程中必

须购买本国产品，日本和韩国政府也

通过大规模的政府采购使国产软件均

占到国内市场 50% 以上的份额。
其二，提高了政府采购的效率。

实现政府采购的网络化，缩短了采购

各方的时空距离，使之达到动态的互

动交流，达到最满意的采购效果。同

时，利用电子政务系统实现办公自动

化以后，除了必要的内部设置，政府

采购机关可以保持最低的工作人员人

数，政府采购很多步骤也可以利用计

算机快速完成，减少了大量不必要的

环节和由人工操作带来的麻烦，高效

与便捷将大大激发供应商参与政府采

购的积极性和提高政府采购的信誉。
其三，有利于保证政府采购的公

开、透明。利用系统的自身设计，通

过程序化、 规范化运行，可以防止采

购部门寻租行为和 “暗箱操作”，更

重要的是由于网络的开放性和共享性

特点，可以将政府采购活动置于最有

效的监督之下。一是公众利用登陆政

府采购网站了解政府采购的流程和方

法，增加对政府采购的认知；二是参

与投标的供应商可以随时就采购中出

现的一些问题向采购机构咨询和质

疑，及时杜绝采购过程中暴露的违规

操作；三是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可以跟

踪网上 采购的全过程，实现网上监

管，建立起即时的纠偏机制。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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