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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采购的过程中，为了规范

供应商的投标行为，维护政府采购秩

序，通常会对参与投标的供应商收取

一定数额的保证金作为责任担保，以

确保其不会撤标。投标保证金随投标

文件一同递交，包括现金、银行汇票、

支票等，因事关采购当事人的切身利

益，必须要对其进行妥善管理，若是

投标保证金设置标准不科学，不仅有

损政府的形象，同时也会使政府面对

诸多尴尬的问题。因此，为减少不必

要的质疑和投诉，做好政府采购中投

标保证金的管理十分重要。

（一）明确递交方式，强化到账

核实。投标保证金的缴纳方式是多种

多样的，为了能够实现更好的管理效

果，建议在投标开始前，按照统一规

定，将收缴到的保证金全部密封，并

且盖章递交，招标结束后，再当场开

启密封的投标保证金，同时多方联合

验审保证金的金额，对其中不符合规

定要求的中标者，保证金要没收，并

且要取消其中标资格，而符合相关要

求的中标者，保证金则会按照合同要

求，无息退回。此外，还应该对保证

金递交截止时间做出明确规定，如要

做出标注“投标保证金的缴纳以到采

购中心账户时间为准，请各投标人充

分估计，确保保证金及时到账，否则

风险自负。”这样可以避免后期出现

一些不必要的纠纷。政府采购部门也

应该及时对收缴的保证金做出核实，

同时提醒未及时到账的供应商尽快

递交保证金，避免其因此而痛失投标

机会。

（二）科学设定保证金数额。政府

采购中投标保证金管理，必须要设定

科学的保证金额数，不可过多，也不

可过少，若是投标保证金过高，会影

响投标人参与的积极性，若是保证金

过低，则不能对供应商的投标行为形

成很好的约束力。为此，政府采购部

门科学合理地设置投标保证金数额就

显得至为重要。《政府采购货物和服

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明确指出，“投

标保证金数额不得超过采购项目的百

分之一”，而《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

投标办法》中指出，“投标保证金不能

超过八十万元人民币”。对于此，笔者

建议依据采购项目的特点和性质，并

在法律的约束下，设置科学合理的保

证金金额数，从而更好地提升政府采

购部门投标保证金管理效果。

（三）以年金的方式规范投标保证

金的收退。随着政府采购规模日益扩

大，投标人也越来越多，有时在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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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活动中，收退的投标保证金就有

上千笔，这样一收一退的重复性工作，

不仅加重了政府采购部门的工作负

担，同时也使采购机构陷入到繁琐的

程序之中，并为投标人带来诸多资金

上的麻烦和不便。有鉴于此，在进行

投标保证金管理时，应以年金的方式

进行规范，即要求保证金缴纳的是一

个固定的数额，而不是缴纳规定报价

的一个百分数，同时在每年年初时进

行缴纳，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采购部

门集中与相应的商家签订缴纳协议，

而投标人在缴纳投标保证金后，只要

是在协议有效期内，就可以自由地参

加政府采购机构组织的任何投标项

目，不用再缴纳其他费用，而在期满

后，则可以按照相关的规定，退回保

证金，这样的投标保证金管理方式省

去了不必要的麻烦，可以有效提升政

府投标保证金管理效率。

（四）落实到实际工作中的管理

操作方式。在实际工作中，保证金收

取退还仍然很频繁，政府采购部门的

工作量大，效率低，对于投标密度很

大的投标人来说，要多次投标就需要

多次缴纳保证金，从而使在退还时发

生多退或退重的风险大大增加。虽然

年金方式能够简化这方面的程序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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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但全国没有统一的标准可以参考。

在现阶段实际执行中，一般传统的递

交方式还是银行转账比较普遍，如果

在财务管理软件中能加入追踪功能，

类似于上网搜索引擎的功能，对单笔

保证金收取时间、投标编号、项目或

单位名称等进行跟踪，在退还的环节

上输入将要退还的保证金信息则可以

清楚地看到这些投标人的历史收退记

录，从而大大节约查询时间，提高工

作效率，使保证金能及时退还。微信

支付、支付宝等方式也有待成为递交

保证金的途径，政府采购部门还要进

一步探讨。

（五）完善政府投标保证金法律法

规，加大监管处罚力度。投标保证金

的科学管理，是政府采购部门的重要

工作，并对政府的形象和信誉有直接

的影响，对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从

法律层面出发，完善政府投标保证金

法律法规，从而更好地提升监管效果。

首先，要通过立法的方式进行更好地

规范。如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法》

《招标投标法》，明确规定保证金的递

交方式、有效时间等，从而促使保证

金的管理走向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

其次，要强化对政府招标保证金的监

管。如专设监管部门，依照法律程序，

严格审核招标文件内容，同时检查采

购机构是否有健全的投标保证金内部

管理机制，要对其中的违法行为严厉

打击，对违规供应商除要给予罚款外，

还应将其列入不良名单之中，提升政

府采购部门的威慑力。

（作者单位：河北省廊坊市财政局）  

责任编辑  张小莉

我国于2019年10月20日向世界

贸易组织（WTO）提交了加入《政府

采购协定》（Government Procurement 

Agreement，GPA)第7份出价。这份出

价是我国加快加入GPA谈判进程的重

大举措，充分展现了我国扩大开放的

形象，表明了我国加入GPA的诚意和

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决心。

GPA由来

GPA是WTO框架下规范政府采

购市场开放的一项专项协定，主要规

定了加入谈判规则和加入后享有的

权利及承担的义务。加入GPA意味着

WTO成员在开放一般贸易市场后，再

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因此GPA有“小

WTO”之称，加入GPA被喻为“第二

次加入WTO”。

WTO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一样，

市场实行分类管理。其中，按照投资

和消费主体的不同，将以私人部门（包

括企业和居民）为投资和消费主体形

成的市场划分为社会市场，以公共部

门（包括政府和国有企业）为投资和

消费主体形成的市场划分为政府采购

市场。前者开放适用于WTO的一般贸

易规则，后者则适用于GPA。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采购市场

规模巨大，一般占GDP的15%—20%。

政府采购市场是国内市场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政府保护本国企业和产品，

扶持新兴产业的重要阵地，对社会投

资、生产和消费具有举足轻重的导向

作用。1947年关贸组织成立时，鉴于

政府采购是绝大多数国家保护本国企

业的重要政策工具，为避免阻力，有

意将政府采购予以排除。

政府采购市场保护是一把双刃

认识《政府采购协定》
张航

剑。出于保护本国产业发展的目的，

政府采购逐渐成为国际贸易中的非

关税壁垒，在限制外国产品和供应商

准入的同时，也阻碍了国内企业和产

品走出去。即使对于国内而言，政府

采购市场保护也是一把双刃剑，公共

机构享受不到外贸发展所带来的好

处，失去获得价廉物美的外国产品和

服务的机会，国内企业也会因过度保

护而妨碍自身竞争力的提升。政府采

购市场开放与否，关键要看自身市场

的发育程度和本国产业（企业）的国

际竞争力。上世纪70年代，欧美发达

国家产业逐渐成熟，国际竞争力日益

增强，国内市场趋向饱和，迫切希望

开拓海外市场。借投资贸易自由化契

机，1976年政府采购被纳入GATT东

京回合谈判议题，1979年达成了《政

府采购协定》，由关贸组织成员自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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