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优惠政策，节省采购成本。对于大型采购项目，通过媒体进

行公告，扩大政府采购的知名度，激发供应商的参与意识，

从而解决供应上的不足和提高采购产品的质量。

——实行国库集中支付，解决资金难的问题。设立政府

采购专项资金专户，专门用于政府单位购买物品的资金支

付。在支付过程中，对采购单位资金不能按时到位，政府采

购办（中心）可尝试实行集中采购、分期付款的原则。政府

作为市场最大买家，在供应商的心目中地位至高无上，实行

集中采购后，对有些采购单位暂时无采购资金的，依靠采购

办（中心）的分期付款原则，采购单位可以在资金上得以缓

解，享受政府采购带来的好处。采购办（中心）可以向财政

申请流动资金，对那些急需采购但暂时没有资金的采购单

位，采购办（中心）还可以先行垫付，然后委托财政部门通

过预算分月和分季将资金逐步扣还并转划到采购办（中心）

的采购资金专户。同时，坚决杜绝自行采购，这样可以有效

地避免采购过程中的暗箱操作、得回扣的问题，使有限的资

金花在刀刃上，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及早“分家”，解决管理和执行部门之间的矛盾。
各县（市）采购办都应按照管理职能与采购职能相分离的原

则，建立和健全政府采购管理体系和监督制约机制。采购办

主要管资金、政策、管理和招标、定点采购的具体工作；采

购中心则专司集中采购事宜。两部门各司其职，确保政府

采购工作健康发展。
（作者单位：财政部信息网络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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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2006年全国政府采购工作

将以 “十一五规划”和中央纪委再次提出的深化和健全政

府采购制度要求为契机，做好以下六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促进政府采购规模再创新高。重点是将中央和省

级补助专款、国债资金项目、公共工程以及中小学教材等关

系广大群众利益的项目纳入政府采购范围。要继续做好政

府集中采购工作，严格集中采购目录的执行，大力推行政府

采购协议供货和定点采购，把政府集中采购项目作深作细。

加强分散采购管理，扩大政府采购制度的约束范围。全面推

进中央单位政府采购制度改革，规范部门集中采购。力争全

年政府采购规模达到 3000亿元。

二是注重研究和运用政府采购政策工具。在继续实施

政府采购节能产品和无线局域网产品政策的基础上，研究

发挥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领域和思路，研究制定优先采购

环保型产品、国产自主创新产品的政策措施，并在部分行业

或产品领域有所实施和突破。要结合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

规划，研究政府采购激励自主创新配套措施的具体操作办

法，为全面启动和实施创造条件。继续研究制定政府采购国

货认定标准，为落实购买国货政策提供依据。

三是继续推进规范化管理工作。积极参与《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的研究制定工作，抓好规章制度

体系建设，出台相关制度办法；加大政府采购工作中信息发

布、采购评审、专家管理、代理机构资格认定和供应商投诉

处理等重要工作环节的规范化管理力度；做好集中采购、非

招标采购、协议供货、采购方式申报审批等行为的规范化管

理。与有关部门进行沟通合作，逐步形成公共工程实行政府

采购规范化管理的模式。

四是积极研究探索电子化政府采购。研究制定我国电

子化政府采购发展规划，起草管理和实施办法，设计全国统

一的政府采购系统平台，并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进行相关

项目试点。研究建立政府采购管理与国库支付系统衔接的

约束机制，切实提高政府采购管理水平和资金使用效益。

五是加大惩治腐败和监督检查工作力度。重点治理商

业贿赂等突出问题。要继续完善监督检查工作，建立专项检

查、定期检查和日常管理监督相结合机制，完善集中采购机

构考核工作。各级财政部门要联合审计、监察部门，集中力

量对政府采购法实施情况进行一次全国性专项检查，对政

府采购制度改革工作中一些违规违纪行为严加处理。

六是加强政府采购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合作。认真组织

研究 W TO 政府采购的国际规则和相关政策，于2006年上

半年开展技术性磋商活动。加强双边、区域和多边框架下的

国际交流与合作，继续参与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

织、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等国际组织框架下有关政府采购

的磋商和研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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