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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答题账”：坚守初心，解民所盼

面对新时代的“赶考”，中央部门强化责任，以钉

钉子的精神，在决算公开中逐步打造出人民看得到、

读得懂、能监督的“阳光账本”，让人民评阅，充分保障

了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体现

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

中央部门决算不仅仅反映部门所有收入支出情

况，同时还反映其履行职能情况以及贯彻落实党和国

家重大方针政策情况，反映其回应民众关切、为民办

实事的情况。十一年来，中央部门持续深化和创新决

算公开，以规范透明为己任，在推进政务公开的道路

上，始终不忘回应社会关切，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

全方位了解民意，自觉接受社会和舆论监督，赢得了

民心，走在了时代前列，取得了显著成效。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工作的相关改进和完善总是围

绕群众关切，与民众所需保持步调一致。从 2016 年首

次组织专家学者、新闻媒体和部分中央部门“面对面”

交流决算工作，到回应舆情、释疑解惑机制的建立健

全，离不开“共建共治共享”的改革初衷。2020 年，中

央部门按照预算会计和财务会计“平行记账”核算的规

定，首次以预算会计核算生成的数据编报 2019 年度部

门决算并予以公开，更加准确完整地反映预算执行结

果，将中央部门决算公开的便民化和专业化融于一体。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时期，财政部会同中

央部门迎难而上、创新方法，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统筹疫情防控和业务工作开展，攻坚克难，

确保决算编审、草案呈报、决算批复等工作顺利完成，

筑牢决算公开基础，不间断地如期公开中央部门决算

和预算绩效。

在后疫情时代，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制度的坚守和

创新，对于完善我国现代财政制度、提高财政资源利

用效率意义重大，而且也是提升大国治理软实力的一

道“必答题”。唯有牢牢站稳人民立场，坚守初心，解民

所盼，才能呈上一本让人民满意的、经得起历史和时

代检验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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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推进加入GPA谈判
扩大政府采购对外开放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 WTO 研究院｜屠新泉

与私人采购相比，政府采购的一个根本特征在于

它是利用公共资金来满足政府的消费和投资需求，这

也从政治上决定了政府采购往往天然地偏好本地或本

国企业，因为它们是公共资金的主要来源。但从经济

角度看，这种本地偏好又必然会抑制竞争并导致一定

的效率损失。因此，政府采购制度必须在政治和经济

考量之间寻找一个适当的平衡。从国际规则来看，在

GATT（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关 税 及

贸易总协定）初期，政府采购作为一种例外而不适用

国民待遇原则，即各国有权在政府采购中歧视外国商

品。但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深入，各国对政府采购市场

开放的呼声越来越大，并在 1979 年达成了第一个《政

府采购协议》（GPA）。经过多次更新和扩展，WTO 于

2014 年生效最新版的《政府采购协议》。但和其他多边

协议不同的是，GPA 是一个诸边协议，即仅对签署该

协议的 WTO 成员有效，且不是每个 WTO 成员必须参

加。目前共有 48 个 WTO 成员参加了该协议，有 12 个

成员正在谈判加入该协议。GPA 通过将国民待遇原则

重新适用于政府采购，以及建立一系列确保公开、公

平、透明的政府采购程序的规则，使得参加方之间的

相当部分政府采购彼此开放，并将各国政府采购制度

置于一个基本的国际规则框架之下，对提高各参加方

政府采购市场的开放性、竞争性和公平性发挥了重要

作用。

在我国加入 WTO 谈判过程中，部分成员要求我

国同时加入 GPA，但考虑到当时我国尚未建立规范的

政府采购制度，我国并未承诺加入 GPA，而是承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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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推进加入GPA谈判
扩大政府采购对外开放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 WTO 研究院｜屠新泉

加入 WTO 之后尽快启动加入

GPA 的 谈 判。在 2003 年 我 国

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采购法》之后，我国政府采

购 市 场 快 速 发 展，2007 年 全

国政府采购规模达 4660 亿元，

是 2001 年 651 亿 元 的 7 倍。在

GPA 参加方的强烈要求下，同

时也是考虑到我国履行入世承

诺和推动政府采购市场改革开

放 的 需 要，我 国 于 2007 年 12

月 28 日提交了加入 WTO《政府

采购协议》（GPA）的申请书和

初步出价清单，自此开启了我

国政府采购市场国际化的步伐。

我国政府对加入 GPA 谈判高度重视，并付出了巨

大努力。国务院决定由财政部负责加入 GPA 谈判准备

和谈判工作，并成立了由财政部牵头 15 个部委组成的

加入 GPA 研究工作组。2013 年国务院又成立了 24 个

部门组成的加入 GPA 谈判领导小组，由副总理担任组

长。2018 年，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

上宣布，我国将加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

定》（GPA）进程。这是 2007 年启动加入 GPA 谈判以来，

我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就此正式表态，将我国加入 GPA

谈判进程推动到一个新的阶段。自 2007 年 12 月的首份

出价之后，我国又分别于 2010 年 7 月、2011 年 11 月、

2012 年 12 月、2013 年 12 月、2014 年 12 月和 2019 年 10

月提交六份修改出价。每一次出价与之前相比都有显

著的进步，特别是最新的第七次出价首次列入军事部

门，增加了 7 个省，出价范围涵盖了 26 个省和直辖市，

新增了 16 家国有企业和 36 所地方高校。同时增列了

服务项目，调整了例外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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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我国也在不断推进政府采

购制度的改革与完善，2014 年修正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采购法》，2015 年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

购法实施条例》，2017 年修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

投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

一系列规章制度的调整使得我国的政府采购制度更

加符合国际规范，为加入 GPA 做好了充分的国内制度

准备。

当前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使得经济全

球化和多边贸易体制面临挑战。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

发展中国家，已经一再声明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

维护全球化。在 WTO 多哈回合谈判长期停滞、其他新

议题难以形成共识的情况下，GPA 是当前 WTO 体制中

为数不多的运行较好、仍处于健康发展中的诸边协定，

近年还吸收多个新参加方，而且近期达成的自由贸易

协定（FTA）大都参照 GPA 制定了政府采购规则。这都

表明政府采购市场的开放得到了众多 WTO 成员的支

持，已经成为经济一体化的重要领域。因此，我国加快

加入 GPA 进程，正是以实际行动表明对全球化和 WTO

的支持。尽管加入 GPA 仍然面临许多体制性、技术性

的现实困难，但只要坚定加快改革开放的决心、勇于担

当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责任，我国将能够按照习近平     

主席的指示，尽快完成加入 GPA 谈判，扩大我国政府

采购市场的开放，完善政府采购制度，同时为多边贸

易体制的稳定和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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