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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绿色采购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政府绿色采购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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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并强调绿色发

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

生产力。政府采购是财政在需求侧加强宏观调控的

重要抓手，通过组织政府绿色采购，政府机关、事业

单位以及其他组织使用财政资金优先购买绿色低碳

产品助力“双碳”目标实现，一方面能够正向发挥政

府采购促进科技创新、节能环保的政策功能，另一

方面也能够倒逼企业实现绿色技术创新，加大对节

能环保技术的研发投入，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政府绿色采购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机理

新质生产力发展，本质仍是生产力，发展仍需

围绕政治经济学中定义的劳动者、劳动对象以及劳

动资料这三大要素推进。政府绿色采购作为需求侧

导向的财政政策工具，能够分别从扩大创新型人才

队伍、催生发展新业态以及拉动技术绿色创新等机

制影响生产力三大要素。

（一）劳动者 ：政府绿色采购推动高质量创新人

才发展。从劳动者的角度来看，新质生产力的提出

为未来人才发展指明了方向。新质生产力的第一要

素是更高素质的劳动者。新质生产力对劳动者的专

业知识和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施政府绿色采

购，一方面，对于采购方而言，绿色采购需要具有技

术前瞻眼光能够制定科学绿色采购需求标准的专业

人才，一般需要对产品的节能环保要求以及专业技

术现状和发展有充分的了解，才能在具体工作中精

准高效把控绿色采购的范围及程度 ；另一方面，政

府绿色采购传导到企业端，推动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不仅仅是资本投入，在劳动力上也会加大对高科技、

环保专业的创新性人才的吸引力度，以提高对科技

创新特别是绿色创新技术的研发，推动新质生产力

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还会引导政府采购代理机构、

咨询机构等专业机构对这类人才的吸引。因此，无

论是从需求端（采购人），还是从供给端（供应商），

抑或第三方机构的角度看，政府绿色采购对人才的

需求最终会传导至人才市场，从而推动创新型人才

发展，构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力军。

（二）劳动对象 ：政府绿色采购催生发展新业态。

劳动对象是生产活动的前提，科技创新将劳动对象

的广度不断延伸、深度不断拓展，其种类和形态大

大丰富。发展新质生产力，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就

是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进一步拓

展劳动对象的范围。政府绿色采购的对象与政府采

购一致，包含货物、工程和服务，这三类也基本与生

产活动的劳动对象一致。实施政府绿色采购，采购

对象在原有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基础上，聚焦于

绿色，不仅对节能环保提出了要求，更是对企业乃

至产业方面的产品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企业以

节能环保为导向进行技术上的研发创新，在此过程

中，会源源不断地催生出发展新业态，开辟生产活

动的新领域，拓宽生产活动未来发展赛道。

（三）劳动资料 ：政府绿色采购拉动企业高科技

技术绿色创新。从劳动资料的角度看，新质生产力

与传统生产力区别的显著标志是生产工具的科技属

性。算力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从传统工具机、控制系统等到嵌入式传感器、高性

能服务器、5G 基站等新质劳动资料，新型、高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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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设施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有力支撑。政府绿

色采购通过对大数据、大算力基础设施的需求，一

方面能够发挥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功

能，促进企业向数字经济迈进 ；另一方面，政府绿

色采购需求标准的提出，为企业规划了清晰的技术

创新发展方向，即在科技创新基础上，进一步融合

绿色发展理念，促进企业实现技术层面的高科技绿

色创新。企业污染减排高效、高质成为政府绿色采

购市场中各企业竞争的一大关键性因素。

政府绿色采购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践

（一）中央层面。我国涉及政府绿色采购的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呈现分散化的特点，政府绿色采

购在政府采购相关法律以及环境保护相关法律中均

有提及。

在法律法规层面，2003 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采购法》规定“政府采购应当有助于实现

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目标，包括保护环境，

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中小企业发

展等”。同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

法》也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优先采购节能、节水、

废物再生利用等有利于环境与资源保护的产品”。

2014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规定

“国家采取财政、税收、价格、政府采购等方面的政

策和措施，鼓励和支持环境保护技术装备、资源综

合利用和环境服务等环境保护产业的发展”。2015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

进一步规范政府绿色采购，即“通过制定采购需求

标准、预留采购份额、价格评审优惠、优先采购等措

施，实现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

数民族地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等目标”。2018 年修

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规定“公共机构

采购用能产品、设备，应当优先采购列入节能产品、

设备政府采购名录中的产品、设备。禁止采购国家

明令淘汰的用能产品、设备”。同年修订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也对政府采购促进循环

经济发展作出要求，即“国家实行有利于循环经济

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使用财政性资金进行采购的，

应当优先采购节能、节水、节材和有利于保护环境

的产品及再生产品”。

在规范性文件方面，2004 年，财政部、国家发

改委联合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强调

采购节能产品对保护环境的重要意义，并从国家认

可的节能产品认证机构认证的节能产品中按类别确

定实行政府采购的范围，以“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

单”的形式公布。2006 年，财政部、环保总局出台的

《关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实施的意见》建立了

以清单为基础的优先采购制度。2007 年，国务院办

公厅发布《关于建立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制度的

通知》进一步建立了强制采购制度。2019 年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与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

《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

执行机制的通知》，对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实施

品目清单管理，并依据品目清单和认证证书实施政

府优先采购和强制采购，加大绿色采购力度。2020

年，财政部办公厅、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和国家邮政

局办公室联合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

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对包

装的环保性作出了要求，在需求侧引导供应商使用

环保包装。2020 年，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

布《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

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在政府采购工程中积极推广

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应用，并要求积极应用装配式、

智能化等新型建筑工业化建造方式，引导产业端进

行技术改造升级，带动建材产业转型升级。2023 年

3 月，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出台《绿

色数据中心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对数据中

心作出了环保性要求，数据中心相关的设备和服务

应当优先选用新能源、液冷、分布式供电、模块化机

房等高效方案。同年 12 月，财政部同工业和信息化

部印发了包括通用服务器、一体式计算机等在内的

7 类信息化类采购对象的政府采购需求标准，对其

中与环保相关的能耗要求也作出了规定。2024 年，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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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的意见》，强调建立政府绿色采购需求标准，将

更多符合条件的再生材料和产品纳入政府绿色采购

范围。

（二）地方特色做法。从各地政府采购实践来

看，部分省市特别强调通过政府绿色采购促进绿色

创新，在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进行探索。如江

苏省在交通出行领域以绿色采购促进新能源汽车产

业发展，委托省政采中心组织开展全省新能源公务

用车框架协议采购，加大新能源汽车供给。陕西省

依托省政府采购电子卖场搭建绿色产品库，对计算

机设备、办公设备、办公电器等产品，加挂“节能”

和“环境标志”标识，推进落实节能和环保产品强制

或者优先采购政策。湖北省要求采购人在采购需求

中可以提出更高的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要求，对符

合条件的获证产品给予优先待遇，以推动企业在生

产端加大对绿色创新技术的投入。山东省青岛市聚

焦绿色建材政府采购需求标准，并重点推广高强度

钢筋、高性能混凝土等绿色建材，打造绿色建材交

易监管平台，实现全链条贯通、全过程可追溯，工程

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绿色建材采购全数字化管控。

政府绿色采购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现实问题

（一）政府绿色采购制度框架缺乏系统性和灵活

性。从当前我国政府绿色采购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

规范性文件来看，法律法规体系建设相对不完备，

目前虽已经出台一些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但内

容多为原则性规定，着重突出引导性，缺少具体可

行的系统性实施方案。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中，品

目清单内容的更新也相对滞后。

（二）政府绿色采购专业人才缺失。政府采购工

作开展多依赖部门工作人员，但相关人员在绿色采

购方面往往缺乏专业知识，在开展采购过程中，仅

仅是执行程序，缺少对绿色采购的专业化判断，如

招标文件中对投标人投标的要求规定模糊，对绿色

产品性能要求等缺乏前瞻性，降低了政府绿色采购

的专业性，无法更好发挥政府绿色采购促进新质生

产力发展的作用。

（三）政府绿色采购范围仍然较窄。2022 年我国

政府采购节能环保产品规模为 1368 亿元，仅占全部

政府采购规模的 3.9%。政府绿色采购范围较窄，采

购规模较小，未能充分发挥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

作用。

（四）政府绿色采购与其他政策间的协同不足。

政府绿色采购不单单是采购绿色产品，从促进新质

生产力的角度而言，其更深层次的逻辑是通过采购

绿色产品，促进企业在技术上的绿色创新，以发挥

节能环保的政策功能。因此，政府绿色采购与企业

技术创新是密切相关的。但从采购实际来看，采购

人在采购时往往仅以完成绿色采购工作为目标导

向，对于绿色采购与节能环保、技术创新等政策之

间协同作用的发挥考虑较少，绿色采购政策功能发

挥不足。

（五）数据要素在需求标准制定中运用不足。从

当前政府绿色采购实践来看，对大数据的运用程度

不足，更多停留在大数据平台监管层面，未能充分

发掘大数据价值，如未能根据历史数据、相关行业

发展趋势等对未来绿色采购标准进行预测。对数据

发掘不够，也会造成需求标准的制定不能完全与时

俱进，更无法实现创新引领。

以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为引领完善政府绿色采购

制度

（一）完善政府绿色采购制度框架，形成政府

绿色采购系统性规范。政府绿色采购内容由于涉及

环境保护标准的界定，相对比较复杂，构建系统性

制度框架（如制定单独的绿色采购法）更显必要，

以便为政府绿色采购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奠定制

度根基。

（二）加强政府绿色采购人才队伍建设，促进绿

色采购工作落地落实。一方面，采购人要持续吸纳

节能环保、科技相关专业的人才加入到政府绿色采

购工作中，并加强专业培训，以提高政府绿色采购

工作队伍的整体素质。另一方面，要加大政府绿色

采购的宣传力度，引导供应商重视政府绿色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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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对绿色创新人才的引进力度。

（三）扩大政府绿色采购范围，促进政府绿色采

购提质增效。从当前政府绿色采购范围来看，仅有

节能环保品目清单、绿色建材、商品和快递包装需

求标准、绿色数据中心需求标准等部分专门强调政

府绿色采购的文件，政府绿色采购范围仍需进一步

扩大，并要在多行业、多产业上推进政府绿色采购

需求标准建设，且在未来制定需求标准时，对节能

环保的要求可进一步细化，推动企业更有针对性地

从需求侧发力，加大对绿色创新型技术的研发投入，

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四）强化政府绿色采购政策协同，发挥政策最

大合力。未来政府绿色采购需要在政策设计时将绿

色与技术创新紧密结合，以“创新 + 绿色”理念编制

采购预算、提出采购需求、加强采购需求管理、加强

政府采购合同管理以及进行政府采购政策绩效评价

等，最大化发挥政府采购的乘数效应和政策叠加效

应，引导政府绿色采购从技术成熟的“现货”向未来

绿色产业“期货”转变，更好发挥政府采购对创新的

撬动作用。

（五）加强大数据手段赋能绿色采购，建立动

态调整需求标准机制。通过大数据手段，对采购人

的采购需求进行科学的测算度量，根据历史积累的

大数据库和行业发展大数据库分析确定采购需求。

推进建立动态需求标准机制，通过大数据实时收集

各采购主体对采购需求的反馈，精准、及时地调整

政府采购需求标准，使需求标准的制定更加科学合

理，更好发挥政府绿色采购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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