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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质量是衡量财政资金发挥效益的重要标尺。笔者
近几年对机关、事业单位等的政府采购项目进行了多次专项审
计，发现单位在政府采购和招投标过程中出现最多的问题集中
在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评审委员会三个方面，本文以此
入手进行分析并提出对策。

1  政府采购审计中发现的常见问题
一是采购人问题。采购人在政府采购中的主要职责是编制

政府采购预算、制定政府采购计划、拟定政府采购方式，确
定采购代理机构、实施采购活动等。在审计中发现采购人问题
主要有：工作程序不规范，工作标准不严格。比如为维护某
些个人或小集体利益，对代理机构要求、监督不严，涉嫌提
前指定中标人，限制排斥潜在供应商，出现采购程序倒置，项
目采购时间早于批准时间反映出的先实施采购后进行审批等。

合同签订及执行不规范。未按照采购文件签订采购合同，未
按照合同约定内容执行合同，签订的合同不符合有关制度规定，
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与招标文件不一致，实际验收时间与合同约
定不一致等。资金支付不规范。合同未执行就支付大额合同款甚
至全部合同款，支付事项未审批就付款，付款缺少凭证，支付金
额超出实际执行情况，未按照合同约定付款方式付款，资金支付
时间早于发票开具时间等。

档案材料不完善。项目归档材料缺失，归档材料漏签漏章，
归档材料不规范，缺少项目实施支撑材料，如图纸会审单位无施工
单位、监理单位相关人员签字，监理工程师签字字迹不一致等。

除以上外，还存在着工程项目变更缺少依据，工程项目管理
不到位，项目进度缓慢，项目拦标价依据不充分，在工程项目申
报前，未进行施工图纸设计便编制了工程造价，决算书中的设备
数量与投标文件不一致，没有变更记录等。

二是采购代理机构问题。采购代理机构在政府采购中的主要
职责是按照代理范围，和采购人签订代理协议，具体组织实施采
购活动。在审计实践中代理机构问题主要是履责不严，使采购程
序执行不规范，导致采购结果不公正。如部分采购代理机构在资
格审查阶段未对投标供应商提交的资格材料认真审核，未对投标
供应商是否存在关联进行认真审查，一些项目的投标单位存在同
一股东、注册地址相同、控股、管理关系，应该取消投标资格未
取消。还有的采购代理机构编制的招标文件违背有关政策、公告
公示的时间不符合规定等。

三是评标委员会问题。评标委员会是依法组建承担评标的临
时性评审组织，遵循客观、公平、公正、择优的原则，负责招标
采购的评标，向采购人推荐中标候选人。在审计实践中评标委员
会问题主要是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评审阶段应予废标的未废
标或评分不客观，导致涉嫌围标串标。对审计中发现的以上问
题，单位一方面应按照审计意见和问题性质积极整改，另一方面
分析问题产生原因，为改进工作制定切实可行措施。

2  问题产生原因分析
一是认识不足，重视不够。部分单位和个人没有认识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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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采购工作的严肃性，不能站到遵法、守法的高度开展工作，存
在侥幸心理。二是政府采购工作机制不健全。部分单位政府采购
人员配备不足，或是频繁更换工作人员，导致工作人员对政府采
购政策掌握和执行不到位；有些单位采购制度不完善，风险防控
意识不强，对政府采购工作缺乏有效监督和约束机制。三是政府
采购人员水平不高、责任心不强。表现在专业知识匮乏，在预算
编制、招标文件拟定、合同履行等方面不能做到严格审核，认真
把关。四是对采购代理机构的监管不到位。从审计实践看，基本
上是代理的项目数量越多的代理机构，审计发现的问题数量越
多。采购单位过于依赖采购代理机构，对代理机构缺乏高标准要
求和严格监督，不能及时发现代理机构的问题和漏洞。部分采购
代理机构执行项目不严格，存在程序漏洞，影响中标结果。五是
评标过程不规范。一些政府采购专家库中部分专业的人员数量偏
少，部分特殊的项目，找不到真正的专家，只能从相近专业进行
抽取。一些评委打分具有倾向性，一旦个别专家打分偏高或偏
低，将直接左右到投标单位的中标概率。个别专家业务不熟，专
业不精、缺乏责任感，不能科学、公正地评标。

3  提高政府采购管理质量的对策
分析问题，提出对策，目的是提高政府采购管理质量。一

是要加强政府采购风险防控制度建设。开展政府采购“解剖式排
查”，针对各个环节、各个节点存在的风险隐患，研究制定完善内控
管理各项制度的相关要求，从制度设计和流程监管上解决问题，同
时单位要对审计问题开展“回头看”，举一反三，查漏补缺，完善制
度，加强监管。二是加强对第三方服务机构的监管。集中组织选取
采购代理、评估、工程设计、工程监理、造价咨询、合同验收等第
三方服务机构，采取措施加强对第三方机构的监督、制作工作标准、
规范工作程序，建立监督机制。三是加强政府采购人员业务培训。邀
请财政、审计、专业第三方机构等有关行业专家对政府采购工作人
员进行业务培训，增强工作人员业务能力，提升单位政府采购和招
投标工作管理水平。四是加强政府信息化系统建设。尽快启用政府
采购信息管理系统，利用网上审批平台和数据库，对政府采购和招
投标项目进行预算编制审核、组织程序审批、实施过程监管等全方
位管理。五是加强对评标委员会的监督。凡发现评标委员会的专家
出现履职不尽责、评审有漏洞等情况，一律上报监管部门，加大监
控、监管力度。单位定期聘请第三方机构，对政府采购和招投标项
目进行专业审计，对屡审屡犯的评标专家、工作人员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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