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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消费视角的政府采购政策创新的探究

陈建锋

北京市监察委员会蟒山留置保障中心　北京　102299

摘　要：在现代经济活动中，消费被视为现代经济的三大支柱之一。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它直接影响到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由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构成的社会生产循环中，消费被视为最终的需求。伴

随着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在当前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政府已经成为了现下市场经济中的一个特殊消费者群体。随着政府

采购规模和金额的持续增长，其在市场调控、生产激励和创新推动等方面的作用变得尤为关键。本文将针对这一问题进行

研究分析，简单介绍政府采购政策的内容概念和发展历程，结合时下社会背景，对政府采购政策创新提供推动措施建议，

以供相关从业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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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些年来，我国在社会进步和科技创新方面经历了一个

快速发展的时期，并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这不仅是因为我国在科技研究领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

力资源，还与政府在采购活动中为自主创新制定的政策体系

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来看，扩大内需、

刺激消费无疑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最关键的因素之一。不管

是强调高质量发展的创新观念，还是强调建立流畅的国内循

环的新的发展模式，都与刺激内部需求和消费息息相关。政

府采购作为我国市场经济的重要部分，其对市场发展的推动

作用更是尤其关键。因此未来政府采购政策创新的发展方向

需要进行合理的规划和展望，对政府采购政策提出合理的建

议和对策。

1. 政府采购政策概述

政府采购是管理财政开支的制度性措施，而政府采购

的策略是这些政策的一个核心组成。2018 年在习近平总书

记的主持带领下，经过审议通过了《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

方案》，该方案明确指出，需要加速构建一个采购主体职责

明确、政策功能全面、法律体系健全以及技术支持先进的现

代政府采购体系。在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为了加强预算管

理改革而引进了政府采购制度这一管理手段，这个制度被认

为是支出管理改革中的核心部分。《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性改

革计划》视“政策功能齐全”为现代政府采购制度的关键要

素，并指出了为加强政府采购的政策功能需要的具体措施，

旨在更加有效地支撑经济和社会的进步。我国目前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九条明确指出，政府的采购行为

应助力实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如对环境保护、支

援不发达以及支持少数民族区域、并助力中小型企业成长等

方面。这为政策的功能性实施提供了稳固的法律支撑。

在前述的结构中，财政部领导并与各个行业和领域的

管理部门合作，为实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逐步推

出了众多的政府采购策略。从政策内容来看，主要涉及以下

几个层面。这些建议的政策主要可以划分为两大类：首先是

针对特定群体的支持政策，例如针对中小型企业、残障人士

福利公司以及贫困地区的援助；二是为改善民生服务的政策

措施，例如，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给予补贴、提供免费教

育培训等。其次，国家鼓励在产业发展上的各种支持政策，

例如，鼓励产品的创新和节能环保产品的发展等。

2. 政府采购政策系统发展历程

从新中国诞生至今，我国的科技创新过程面临诸多挑战

和困难。伴随着我国在科技和社会方面的稳步发展，2006 年，

我国颁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

2020 年）》。此纲要明确了政府采购在推动自主创新、产

业进化和科技进步中所具有的关键角色。之后，我国陆续推

出了若干相关政策和法律规定，确保政府的采购过程能在科

技创新方面发挥更大的推动和激励作用。但是，鉴于我国目

前的学术理论发展明显受到了滞后的影响，并且相关的研究

起步相对较晚，这导致从 2010 年起，我国进入了一个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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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不明确状态。这主要反映在我国的政府采购策略过于明

确目标，过于侧重于指导和调节，造成了部分领域技术与自

主创新的快速进步，同时也对其他领域的创新产生了障碍 [1]。

3. 政府采购政策创新推动措施

3.1 优化自主创新产品认定政策

在政府采购的主导下，自主创新产品的认定政策构成

了自主创新政策体系的核心。这意味着，为了通过政府采购

推动自主创新技术的进步，需要清晰明确哪些产品应被视为

自主创新的产品。此前，我国政策通常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创新产品定义为自主创新产品，这种定义相对片面。从

WTO 的视角看，这种定义带有一定的歧视意味。因此，我

国的政府采购政策在西方发达国家看来总是受到不满和批

评。为了更好地推进科技进步并避免科技歧视，可以将自主

创新产品的认定标准从单一的自主知识产权改为专利等知

识产权或使用权，即使这些产品只具备使用权，但如果已经

进行了创新，也可以将其纳入创新产品的认定中，这样可以

扩大创新产品的认定范围，更有益于促进更多类型的科学技

术共同发展。

3.2 发挥采购人员的主体作用

政府采购政策的有效实施依赖于政府采购参与方，尤

其是采购方，采购人员需要对政策内涵和目的有全面而深刻

的认识，并在政府采购活动中进行全面的执行。首先是要加

强内部控制管理，根据“谁采购谁负责”的准则，进一步加

强采购人员的内部控制和绩效管理。其次是加强宣传工作和

培训活动，为采购人员提供更好的指导，针对他们面临的关

键和困难问题给予及时的回应和解决，以提升他们在政策执

行方面的实际能力。同时也要加强信息的透明度，将政府采

购政策的实施情况公布在公众的监督之下，迫使采购人员和

相关机构人员自觉实施相关的政府采购政策，并加强对政府

采购政策落实情况的考核工作。

3.3 构建电子化交易平台

加强“互联网 + 政府采购”的构建力度，利用互联网

技术完成信息的深度挖掘和分析工作，以便及时对政府采购

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分析。对于那些未按照政策执行的

采购文件、评审因素、预留的份额以及合同签订未达到规定

比例的问题，可以采用红黄灯预警机制来加强实时监控和自

动预警，从而为政府采购监管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持服务，实

现政府采购过程的透明化和监管的穿透化 [2]。将政府的采购

信息进行整理，把政府采购信息视为一项宝贵的资源，并致

力于构建其电子化交易平台。这不仅消除了信息的障碍和孤

立，还提高了企业参与政府采购的便利性。

3.4 首购与订购政策完善

首购和订购工作对于创新产品而言，能够在某种程度

上将其因上市所带来的风险进行转移。从核心技术到实用功

能，这些创新产品都展现出了独特的创新之处。尤其是部分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新产品，它们经历了质的转变 [4]。但由

于缺乏实践经验作为参考，创新产品企业面临着相当大的风

险。政府可以通过制定并完善首购和订购政策，将这类风险

转嫁到国家层面。这种策略的优势在于国家在风险管理和应

对方面具有更高的能力，不仅确保了企业的创新激情，还避

免了市场竞争导致部分创新产品被淘汰埋没的情况出现，从

而推动科技的不断进步。

3.5 大力支持自主创新技术标准政策

当前国际上通行的几种主要技术标准均为他国所掌握，

其与 WTO 公平竞争原则虽然基本保持一致，但在专利的开

发与技术提升等方面，仍让其他国家拥有大规模的垄断优

势，保证其科技型企业的积极发展 [5]。因此，我国应提高自

己自主创新技术标准，大力支持自主创新技术标准的发展，

伴随着我国科学技术与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相信带有中国

标签的技术标准将会逐步得到国际认可，继而促进我国技术

的创新与发展 [6]。

4. 结语

综上所述，政府采购这一行为对于市场经济的刺激作

用是尤为显著的，其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消费行为，而是牵

扯到多方利益和经济发展。因此政府采购政策需要有更完善

的更创新的政策措施，助力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本文将我国

政府采购系统的基本情况和发展历程进行了分析梳理，明确

了政府采购政策创新推动措施建议。政府采购的政策完善为

科技技术创新和社会经济发展等诸多领域工作都提供了强

有力的支持，有显著的发展优化价值。

参考文献

[1] 苟学珍 . 促进科技自主创新的政府采购政策：两难

困境及法治统合——《政府采购协定》(GPA) 视角 [J]. 科技

进步与对策 ,2021,38(16):101-108.

[2] 孙薇 , 叶初升 . 政府采购何以牵动企业创新——兼

论需求侧政策“拉力”与供给侧政策“推力”的协同 [J]. 中



科研管理
2023 年 5卷 12 期

61    

国工业经济 ,2023,(01):95-113.

[3] 王喜凤 . 政府采购政策功能探析 [J]. 农村经济与科

技 ,2021,32(20):265-267.

[4] 科技助力政策赋能创新监管持续深化政府采购制

度改革 [J]. 中国政府采购 ,2023,(08):38-41.

[5] 叶银丹 . 财政支持科技创新的国际实践与对策建议

[J]. 金融纵横 ,2021,(10):68-72.

[6] 王 小 黎 , 刘 文 澜 , 刘 云 , 等 . 中 国 政 府 采 购 促 进

科技创新政策的组织管理机制及国际比较 [J]. 科技管理研

究 ,2022,42(19):26-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