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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形势回顾与展望 ·

编者按:随着 2004年过去 ,2005年的到来 ,国际形势在过去一年中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在新的

一年里又将会有什么样的发展趋势 ,这正是研究国际问题的专家学者所关注的事情 。为此 ,本刊编

辑部邀请我院几位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专家教授 ,就几个相关的问题撰写了 6篇短论 ,从不同方面

对国际形势进行回顾与展望。

入世三年回首我国政府采购的开放

与国际公共经济一体化

刘　慧
(国际关系学院 , 北京 10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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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经济是任何国家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一

部分 ,它平均占世界经济的 1/8。自从我国实行积极

的财政政策 ,公共经济就成为推动国内建设的重要力

量 ,为近几年我国的经济的快速发展做了重大贡献。

公共经济的一项重要行为即政府采购。作为一项贸

易手段 ,它成为世界贸易组织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

我国在三年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承诺 ,要在入世后

尽快开始加入《政府采购协议》的谈判 ,这说明 ,我们

将在发展中国家的大国中带头开放政府采购市场 ,使

我国的公共市场融入世界公共市场之中。

2001年 12月 11 日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至

今 ,我国在履行承诺方面取得巨大进展 ,世界贸易组

织总干事和其他成员方对此都给予了充分肯定。与

此同时 ,我国的政府采购无论是制度建设还是市场

扩张可以用“飞速发展”四个字来形容。据财政部国

库司统计 ,2001至 2003年 ,政府采购规模从 653亿

元人民币增加到 1659亿元 ,每年递增近 100 %。我

国接连颁布了《政府采购法》和一系列有关政府采购

的细则和规章 ,制度建设在短短的几年间不仅从无

到有 ,而且大量地借鉴了世界各国经验与国际惯例 ,

可以说 ,我国的公共经济与世界公共市场的距离越

来越近 。

一 、我国政府采购市场的

发展备受全世界关注

　　我国政府部门经济发展速度之迅猛 ,不但成为

国内经济行业发展之最 ,而且 ,也成为国际公共经济

市场发展最快的地区。具体从财政支出和基本建设

两个方面反应出来:

1.用于政府采购的财政支出迅速增长

近几年 ,我国财政支出一直以 20%左右的速度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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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用于进行政府采购的资金也飞速上升。2001年 ,我

国政府采购量为 653亿元 ,比前一年增长 1倍.其中中

央单位采购 100亿元。2002年约 1000亿元 ,比前一年

增长 53%,其中中央单位为 200亿元 ,地方 800亿元。

2003年为 1659.4亿元比前一年增长65%。

2.基本建设方面的政府采购

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每年增长幅度快于GNP 的增

长 ,也快于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的增长。90年代以

来 ,国家不断加大对公路建设的投资力度 ,公路建设

规模和投产规模以惊人的速度增加 ,1998年以来 ,每

年投资都在 3000亿元左右。2001年 ,举世瞩目的青

藏铁路开工建设;长途光缆线路长度从 1990 年的

3334公里增加到 2003 年的近 55 万公里;1998年以

来 ,开展了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水利建设 ,完成

了长达 3576公里的长江干堤和 1731公里的黄河下

游堤防加固工程;2002年底 ,南水北调工程开工;2003

年 ,长江三峡工程顺利实现水库初期蓄水 、首批发电

机组发电。2002年至 2003年 ,国家在西部地区新开

工了一批重大工程 ,投资总规模 7700多亿元 。

2000年至 2003 年的 4 年中 ,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的增长率分别为 10.3%、13%、16.9%和 26.

7%。近年来 ,我国每年的公共建筑额约为 1000 亿

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

划和 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 中指出 , “城乡住房和

公共工程到 2000年时 ,按 1995年价格计算 ,建筑业

增加值达到 5000亿元以上” ,即每年增加 1000 亿

元。这意味着 ,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每年增长平均 2

倍于国民经济的增长水平 。

二 、大力进行制度建设 ,推进政府

采购的公开与透明

　　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的 8年来 ,一直从各个角

度推进政府采购的透明化。一是不遗余力地推动

《政府采购协议》在其成员方中的加入运动;二是建

立政府采购透明化工作组形成和完善《政府采购透

明化协议》的条款;三是通过《服务贸易总协定》中的

有关条款的修改 ,将政府采购服务贸易自由化 。

《政府采购协议》把透明度原则规定在协议第十

七 、十八和十九条中。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 ,

即:政府采购规则和程序的公开;政府采购政策 、法

规和措施的公开;政府采购信息传递的渠道的一致

性;有效的监督机制和审查机制 。《政府采购透明化

协议》要求公开采购信息 、政府采购规章与法律 ,采

购程序和质疑诉讼机构 、渠道等 。但所有这些 ,都是

在参加方签字和承诺条款的基础之上的 。也就是

说 ,只有参加了《政府采购协议》的成员方才有义务

执行该条款;只有《政府采购透明化协议》对所有

WTO成员方都适用之后 ,我们才有义务执行政府

采购透明化的规范 。

按照我国《政府采购法》规定 ,公开招标是主要

的采购方式 。以法规的方式要求做到如此大的透明

度 ,这在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是不多见

的 。我国在 2004年颁布的《中央预算单位 2004年

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中规定:无论是政府集

中 、部门集中采购还是单位分散采购 ,单项或批量采

购金额达到 120 万元以上的货物或服务项目 , 200

万元以上的工程项目 ,都要采用公开招标采购方式。

120万元以下 50万元以上的货物和服务项目 、60万

元以上的工程项目 ,可以实行公开招标 ,也可以依据

政府采购法规定选择相应的采购方式 。

另外 ,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承诺 ,按照透

明度原则进行我国的政府采购。因此 ,入世三年来 ,

我国政府采购的公开与透明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

要彻底 。2003年 ,我国在指定媒体上发布的政府采

购公告数量比 2002年增加了一倍 ,由 5000条增加

到 10238条 。

三 、国际形势和 WTO新动向预示

着我国政府采购的发展方向

　　我国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组成部分 ,随世界潮

流而动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 ,也是政府采购发展

的必然规律 。作为 WTO 的成员方 ,我国今后将面

临《政府采购协议》的加入问题 ,也将面对《政府采购

透明化协议》的内容达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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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政府采购透明化协议》是美欧为首的发

达国家强力推动下的产物 。虽然《多哈宣言》声明《政

府采购透明化协议》仅局限于透明化问题 ,没有市场

准入要求 ,但推动这个议题的主要国家已明确表示 ,

其最终目标是在WTO的框架内完全融合世界政府

采购市场。《透明化协议》只是将政府采购多边化的

一个跳板 ,这个《协议》签订后 ,再将《协议》的适用范

围扩大从透明化扩展到其他领域 ,最后扩展到市场准

入 ,实现外国公司的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

《政府采购透明化协议》可能包含的内容主要是

协议未来条款的基石 。这 12个要点分别是:政府采

购透明化的定义和协议的适用范围;政府采购透明

化协议规定的采购方法;本国法律和程序信息的公

布;采购机会 、招标和资格审查程序;期限;采购商资

格审查决定的透明化;授予合同决定的透明化;国内

审查程序;与透明化相关的其他事务;公告(向外国

政府提供的信息);WTO 争端解决机制;技术合作

及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 。其中对我国利益影

响较大的未来条款主要集中在:适用范围 、国内审查

程序 、信息技术 、反贿赂和反腐败 、WTO 争端解决

机制 、技术合作 、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等方

面。

2004年 7月 31 日 ,世界贸易组织主要国家的

部长和常驻代表们经过两周极度紧张地连续谈判 ,

对新一轮多边谈判做出了一揽子决定 。8月 1 日

WTO召开总理事会正式会议批准生效《多哈工作

纲要》(Doha Work Program)。该计划最终确定了

“多哈发展议程”的行动框架和具体内容 、决定 , 《多

哈部长宣言》中提出的贸易与投资 、贸易与竞争政策

和政府采购透明化将不是《工作纲要》的组成部分 ,

不属于多哈回合谈判内容。也就是说 ,政府采购透

明化问题被正式排除于“多哈回合”之外。

政府采购透明化是将政府采购纳入世界贸易自

由化范畴的重要步骤。但现在看来 ,由于出台的条

件并不成熟 ,加之发展中国家的极力反对 ,协议注定

不可能在 2005年产生 。这对我国或许是一件好事 ,

可以有更充分的时间做好相应的准备 。

但是 ,政府采购市场的封闭现状已经不适应当

代经济全球化形势 ,阻碍了世界贸易自由化进程。

无论如何 ,达成《政府采购透明化协议》已是 WTO

的既定目标 。占据各国 GDP 15%的政府采购市场

对任何一个国家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获取更多的

国外政府采购市场可以加快经济发展 ,也符合我国

的长远利益 。当前 ,我们应认真研究世界贸易组织

《政府采购协议》的内容 ,分析其可能对我国经济和

社会产生的影响 ,尽早提出具体的应对方案 ,为加入

该协议 、迎接国际公共市场的竞争作好充分的准备。

2004年国际安全形势特点及其对我国的影响

赵 晓 春

(国际关系学院 国政糸 ,北京 10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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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 ,国际安全形势仍然呈现出总体和平 ,

局部战争;总体缓和 ,局部紧张;总体稳定 ,局部动荡

的基本特点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 。与此

同时 ,影响国际安全的不稳定与不确定因素也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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