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专家、各位领导： 

下午好！感谢你们的到来，我作为一个学者，作为一个研究者，

我想谈谈我这些年自己做的课题，和对国际国内的一些研究方法的应

用，我得出的一些结论。我想从四个方面来谈，一个方面是政府绿色

采购体系，因为我是公共管理学院的，我关心的是一个政策制定出来

之后，这个政策是怎么执行的，它有哪些影响因素，是什么因素决定

了一个政策的执行走向，完全是一个理论化的研究。 

    当然在这之前，因为我做过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课题，我也

到各处做过许多调研，刚才的主持人吴小明处长带着我到了南京的省

一级的、市一级的，我走遍了 15 个省级政府采购中心采集数据，企

图得出一些结论，我的演讲大概就是我研究的一些结论。这些我就不

用说了，我想在座的各位都非常熟悉，我想提示两个，一个是十八大

以来我们提出的生态文明，我个人把它解释为吹响了绿色政府采购、

绿色中国发展的一个集结号，这是通过政策体系可以看到目前的一个

状况。 

    绿色采购政策执行的特征，我也想跟大家做一下分享，纯粹是学

术的观点。我们国家大家非常清楚，可能和在座的来自欧盟的朋友和

拉美国家的朋友都不一样，中国是一个单一制的国家，和联邦制是有

巨大的差异的。所以我们要研究中国的绿色采购，必须关注这样一个

客观现实，单一制体制下的政策制定和执行有它的特点，但是我们本

身的单一制正在发生着变化，大家可以看到，我想上午我们财政部的

领导已经给大家做了解读，我们现在越来越注重发挥地方的以省为中



心的事权、财权的灵活度和自主度。 

    第二个，我们这次会议正好是环保部和财政部联合行动，我们现

在越来越多的横向合作，我们在公共管理中用一个学术的话语来说，

叫网络治理、合作治理、协同治理，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同

时这个合作治理也正好对我们的绿色采购政策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另外第三个特征，我个人把它总结为绿色采购的政策目标和政策

内容。目标是非常清晰的，但是内容我用了一个“较明确”，这个可

能上午的领导包括很多专家都提到，后面我也会再做一个解释。当然

我个人觉得，总体来看，我们有中国明显的特征，也有中国明显的优

势，当然也有我们的不足之处，那就是我们的绿色采购，尤其是绿色

的政府采购清单制度从 2008 年才正式开始，所以总体相对于发达国

家来说，我们起步还算比较晚的。 

    整个绿色采购的观念在各个职能部门，在我们普通老百姓的心目

中已经展开，但是展开得还不够，这是我作为一个学者，我对我们中

国绿色政府采购政策执行过程中有影响的这些特征，做了一个简单的

归纳总结。当然这个总结都是有大量的理论实践的文献支撑的，但是

由于我们是一个分享，就不再过多说了。 

    绿色政府采购政策执行的效果，一个是从理念上来看，刚才我谈

到中国是单一制体制下，我们的政府引领和示范作用，对一个国家、

对一个社会、对每一个个体，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的环保部、

财政部，尤其是我们今天举办这个活动的环发中心、中环联合认证中

心，其实在这个过程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这是政策执行中必须有一



个主导的到位，必须有一个能够一直专业人做专业事的单位，才能够

让一个政策环保的理念得以提升。 

    我们环保的贡献，可能中环联合认证中心已经做了一些发布，总

体上从我个人的评价，我也有一个指标体系，我觉得这些年的成效已

经非常明显。从财政资金上，如果短暂地来看，可能从短期来看，这

个财政资金绿色采购可能支出多了一些；但是从整个生命周期来看，

在中国我们看到采购年鉴和绿色采购报上来的数据可以看到，财政资

金的节约从全生命周期而言，中国是有成效的。 

    另外从经济结构的调整来看，这个对产品的升级换代和技术创新，

我们的绿色采购也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同时我们还更多的承担

了一些国际责任，在这儿我们一些国际朋友已经感受到了来自中国这

样一个具有责任心的大国，它所带来的责任感和承担。 

    这是前面第一个大问题，跟大家分享了这些，其实大家都非常熟

悉。第二个，从研究者的角度提出来，到底哪些因素影响了政府的绿

色采购政策呢？我们是节能清单和环保清单，环保清单是属于优先采

购的，所以各地的政策执行的确有不一样，在我所调研到的地方，即

使在同一个省的不同地区也不一样。所以我从学者的观点归结为以下

几个方面。 

    第一，政策目标本身，也就是说目标是不是清晰，内容是不是合

理，内容有没有明确的可执行性，这对一个绿色政府采购政策的执行

效果而言，绝对决定性作用。 

    第二是执行组织，执行组织的组织架构、领导、权限是什么样子



的，直接决定着一个政策的执行效果。包括他的认知态度、他的利益

相关度，这些都会成为绿色政府采购政策执行的非常重要的问题。 

    第三，政策执行的资源。我们假设的是人、财物、权利、信息、

技术，都和执行效果有关，必须有这些足够的资源来支撑执行者和执

行的各个组织，否则的话对执行也是大大折扣的。 

    另外是执行的环境，这个环境主要包括经济社会、人文、文化，

以及人们的认知和理念、社会环境。我想把它归纳了四个方面，做了

一些基本的假设，然后我进行研究，我选取了 18 个省级政府采购中

心，进行定性、定量访谈，得出利益相关者对政府采购的一些观点、

看法，还有这个地方每年所发布的绿色采购成果的年度总结。 

    在这个基础上，我考虑到数据准确性的同时，选择了招标文件的

评分标准，同时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地区的省级采购，我既要采访

它的执行者、监管者，还要采访它的供应商，然后进行编码，这纯粹

是一个学者企图把这个研究做得科学一点，当然没有绝对科学。 

    然后第三个我想谈谈我们的发现。第一个发现就是政府绿色采购

政策的清晰内容、明确执行的标准与政策执行的效果高度相关，我们

的执行者，也就是我们采购中心、政府集采中心，更习惯于有明确的

执行标准的政策内容。这是我发现从中国的公共管理、行政管理角度

来说，不仅在政府绿色采购领域，在其他领域也都一样，因为在我的

访谈中发现，每个人都意识到这一个有风险的社会，如果没有一个明

确的标准，可能我要担风险。 

    用德国学者对风险社会的一个概括，我自己理解，风险社会就是



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也就是各个个体、各个组织，因为他担心我要超

越这个规则明确的幅度去做一些政策执行的话，可能会带来风险，带

来责任的承担。这是我发现的第一个方面，也就是说政策本身，当然

今天我们的绿色采购清单只是一个优先采购，在具体落实过程中，有

的是给了分值，有的没有给。给分值的当中我发现，1-6分的各个阶

段都有不同，其实这个影响了采购的效果和结果，这是一个。 

    第二个，政府绿色采购政策执行的效果与政策采购组织的隶属关

系是高度相关的，也就是说这个采购中心和采购的监管部门之间是样

的关系，这个高度相关。我们发现隶属于财政部门的，这从数据和访

谈发现，隶属于财政部门的集采中心，它的效果从普遍意义上来看，

要好于隶属于其他部门，可能在座的都是搞政府采购的，政府集采中

心有的是隶属于财政部门，有的隶属于国资委，有的隶属于这一届政

府的办公厅，当然还有一些甚至是企业化的运作，还有压根就没有集

采中心，完全交给社会代理机构来做。 

    在这些众多的比较中，我们发现隶属于财政部门的效果要好，它

最根本的原因是财政部门和环保部门是要把清单及时地传递，并且要

抓落实，有些地方要进行绩效评估的。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效果要比

其他效果好，这是我们发现的第二个结论。 

    第三个结论就是政府绿色采购的效果与采购政策执行组织的领

导观念，采购中心、采购人、采购的监督管理部门的领导，他的观念、

他的年龄有关，非常有意思现象。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官场是一个锦

标赛式的，就是你做得好，你开天辟地做了一件事，并且做得好，你



获得提升的机会就多。所以我们发现，有些地方之所以做得好，你会

发现他年轻，可能是 45 岁以下，当然不是绝对的；和这个领导的视

野、开放度息息相关，所以这是我发现的第三个。 

    第四个，政府采购政策执行的效果与地区经济发展状况高度相关。

我们去访谈西部的时候，尤其是相对比较落后的地方，基本上还没有

这个观念，更不用说他要把绿色清单的指标要落实下去，更没有说他

要把这个采购的分值，就是环保清单的采购分值加进来，他压根就没

有这个观念。包括他的决策监管者，包括执行者，一直到采购人。 

    所以相对而言，的确东南部发达地区做得非常好，在格式化的采

购文件中都有明确的规定。当然更重要的我们会发现，有许多采购人

主动要求采购环保清单的，当然我们也可以去讨论，他要求采购环保

清单的，显然集采中心要去实现它，这是有共同的价值理念、共同的

政策指向，执行起来更容易。这是我们通过这样的定量、定性分析的

研究，得出这四个方面的结论。 

    第四个方面，我想谈一下我们的政策发展与展望，纯粹是个人的

想法与观点。我觉得中国将会持续完善绿色采购政策的目标与内容，

我认为生态文明、健康中国这些国家级战略，都离不开绿色采购。所

以这个目标和内容，当然也属于我们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意，也

是生态文明、健康中国战略的内容，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中国正在进行公共资源教育电子的整合平台，财政部、

发改委尽管还有这样那样的想法，可能有些不同的碰撞，但是公共资

源教育平台已经成为发展的不可逆转的一个方向。那么在这个平台上，



这个平台的发展我个人觉得将有助于推动绿色政府采购政策的执行，

因为它可以借助我们现代的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这些东西，更好地

找到发现、获取这样的数据，公开透明这些数据，同时也反推我们绿

色采购更好的执行。我们今天最大的困惑就是数据不好拿，我们期待

着大数据的建立、平台的建立，给我们带来更多更便捷的条件。 

    第三个，中国必将加大绿色采购的范围，也必将在国有企业采购、

工程采购中，以及 PPP 项目中执行绿色采购政策。所以我们可以展望，

已经开启的政府绿色采购政策斤会引领更多的公共部门、公共资源和

私人领域，包括各位在购买中，采购绿色产品，在绿色的环境中获得

更好更快的一个发展。 

最后，我们展望一个绿色的、健康的东方大国，因为有国际的朋

友，我们相信它将屹立在中华大地上，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速记整理，未经本人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