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能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交流和分享，今

天从政府采购协定的一个国际视角来谈一下我们对中国绿色政府采

购的一些看法。从五个方面来跟大家进行汇报，首先政府采购协定是

WTO 框架下的一个诸边协议，在这个诸边协议项下，加入方式是自愿

加入的。中国在 2001 年入世的时候就承诺要尽早地加入这个协定，

目前我们仍然是观察员，还不是成员。 

    现在的这个 GPA 成员，在 WTO164个成员当中，有 19个成员，但

是欧盟是作为一个成员方出现的，总体上是 47 个成员；还有 29 个成

员，就是刚才讲到的包括中国在内的观察员 29 个，还有 4 个国家组

织也是观察员。政府采购协定有 2012 年的政府采购协定，还有好几

个版本，1994 年还有一个版本。我们现在以 2012年的版本为例，它

是包括正文和附录两大部分，正文当中有 22 个条款，包括涵盖的范

围、适用的范围、安全、例外、发展的结果、供应商资格、技术规格

和招标文件、出价等等。 

    这个出价又包括七个附件，包括中央政府采购实体清单及门槛金

额、次中央政府采购实体清单及门槛金额等等，门槛价格就是各个国

家，比如说下面的货物、服务的门槛价格是不一样的。这个表就展示

了 GPA 成员的门槛价，比如对于亚美尼亚来说，它的货物的出价从中

央政府来讲是 13 万特别提款权，一个特别提款权是 1.5美元。 

    关于环境服务，从服务项下，我们以环境服务为例，看一下它的

出价的一些情况。环境服务是根据 WTO 的出价的定义或者分类，一般



是按照 CPC 的分类号来的，就是污水处理服务、废物处理服务、垃圾

处置服务、废气清洁服务、自然和景观服务。可以看出来，目前 GPA

的成员环境服务的出价基本上是污水处理服务和垃圾处置服务，还有

卫生和类似服务，其他的环境服务一般都不做承诺。 

    这是我们中国正在进行谈判或者加入 GPA的一个进程，我们 2001

年的时候入世承诺尽快加入 GPA 的谈判，为什么中国刚开始没有加入

呢？因为最开始的 GPA 的成员主要是发达国家，而且被称作是富人俱

乐部，所以我们没有加入。从 2006 年开始正式提出来要加入 GPA，

财政部作为牵头单位成立了工作组，2007 年我们提交了初步的出价

清单，之后基本上每一年都提交出价清单，2014 年已经提交了第六

份出价清单。我们在实体、门槛价方面，各方面都做出了具体的承诺，

包括我们的环境服务，我们政研中心作为基础服务部门也参与了相关

的工作。 

    我们今天探讨的核心就是绿色政府采购，GPA 当中是有相关规定

的，第三条当中安全和一般例外提出了为保护人类和动植物的生命或

者是健康所必须的措施，这个是构成一般例外的，这个是在 2012 的

版本当中，延续了 1994 年版本的具体内容，也就是说这个条款很早

就已经存在了。但是第十条，技术规格和招标文件当中的两条，以及

第二十二条最后条款当中的两条，都是在 2012 年新加的。所以我们

也提出来，2012 年的 GPA 协定的文本是一个绿色的政府采购协定文

本，具体是这样规定的，第十条里面技术规格和招标文件当中，第六

条是这样规定的，包括采购尸体可依照本条，制定、采用或适用技术



规格，以促进保护自然资源或保护环境。 

    下一个，在最后的一个条款，具体项下是未来的谈判和未来的工

作计划当中，提出来要进行可持续采购的处理，刚才亚克先生也提到

了可持续采购的问题。第五条提出来国际采购中的安全标准，这个安

全标准也涉及到环境的一些标准，比如说重金属含量等等一些产品标

准。 

    除了在正文条款当中关于环境和绿色的规定之外，在附录当中，

就是 GPA的参加方在出价当中，也有相关的一些规定。比如说加拿大、

美国，它在附录一当中就提出来，美国很多州也提出要提高环境质量

的一些采购条例。在附录二当中，附件 E 项下，政府采购委员会有一

个关于可持续采购工作计划的决定，这里面有一些具体的条款，提出

工作计划当中要进行审议，审议的可持续采购的目标是什么、可持续

采购如何融入到国家或者是省一级的采购政策的方法、可持续采购如

何实施物有所值的方式等等，这里边专门做了一些描述和规定。 

    我们原来的设想是要谈一下主要的 GPA 成员，当然包括欧盟、美

国绿色政府采购的情况，因为考虑到今天的议程当中有专门的专家来

介绍这个方面，我在这里就不赘述了。但是总体上，从国际经验当中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些结论，就是国外在推动绿色政府采购方面还是

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一些具体的政策，包括一些标准，还有在一些

程序或者方式当中都做了一些规定，而且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比

如说对于温室气体的减排，对于污染物的减排，专门有组织和专家做

过研究，也有具体的定量的一些评价，这些结论还是非常可靠的，很



多经验也是值得中国来借鉴的。 

    下面谈一下中国绿色政府采购的发展现状，因为前面的一些专家

也都讲了，中国的一些政策也有一些提到了，但是还有很多的方面，

像美国友采购本国货物法，但是中国在这个方面我们还没有建立起来

政府太够的本国货物，以及自主创新的一些政策；还有对中小企业的

优惠政策，政府采购法和招投标法有一些不适用的问题，我们已经有

了一些规定，但是如何落实还有一些问题。 

    另外就是关于绿色政府采购，现在中国实施的清单法，但是从

GPA 的规定当中看出来还有很多的要求，比如说在法律政策上还要更

进一步；还有强制采购和优先采购如何进一步结合。基于国际的政府

采购协定，以及中国的政府采购现状对我们提出来有什么样的要求或

者有什么样的影响，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我们提供了国际法的一个重要的法律依据，就是实施绿色政

府采购，同时对如何或者是怎样进行绿色政府采购提出了具体的一些

要求，一个方面是关于市场准入的问题，另外一个是从正文当中的一

些规则和标准的问题。具体来看，就是 GPA 对中国绿色政府采购的影

响，一个是以协定例外的形式，从国际的视角来实现国家环境政策目

标的合理合法性，就是刚才讲到的法理依据基础；另外一块就是指明

我们执行绿色政府采购具体的机制，包括缔约条件，就是刚才我们分

析到的它的执行条件、技术规格，还有关于中标的标准，在我们采购

当中就是最低价这个价格的一个竞标，还有最有利标之间的一个选择，

有助于我们下一步强化国内绿色政府采购的一些法律法规和相关的



政策，与国际规则相一致。我说的是中国真正加入 GPA以后，可以从

绿色采购方面获得一些国际援助和能力建设。从供给的角度，一些企

业可能会自主的，或者是积极主动地参与、改变他们的一些供给方式，

形成绿色的一些供给能力；另外就是在规则、标准、技术规格和招标

文件当中，可能要做一些调查和变化。 

    从以上的分析当中，我们也提出来一些具体的建议，比如说在加

快完善绿色政府采购相关的法律法规方面，要制定专门的法规，现在

形成法律还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我们可以先形成一些条例，把环境服

务纳入到绿色政府采购体系当中。环境服务是非常广泛的，要在一些

绿色认证、绿色印刷方面，我觉得要把这个范围再扩大一些。具体地

研究制定绿色政府采购指南，制定绿色政府采购产品和服务的具体标

准，因为没有一些集体的标准，很难讲这个事情的具体落地。 

    第三个是完善和改革绿色政策采购方式，推进评标方式由最低价

标向最有利标转化，将环境要素纳入评标标准。加强《环境标志产品

政府采购目录》以及《节能产品政府采购目录》中供应商资格审查的

及时性；研究绿色权值法以及绿色标准法等新型采购方式的适用；实

施绿色价格优惠，对具有相同功能而环境绩效好的货物、服务，给予

一定的价格优惠，优先采购；建立企业黑名单制度，禁止政府采购严

重污染企业的产品。 

    除了专门的政府采购的政策，包括我们在一些环境政策当中，像

我们的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还有未来制定的土壤污染防

治法当中，也应该有相应的规定，我们现在的一些规定，就是要要优



先鼓励政府采购这样的一些政策，但是我觉得现在还是远远不够的。 

    下一个就是加强绿色政府采购管理的能力建设，包括加强招投标

的管理，在加强招投标人员的素质管理，如果把环境因素纳入进来的

话，招投标人员也应该具备一定的环境知识，有一定的环境意识。还

有在招投标过程管理当中，应该充分考虑到环境的影响，以及应对的

方案，就是纳入到这个全过程的管理。 

    如果我们中国加入了 GPA，应该充分利用 GPA 这个机制和平台，

和其他成员密切沟通和相互交流，进行一些能力建设，可以邀请一些

政府采购方面的专家，对于采购人员和其他的一些研究人员进行专门

的培训。 

    简单总结一下就是四句话，中国正在参加 GPA 谈判，目前是观察

员，还不是真正的成员。政府采购协定正在变绿，明确提出可持续采

购，并且在技术规格和招标文件当中有环境保护的明确要求。加入

GPA 对中国的绿色政府采购的政策、制度、标准、范围、程序等都有

很大的影响，我们也有很大的潜力，继续开拓和深化绿色政府采购；

中国应该在政策、制度、标准方面，进一步完善绿色政策采购政策，

感谢大家！ 

 

 

（本文根据速记整理，未经本人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