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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首先对国内外政府采购法的演变历程进行了简要回顾，在此基础上对政府招标采购的机

制设计原理进行探讨，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了政府采购行为的经济效率及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其目的

是为我国政府采购的法制化进程以及国际化发展趋势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政府采购；显示性原理；公开招标 

一、引  言 

政府采购制度最早出现于 18 世纪末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当时的政府采购范围狭小，内容单一，结
构简单。20世纪 30 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后，各国政府开始广泛干预国民经济，其方式之一就是通过
扩大政府财政支出举办公共事业。至此，政府采购模式在各资本主义国家推广开来，采购规模迅速扩大，

采购制度也日趋规范化、法制化。如：美国政府在 1933年就出台了《购买美国产品法》，该法明文规定联
邦各政府机构除特别情况外，必须购买美国产品，工程与服务必须由国内供应商提供。美国国会还定期通

过一些特别的购买美国产品的规定，作为其预算核准立法和预算拨款立法的组成部分。1979年欧美一些发
达国家利用关贸总协定东京回合谈判的机会制定了《政府采购守则》，各缔约国在自愿的基础上通过谈判

确定采购开放的程度。20世纪 90年代以后，在全球经贸自由化和一体化背景下，政府采购也呈全球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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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1996年 1月 1日WTO通过的《政府采购协议》正式生效实施，它对签字国具有约束力。1 目前协
议成员有加拿大、欧盟及其 15 个成员国、中国香港、冰岛、以色列、日本、韩国、列支敦士登、荷属阿
鲁巴岛、挪威、新加坡、瑞士、美国共 28个，还有 16个国家或地区正在进行加入谈判或已承诺加入。另
外，一些区域性组织也将政府采购纳入地区贸易自由化和一体化的轨道之中，如：1995年 12 月，在日本
大阪举行的 APEC部长级会议和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通过了《大阪行动议程》，政府采购正式被列为 APEC
贸易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的 15个具体领域之一。 
我国试行政府采购制度的改革始于 1995年，当时上海市财政局和卫生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市级卫生医

疗单位加强财政专项修购经费管理的若干规定》，要求对市、区（县）两级财政安排的维修和设备购置，采

用政府采购的办法。从 1995年开始，深圳、重庆等一些地方也先后开始了政府采购的尝试。但是，这些尝
试既无理论依据，操作也不规范。为此，我国政府于 1998年选择安徽、河北等地开始政府采购的试点工作。
1999年 4月财政部出台了《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我国政府采购制度开始走向规范化。随着府采购规模
的不断扩大，2002年 6月 29日我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国务院明确要求所有中央单位都要正式编制政府采购预算，使采购工作从操作环

节延伸到了财政预算的编制环节。《政府采购法》的通过表明我国的政府采购开始纳入法制化轨道。 

二、政府招标采购模式的经济效率分析 

（一）政府采购模式的选择 

政府采购作为公共部门一种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与其采购机制的合理设计与有效实施是密不可分的。

就目前来看，虽然各国政府的具体采购方式很多，但总体来看可以分为两类：招标采购和非招标采购。招

标性采购主要可分为：公开招标（Open Tendering）、限制性招标（Limited Bidding or Tendering）和两阶段
招标（Two-Stage Bidding or Tendering）三种方式；非招标采购又分为：询价采购（Shopping）、谈判采购
（Negotiation）、单一来源采购（Single Source）、批量及小额采购等。通常各国以采购金额作为招标采购和
非招标采购的重要标准，一定金额以上的采购项目采用招标方式，不足一定金额的项目采用非招标采购。

如：新加坡的政府采购制度规定，30000 新元以上的采购项目以招标（Tendering）方式进行，不足 1000
新元的采用小额采购（Small Value Purchasing），30000新元以下的项目可由两位官员以邀请报价（Quotation）
的方式进行采购。而世界上重要的国际组织也对政府采购方式的选取各自做出了规定，现将世贸组织、欧

共体、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等国际性经济组织关于政府采购的规则中规定的采购方式对比，如表 1： 
 

表 1  不同国际组织政府采购规则规定的采购方式 

采购方式 
世界贸易组织 
《政府采购协议》 

欧共体（欧盟） 
《公共采购指令》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货物、工程和服务采购示范法》

公开招标 公开招标 公开程序 招标 
选择性招标 选择性招标 限制性程序 限制性招标 
两阶段招标   两阶段招标 
询价采购 相当于限制性招标  征求报价 
谈判 谈判 谈判程序 竞争性谈判 
征求建议   征求建议(征求服务建议) 
单一来源采购 相当于限制性招标 相当于非竞争性谈判 单一来源采购 

                                                        
1 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水平客观上不容许全面开放各级政府部门的采购，发展中国家加入《政府采购协议》的
态度并不积极。它们担心协议的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原则将要求它们取消其现行的国内供应商可以从价格优惠中受益的做
法，从而大大减少政府为工业发展或类似的目的使用政府采购政策的灵活性，因为目前不发达国家的这类政策主要倾向鼓励
国内小企业和落后地区的发展，具有很强的排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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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采购方式的排序上我们可以看出，招标采购是各国采购的主要方式，而其中的公开招标方式由
于具有透明度高，能够促进公平、有效和广泛竞争等优点，尤其受到各国政府的青睐。总体来看，各国以

竞争性招标进行的采购，大约占政府采购总额的 30%－40%。如：法国 1987年为 33%；美国 1981年为 41%，
1987年上升到 58%。 
（二）招标采购模式经济效率的博弈分析 

政府招标采购的机制设计思想（采用何种采购方式能够更好地提高政府采购的效率）最初来源于自然

垄断背景下政府对承包商及和约的遴选过程中。1968年 Edwin Chadwick爵士首先提出政府采购要选择能
向消费者提供最低价格产品的企业，德姆塞茨（Demsetz）也提出如果可行的话，可以使用非线性价格，
这样就可以减少平均成本定价带来的低效率。而政府招标采购机制设计原理的初步成型则是在 1979 年梅
耶森（Myerson）的“显示原理”（direct mechanism）完成之后才得以迅速发展的。本文沿用拉丰（Laffont）
和梯若尔（Tirole）等人的政府采购博弈思想，试图建立一个不完全信息下的政府招标采购博弈模型，来
分析政府采购模式的经济效率及其给全社会带来的福利。 

1. 基本模型：社会福利函数的推导 
（1）企业的成本函数： 
在单一项目的采购中，中标企业的成本函数可以表示为： 

eC −= β  
β 是效率参数， e是企业的努力水平（假定严格为整）。企业的努力水平造成了企业的负效用 )(eϕ ，

它是企业努力程度的递增函数，即对 0>e 而言， '0 0ϕ ϕ> ≥， ，且满足 (0) 0 lim ( )
e

eϕ ϕ
→∞

= = +∞， 。 

政府除了要向中标的企业补偿成本外，还要向企业补偿数量为 t 的净货币转移支付，则企业的效用水
平为： 

)(etU ϕ−=   
（2）消费者剩余函数： 
由于涉及到公共部门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在此，我们采用功利主义的社会福利函数作为整个社会

福利的衡量标准。用 S表示消费者的总剩余价值， 0>λ 表示公共资金的影子成本，即每征收 1元扭曲性
税收给纳税人带来的负效用是 λ+1 。则消费者的净剩余可以表示为： 

))(1( etS −++− βλ  
（3）社会福利函数： 
对于功利主义的政府来说，事后的社会福利是： 

UeeSetetS λϕβλϕβλ −+−+−=−+−++− )]()[1()())(1(  
即，社会福利是政府采购项目带来的消费者剩余，减去纳税人观察到的该项目的总成本 )(eC ϕ+ ，与

企业保留效用之上的租金之和乘以公共资金的影子成本。 
2. 企业竞标模型：两个企业、两种成本类型下的最优竞标机制 
（1）基本假定：假设只有两个企业进行政府采购的竞标活动，每一企业都有两种成本特征，低成本β

和高成本 'β （成本参数是独立分布的），用Φ表示企业 i（i=1,2）成本为 iβ 的概率。 
（2）模型设计：在一个给定的竞标中，用χi(β1，β2)表示当企业 1特征为β1，相应的企业 2特征为β2

时，企业 i被政府选中实施该项目的概率，其中，i=1,2；β1～(β,β′)，β2～(β,β′)。则一定有可行性约束： 
对于任意(β1，β2)， 1),(),( 212211 ≤+ ββββ xx 且 0),( 21 ≥ββix 。 
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根据显示性机制原理设计一个能诱导说真话的函数集合χi(δ)，Ci(δ)，ti(δ)。

其中δ是企业 i 各自宣布的成本特征(δ1,δ2)的向量，δ1～(β,β′)，δ2～(β,β′)；χi(δ)是企业 i 被选中
的概率，Ci(δ)是如果企业 i被选中，该企业必须要实现的成本，ti(δ)为企业 i获得的净赚货币转移以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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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让说真话成为一个贝叶斯纳什均衡，当企业 1预计企业 2会说真话时，δ1=β1使得企业 1的预期效
用最大化： 

)]},((),(),()[1())],((),(),([{maxarg '111'11'1111111111
1

βδβϕβδβδβδβϕβδβδβ
δ

CxtCxt −−Φ−+−−Φ∈
     

或者： )},((),(),({maxarg 21112112111
2

1
βδβϕβδβδβ βδ

CxtE −−∈                            （1） 

其中， )(xϕ 表示企业的努力水平所带来的负效应， 0)0(,0,0,0 '''''' =>>> ϕϕϕϕ 。          （2） 
条件（1）可以被改写成企业 1的两种约束机制： 

其一，企业 1的激励性约束机制： 
)},((),(),({)},((),(),({ 2'12'12'1212121

22 βββϕβββββββϕββββ ββ CxtECxtE −−≥−−
              （3） 

)},((),(),({)},((),(),({ 21'21212'1'2'12'1
22 βββϕβββββββϕββββ ββ CxtECxtE −−≥−−

                    （4） 
其二，企业 1的理性约束机制： 

0)},((),(),({ 212121
2 ≥−− βββϕβββββ CxtE

                                              （5） 
0)},((),(),({ 2'1'2'12'1

2 ≥−− βββϕβββββ CxtE
                                              （6） 

同样，企业 2在预期企业 1说真话时，也有类似企业 1的预期效用和约束机制。 
在可行性约束、个体理性约束及激励相容约束下，政府希望最大化预期社会福利。预期社会福利是消

费者预期效用： 

)]},(),(

),(),()[1()],(),()[1()],(),({[

212212

211211212211212211
, 21

ββββ

ββββλββββλββββββ

Cx

CxttSxxE

+

+−++−+

 
和企业的预期租金： 

),()},((),(),({ 211
,

2111211211
, 2121 βββββϕββββ ββββ UECxtE ≡−−

 
),()},((),(),({ 212

,
2122212212

, 2121 βββββϕββββ ββββ UECxtE ≡−− 之和。 

预期社会福利可写成： 

)},(),())],((),()[,()1(

))],((),()[,()1()],(),({[

2122112122212212

2111211211212211
, 21

ββλββλβββϕββββλ

βββϕββββλββββββ

UUCCx

CCxSxxE

−−−++−

−++−+

 
由（2）、（4）、（6）式可知， 0),( 2'1

2 =βββ UE ，又由于（3）、（5）是紧约束的，所以有： 

))],(()),(()[,()1(

))],(()),(()[,(

))],(()),(()[,(),(

''1''1'''1

'1'1''1

2'12'1'2'121
22

βββϕβββϕββ

βββϕβββϕββ

βββϕβββϕββββ ββ

CCx

CCx

CCxEUE

−−−Φ−+

−−−Φ=

−−−=

 
令 ),,(),( 2121 βββββ iii Ce −≡ 且令 ),()()( βϕϕφ Δ−−≡ eee 其中， ,' βββ −≡Δ 类型为 β 的企业 1获得的预

期租金可以写成： 
2

1 2 1 ' 1 ' 1 ' ' 1 ' '( , ) ( , ) ( ( , )) (1 ) ( , ) ( ( , ))E U x e x e
β

β β β β φ β β β β φ β β= Φ + −Φ
                 （7） 

企业 2的表达式与（7）式类似。 
利用（7）式，并将χi向进行因式分解，预期社会福利可以最终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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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1 1 2 2 2

1 ' 1 ' 1 ' 2 ' ' 2 '

2 ' 2 '

[ ( , )( (1 )( ( , ) ( ( , )))) ( , )( (1 )( ( , ) ( ( , ))))]
(1 )[ ( , )( (1 )( ( , ) ( ( , )))) ( , )( (1 )( ( , )

( ( , ))) ( ( , )))] (1 )[
1

x S e e x S e e
x S e e x S e

e e x

β β λ β β β ϕ β β β β λ β β β ϕ β β

β β λ β β β ϕ β β β β λ β β β
λϕ β β φ β β

Φ − + − + + − + − +

+Φ −Φ − + − + + − + −
Φ

+ − +Φ −Φ
−Φ

1 ' ' 1 ' 1 '

1 ' 2 ' ' 2 ' 2 '

2 1 ' ' ' 1 ' ' 1 ' ' 1 ' '

2 ' ' ' 2 '

( , )( (1 )( ( , ) ( ( , )))

( ( , ))) ( , )( (1 )( ( , ) ( ( , ))))]
1

(1 ) [ ( , )( (1 )( ( , ) ( ( , ))) ( ( , )))
1

( , )( (1 )( (

S e e

e x S e e

x S e e e

x S e

β β λ β β β ϕ β β

λ φ β β β β λ β β β ϕ β β

λβ β λ β β β ϕ β β φ β β

β β λ β β

− + − +

Φ
− + − + − +

−Φ
Φ

+ −Φ − + − + −
−Φ

+ − + − ' 2 ' ' 2 ' ', ) ( ( , ))) ( ( , )))]
1

e eλβ ϕ β β φ β βΦ
+ −

−Φ

 

（8） 
根据（2）分别对（8）式中的χi和 ei求该规划的最大值，最优努力水平为： 

∗==== eeeee ),(),(),(),( '1'221 ββββββββ  
−

==== eeeee ),(),(),(),( ''2''1'1'2 ββββββββ  

其中， ∗
−
< ee ，此时企业努力取得的负效用可以定义为： )(

11
1)(

−−

Φ−
Φ

+
−= ee φ

λ
λϕ 。 

最优概率满足： 

1),(),( 21 =+ ββββ xx ； 

1),( '1 =ββx ， 1),( '1 =ββx ； 

                 1,  如果 '(1 )[ ( ) ( )] 0
1 1

S e e eλλ β ϕ φ
λ

− − −Φ
− + − + + ≥

+ −Φ
 

),(),( ''2''1 ββββ xx + = 

0,  如果 '(1 )[ ( ) ( )] 0
1 1

S e e eλλ β ϕ φ
λ

− − −Φ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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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竞标总能选择最好的企业，但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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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9）成立的情况下，最优竞标可能无法完成该公共项目。这是因为不对称信息租金会导致额外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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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会导致整个项目从全社会来看是不盈利的，即整个社会福利为负。 

（3）结论：①最优竞标机制总能选出最有效的企业，但项目施实的可能性比完全信息条件下要小；
②夺标企业的努力水平与垄断情形下相同；③竞争降低了夺标企业的租金，使社会福利增加。 

三、政府采购模型的现实意义 

（一）政府采购项目的信息批露 

政府采购要建立完善的招投标机制，在采购项目的招标投标过程中以信息充分批露为基本出发点，真

正做到招标程序的公开、公平、公正、诚信，力求选出最有效率的供应商。 
第一，坚持公开透明原则。政府采购的公开透明原则首先要求政府采购的信息要公开。这就要求除涉

及商业秘密的信息以外，招投标的所有信息都要在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及时向社会公开。

无论是招标公告、资格预审公告，还是招标邀请书，都应当载明能大体满足潜在投标人决定是否参加投标

竞争所需要的信息。另外，开标的程序、评标的标准和程序、中标的结果等都应当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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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公平竞争原则。政府采购的公平竞争原则要求招标单位严格按照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办事，以同

等标准公平对待每一个竞标者，尤其不得以任何方式限制或者排斥本地区、本系统以外的供应商参加竞争。 
第三，公正原则。在政府采购中，采购人的行为应当公正，在设置供应商的条件时，应当针对所有的

供应商设置统一的条件。在评标时，评标标准应当明确、严格，对所有在投标截止日期以后送到的投标书

都应拒收，与投标人有利害关系的人员都不得作为评标委员会的成员。招标人和投标人双方在招标投标活

动中的地位平等，任何一方不得向另一方提出不合理的要求，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 
第四，诚信原则。诚实信用是民事活动的一项基本原则，政府采购是以订立采购合同为目的的民事活

动，当然也适用这一原则。诚实信用原则要求政府采购各方都要诚实守信，不得有欺骗、背信的行为。 
为了能够按照以上原则行事，各级政府应尽可能推行以招标方式进行政府采购。但是，不论采取哪种

招标形式，其运作规程都必须严谨、细致、规范、科学，并且要自觉接受监察、公证机关和社会公众三位

一体的监督。同时，鉴于政府采购招投标涉及的内容比较多，涉及的行业和专业水较高，因此有必要建立

和完善专家评委库，让有实际经验的人员进入政府采购专家评委库，以随机方式选择评委，使政府采购逐

步成为一个高层次、高水准的运作体系，真正体现招投标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更好地发挥阳光交易的作用。 
（二）政府采购模式的合理选择 

政府采购方式的选择要从社会效率、采购金额、采购成本等多角度进行考虑。从对政府采购的博弈模型分

析中可以看出，招标采购的有效竞争机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节约社会资源，增加社会福利，这也是各国政府首

选的一种招标方式。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议》明确规定：公开招标是政府采购时应当首先考虑的一种方

式；其次是选择性招标，采用这种方式时应当遵循的原则是：应确保最佳有效的国际竞争、可以直接从合格供

应商永久名单上挑选受邀请参加投标的供应商，所有参加采购程序的供应商应被准予投标并应予以考虑；而限

制招标仅限于在明确规定的情形下采用，且不得作为最大可能妨碍竞争或者保护国内生产者的手段。 
但是，公开招标往往成本高、时间长，各国政府在运用时要考虑限额因素。如：我国《政府采购法》

第 26 条第 2 款规定：“公开招标应作为政府采购的主要采购方式。”但在确定公开招标方式的采用时，应
当充分考虑限额因素，在其采购规模达到规定金额时就必须执行公开招标采购的价格，即竞争性招标的最

低限额，在此限额以下应允许采购单位自主决定采购方式。 
（三）政府采购监管机制的不断完善 

政府采购模式的有效实行与完善的监管体制是密不可分的。首先要加强各级财政部门对政府采购项目

的执法监督。在采购管理中，财政部门应根据政府采购原则对经办机构和招标代理机构的采购计划的执行、

采购资金的使用、采购方式的运用、采购过程的规范性进行监督。同时还要对招标代理机构和供应商准入

政府采购市场的资格及其遵守政府采购相关法规进行监管；其次要加强各级监察、审计的事中以及事后监

督。对属于行政监察对象的单位负责人可充分发挥监察部的监督作用，对其违反政府采购制度规定的行为

追究一般责任和纪律责任，对不属于行政监察对象的，视其违规情节向有关部门提出责任追究的建议；再

次要加大司法监督力度。对于非法的寻租行为要加大其寻租成本，使从事寻租行为的主体在权衡寻租、抽

租带来的收益与成本的比较中，理性选择放弃寻租行为；最后要引导社会监督。积极发挥新闻媒体等中介

机构的传播作用，利用社会舆论的力量来监督政府采购行为。 

四、政府采购理论研究的展望 

政府采购是一个历久而恒新的话题，随着政府行为的不断规范化、法制化，古老的政府采购被赋予了

新时代的含义。随着各级政府、理论界、实际操作部门和社会公众对政府采购问题认识和研究的逐步深入，

将会取得更为丰富的理论成果。当前，关于政府采购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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