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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摘 要 

政府采购救济程序是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政府采购当事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而进行救济的一系列程序。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就承诺加入《政府

采购协议》（Agreement on Government Procurement，以下简称 GPA），但是我国

对于政府采购救济程序的规定与 GPA 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完善我国的政

府采购救济程序，有利于实现我国政府采购救济程序与 GPA 的接轨，加快我国

成为 GPA 参加方的步伐。 

本文以 GPA 为视角，首先对于有关 GPA 以及我国加入 GPA 谈判进展的知

识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介绍了 GPA 有关政府采购救济程序的安排。其次，

介绍了我国政府采购救济程序的立法现状，本文主要以《政府采购法》为基础，

以政府采购救济程序的环节为分类，结合 GPA 的相关要求以及具体的案例分析

了我国政府采购救济程序存在的问题。最后，针对我国政府采购救济程序存在的

问题提出了相关的完善建议。 

本文以 2012 年版 GPA 文本为基础，本文的创新之处为：一是结构方面，将

政府采购救济程序主要分为对供应商资格审查环节，质疑、投诉、行政复议、行

政诉讼环节，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的完善建议；二是在

完善建议方面，把对供应商的资格审查设置为采购人的义务并增加采购代理机构

为对供应商资格审查的主体；在行政机关内部设立相对独立的受理投诉的机构；

应该对普通的民事救济程序进行一定的改良。 

 

 

 

 

关键词：GPA；救济程序；采购人；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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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medial procedure of government procurement is a series of procedure of 

remedies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parties of government procurement during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ctivity. China committed to enter GPA when entering the 

WTO, however, there is still a gap between China’s legislation of remedial procedure 

of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nd GPA in some degree. Therefore, we must improve 

China’s remedial procedure of government procurement to be in line with GPA and 

speed up the pace of becoming a member of GP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PA, this thesis firstly combs the knowledge on GPA 

and the progress of negotiation for China entering GPA and bases on which introduces 

the arrangement related to remedial procedure of government procurement by GPA. 

Secondly, it introduces the current situations of the government procurement remedial 

procedure and analyzes the problems in China’s remedial procedure of government 

procurement by combining GPA’s relevant requirements and specific cases on the 

basis of Government Procurement Law. Finally,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propose some 

suggestions to solve and problems in China’s remedial procedure of government 

procurement. 

The thesis is on the basis of the 2012 text of GPA, the innovations are: firstly, the 

remedial procedure of the government procurement is divided into the part of 

suppliers’ qualification, the part of the questioning and the complaints, the part of the 

administrative reconsideration or litigation, the part of the civil remedies, basic on 

it ,analyzes the problems and proposes the relevant suggestions. Secondly, in the 

aspects of perfect suggestions, it sets the rules of the scope of the suppliers’ 

qualification to mandatory provisions and increases the procurement agency for the 

body of the suppliers’ qualification; it sets the relatively independent supervision in 

the internal administrative organ; the ordinary civil remedies should be improved to 

adapt the remedial procedure of the government procurement. 

 

Keywords：GPA; The Remedial procedure; Suppliers; Purcha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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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1 

引 言 

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以下简称 WTO）时就

承诺加入 GPA，我国加入 GPA 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府采

购市场的开放问题，另一方面则是我国现有的政府采购规定与 GPA 进行接轨还

有一定的差距。目前我国为加入 GPA 已提交了 6 份出价清单，这可以看出我国

在政府采购市场的开放方面一直在不断努力，但是对于政府采购与 GPA 的接轨

方面我国作出的努力还不够。在整个政府采购制度中，政府采购救济程序作为保

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屏障，其重要作用不言而喻，但是我国对于政府采购救济程

序的规定与 GPA 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虽然《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已经生效，

但是其对于政府采购救济程序的规定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因此在我国积极加入

GPA 的大背景下，研究政府采购救济程序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GPA 作为多边协定的性质决定了其对于政府采购救济程序的规定只能提供

一个大的框架，参加方可以在这个框架内结合自己具体的政府采购实际对政府采

购救济程序进行规制，只要不违背 GPA 原则性的规定即可。由于在政府采购过

程中，供应商处于弱势地位，所以 GPA 主要侧重于规定供应商的救济程序，尤

其是政府采购合同缔结阶段供应商的救济程序，我国《政府采购法》和《政府采

购法实施条例》对供应商救济程序设专章进行了规定，这样的立法倾斜可以窥见

我国重点保障供应商合法权益的立法精神，这一点与 GPA 是相吻合的。鉴于此，

本文对政府采购救济程序的介绍和分析也将重点放在了供应商救济程序上，对于

采购人救济程序的分析则主要将重点放在了对供应商的资格审查程序上。 

本文对政府采购救济程序主要以当事人和救济环节为基础进行介绍和分析，

GPA 对于政府采购合同缔结阶段供应商的救济程序主要规定了申诉、投诉、上

诉程序，我国《招标投标法》和《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主要规定了投标人和利

害关系人的异议和投诉程序，但是都是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无法与 GPA 进行具

体的比较。我国《政府采购法》和《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对供应商的救济程序

规定了质疑、投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程序，其中质疑程序与 GPA 的申诉程

序相似，投诉程序与 GPA 的投诉程序相似，因此本文重点分析了我国的质疑、

投诉程序与 GPA 中申诉、投诉程序在主体、范围、受理机构以及如何处理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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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A 视角下我国政府采购救济程序研究 

的异同，结合其在我国的运行实际分析了质疑、投诉环节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

关的完善建议。此外，还分析了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民事救济环节以及对供

应商资格审查环节我国与 GPA 规定的异同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的完善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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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GPA 有关政府采购救济程序概述以及我国加入

GPA 的谈判进展 

第一节 GPA 概述及其关于“政府采购救济程序”的安排 

一、GPA 的产生与概况 

1946 年，联合国经济社会委员会成立之时，美国就向联合国提出了一份著

名的“国际贸易组织宪章（草案）”，该草案首次将政府采购提上国际贸易的议事

日程，要求将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作为世界各国政府采购市场的原则。①但是

由于当时人们并没有认识到政府采购可以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手段，因此美国的

这项草案并没有得到采纳，结果是仅仅出现了一个临时性的《关税贸易总协定》

（GATT），该协定并没有将政府采购纳入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的范围，而各国

政府为了促进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往往扶持本国工业，歧视外国供应商，这种

歧视性的政府采购日渐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不利于贸易自由化。为了促进贸

易自由化，取消歧视性的政府采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设立专门的

工作小组进行研究，于 1976 年形成了《政府采购政策、程序和规则草案》，这个

草案表达了世界主要国家的一个意向，即要为政府采购走向公开的国际竞争、取

消对外国供应商的歧视以及争取在招标程序中使外国供应商取得与本国供应商

同等待遇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1977 年 12 月，GATT 秘书处结合 OECD 提交的

《政府采购政策、程序和规则草案》提出了《政府采购谈判条文草案》，经过长

期的讨论，1979 年 4 月 12 日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在日内瓦签订了《政府采购

协议》，即 1979 年的《政府采购协议》，该协议于 1981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生效。

由于该协议第 9 条第 6 款第 2 项规定，在协议生效后 3 年内必须进行进一步谈判，

以扩大并改进该协议，故从 1982 年就开始进行谈判，形成了 1994 年版 GPA 文

本、2007 年版 GPA 文本和 2012 年版 GPA 文本，2012 年版 GPA 文本在市场准

入上进一步扩大了采购实体的覆盖范围，并第一次将建筑服务纳入其中，同时还

强调了对电子采购工具的使用，还包含了一系列改善过渡措施，旨在促进发展中

                                                           
① 王小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初探[J].中国法学,2000,(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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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最不发达经济体的加入。 

GPA 由序言、正文、附录组成，是 WTO 框架下的有关政府采购的协定，

旨在促进参加方开放政府采购市场，促进国际贸易的自由化。GPA 由 WTO 成

员自愿签署，通过谈判来确定各自政府采购市场的开放程度，目前 GPA 参加方

已有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GPA 参加方要遵守非歧视原则，要给予其他参加方

的供应商和产品以国民待遇。 

二、GPA 有关政府采购救济程序的安排 

（一）政府采购救济的界定及设置意义 

法律救济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因此法律救济主要是救济

主体在自己原有权利受到损害后为救济自己的原有权利而产生的。政府采购救济

是法律救济在政府采购过程中的具体运用，因此可以通过明晰法律救济来界定政

府采购救济。关于法律救济，有的学者认为，“法律意义上的救济是国家通过裁

决社会上的争议制止或矫正侵权行为使合法权益遭受损害者能获得法律补救的

法律制度；”①有的学者认为“法律救济是依照法规规定的内容和程序而为受害人

提供救济的合法行为；”②有的学者认为“法律救济是当实体权利受到侵害时受害

人从法律上获得自行解决或请求司法机关及其他机关给予解决的权利。”③综上可

以看出法律救济具有的规范性、救济性和权利性已为学者所承认，因此政府采购

救济可以通过法律救济的这些特性来明晰，从权利角度来看，政府采购救济表现

为当事人为救济自己的受损权益而享有的权利；从程序角度来看，政府采购救济

表现为法律规定的一系列救济程序，本文对于政府采购救济主要从其程序角度予

以介绍和分析。 

政府采购制度是一个以政府采购合同的授予为基础，以政府采购合同的履行

为内容，以政府采购救济为保障而构成三位一体的基本架构，④完善的权利救济

是一种防止和纠正违反规则行为的有效手段。⑤政府采购救济的设置有利于规范

                                                           
① 毕克志.论行政救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0. 
② 焦富民.政府采购救济制度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51. 
③ 程燎原,王人博.权利及其救济[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358. 
④ 焦富民.政府采购救济制度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59. 
⑤ Arrowsmith, Susan L. & Linarelli, John & Wallace, Don Jr. Regulation Public Procurement: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M]. Germany :Springer Netherlands, 2000.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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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人的自由裁量权，因为采购人掌握着政府采购合同授予的决定权，在政府采

购中不免有凭借自己的行政权力谋取利益、损害供应商利益的嫌疑；政府采购救

济的设置有利于保障供应商的合法权益，可以使供应商在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己的

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有足够的救济手段，这也是“有权利必有救济”法学理念的

必然要求；政府采购救济的设置也有利于政府采购运作的规范化、透明化和公正

化。 

（二）GPA 对政府采购救济主体的界定 

采购人和供应商是政府采购活动中的当事人，同时其也是政府采购救济主

体。GPA 第 1 条第 15 项将采购人界定为参加方附件 1、附件 2、附件 3 所列的

实体，在第 2 条第 4 款中规定附件 1 为 GPA 涵盖的中央政府实体、附件 2 为 GPA

涵盖的次中央政府实体，附件 3 为符合 GPA 规定进行采购的全部其他实体。综

上，GPA 将采购人界定为中央政府实体、次中央政府实体和符合协议规定进行

采购的所有其他实体。具体的范围可以由各成员国的承诺表决定，美国承诺 GPA

适用主体包括联邦政府机构、加利福尼亚等 37 个州政府机关，田纳西河流管理

能源部下属的机构、圣．劳伦斯航路开发公司等 11 个政府管理实体；日本承诺

GPA 主体范围包括所有的中央政府机构、47 个督导府县、12 个城市政府机构和

84 个特殊法人。①
  

GPA 第 1 条第 20 项将供应商界定为提供或能够提供货物或服务的人或者组

织，同时又在同条第 16 项中出现了“合格供应商”并将其界定为采购实体确认

已经符合参加条件的供应商、第 13 项中出现了“所有感兴趣的供应商”，在第

16 条第 1 款中又提到了“参加供应商”、“落选供应商”、“中标供应商”。可见，

GPA 对供应商的界定比较宽泛，包括了所有与政府采购有利害关系的供应商。 

（三）GPA 有关政府采购救济程序的安排 

采购人和供应商是政府采购活动中最重要的当事人，因此 GPA 对政府采购

救济程序设置了采购人救济程序和供应商救济程序，而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

的优势地位比较明显，因此 GPA 将政府采购救济程序的重点放在了供应商救济

                                                           
① 肖北庚.政府采购之国际规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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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上。 

GPA 对于采购人救济程序主要规定了其对供应商的资格审查程序，GPA 第 9

条对供应商资格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参加方应当确保其采购实体致力于减少资格

审查程序和注册系统中的差异性，并且不能对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造成不必要障

碍。第 9 条第 15 款规定采购人可以采取驳回投标或列入常用清单的申请、停止

承认资格、清除出常用清单的方式来保证供应商具备参加政府采购的资格，但是

供应商应具备的条件以及资格审查程序等并没有进行具体规定。 

GPA 第 18 条国内审查程序中规定了供应商的申诉、投诉、上诉程序。第 18

条第 2 款规定的是供应商的申诉程序，“如果供应商就其拥有或者曾经拥有利益

的适用本协议的采购中存在的违反或违规情况提出申诉，实施采购的采购实体所

属参加方应当鼓励采购实体和供应商通过协商寻求申诉的解决办法”。该条实际

上包含了申诉主体及可申诉事项的规定。首先，申诉主体为拥有利益或者曾经拥

有利益的供应商。其次，申诉事项为政府采购中违反 GPA 或者参加方没有遵守

执行 GPA 措施的情形。再次，供应商有权要求采购实体给予公正和及时的考虑。

最后，采购实体所采取的方式不得损害供应商参加正在进行或者未来的政府采

购，也不得损害其通过行政或司法审查程序寻求改正措施的权利。申诉由采购实

体受理，因此申诉结果不具有法律强制力，也不是最终决定或裁定，但是其有利

于“息讼止争”。①“应当鼓励”的字眼可以看出 GPA 倾向于供应商先申诉，申

诉不成再寻求其他救济，但是并没有强制规定申诉程序作为前置程序。第 18 条

第 1 款规定的是投诉程序，“每一参加方应当提供及时、有效、透明和非歧视的

行政或司法程序使供应商可以对本协议的违反或者根据参加方国内法律供应商

无权直接对本协议的违反提出投诉，参加方执行本协议的措施没有得到遵守提出

投诉”。投诉程序的具体要求是：首先，根据第 18 条第 4 款的规定，接受并审查

投诉的机关是独立于采购实体的公正的行政或司法主管机关，而且参加方应该保

证这样的机关至少有一个。其次，投诉的内容为“接受并审查供应商在一涵盖采

购中产生的投诉”，将某一具体采购中所有可能或违反 GPA 的情况都纳入了投诉

的范围。再次，在投诉形式上，要求用书面形式并可以普遍获得；在投诉期限上，

第 18 条第 3 款规定：“每一供应商应当得到充足的期间准备和提交投诉，该期间

                                                           
① 徐舟.WTO《政府采购协议》救济机制浅析—面向供应商的救济机制（上）[J].中国政府采购,2012,(1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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