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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山东省政府采购和 

政府购买服务工作要点 
 

2022 年是政府采购制度改革起势见效的关键一年。全省各级

政府采购监管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厅党组各项工

作部署，锚定“三个走在前”总目标，围绕“制度化、规范化、

数字化、功能化”建设，进一步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全面优

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一、坚持党建统领。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强化理论武装。及时跟进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全面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严格落实意识形态

工作责任制。加强组织建设。严格对标“七个到位”组织要求，

大力推进党支部标准化建设，丰富支部组织活动，激发年轻党员

干部动力和活力，聚力打造政府采购党建品牌。践行群众宗旨。

继续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建设“民心一号工程”，擦亮政府采购服务品牌。锤炼优良作风。

大力倡树“严真细实快”工作作风，严格落实厅党组加强作风建

设 32 条意见，坚持多办为民实事、多解民生之忧、多树实干之

风，驰而不息锤炼“七个好作风”。狠抓廉洁勤政。加强监督管

理，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持续加强内控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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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学习教育、检视问题、抓实整改的长效机制。严格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精神，恪守亲清政商关系，将廉政建设要求

贯穿政府采购工作全过程，打造过硬的监管干部队伍。 

二、完善政府采购制度体系。以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为契

机，进一步明晰各方参与主体责任，夯实政府采购监管制度基础。

修订预算单位内控管理办法。坚持“谁采购，谁负责”，指导预

算单位建立依法合规、运转高效、风险可控、问责严格的政府采

购内部运转和管控制度，夯实采购人主体责任。制订社会代理机

构管理暂行办法。建立“宽进严管”的动态监管机制，试行执业

公示制度，探索解决代理机构进入门槛低、执业不规范等问题，

引导代理机构走专业化发展道路。修订政府采购专家管理办法。

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专家行为，探索转变评审专家决策定位，强

化评审专家专业咨询作用，全面提升政府采购评审质量，逐步实

现采购人确定采购结果的改革目标。建立山东省政府采购标准化

体系。根据政府采购法律法规，本着科学性、先进性、系统性、

完备性、兼容性、可扩展性原则，研究编制相关基础标准、平台

标准、业务标准，规范全省政府采购活动。 

三、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聚焦市场主体关切，规范市场

竞争秩序，持续推动全省政府采购营商环境整体优化。丰富政府

采购市场交易机制。推行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为市场主体进

入政府采购市场提供更加便利的途径和渠道。加大对中小微企业

的扶持力度。提高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预留份额，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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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非预留采购项目包中给予小微企业的价格扣除优惠力度。清理

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门槛和壁垒。强化社会监督，定期开展政府

采购领域以不正当理由排斥或限制公平竞争行为的清理活动。降

低供应商参与成本。全面推行告知承诺制，不再要求参与政府采

购活动的供应商提供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等证明材料。提高

合同资金支付透明度。完善优化政府采购资金支付电子化，实现

资金拨付进度供应商实时在线查询和支付进度系统自动提醒。 

四、发挥政府采购政策功能。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大重点领

域政府采购政策落实力度，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督导推进

首台（套）试点工作。编细编实试点单位政府采购预算，严格管

理进口产品申请，定期调度试点产品采购情况；探索发挥政策合

力，通过资金倾斜、保险补偿等措施，推动试点单位积极采购首

台（套）产品，扩大首台（套）国产装备市场应用。积极推进绿

色采购。扩大绿色建材推广试点，会同省住建厅制定绿色建材和

绿色建筑政府采购需求标准，引导绿色建材供应商积极入驻网上

商城，推进绿色采购“质”“量”双升。同时，会同有关部门全

面推进绿色采购政策落实。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充分发挥部门协

同作用，积极拓展机关事业单位购买脱贫地区农副产品广度，提

升消费助农力度；丰富网上商城农副产品馆品类，畅通由预算单

位向企业、个人及其他组织延伸的消费渠道，进一步汇集乡村振

兴社会力量。 

五、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改革。进一步规范政府购买服务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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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释放改革效应，助力政府职能转变，推动社会组织发展壮大。

完善政府购买服务合同管理。研究编制政府购买服务合同范本，

指导购买主体规范合同订立、明确合同内容、强化合同履行，增

强政府购买服务合同的法律约束力。开展政府购买服务绩效评

价。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试点开展重点项

目绩效评价，提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质量效益。建立政府购买服

务基层联系点制度。从东、中、西部地区分别选取一个县（市、

区）作为基层联系点，探索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改革的有效方法途

径。 

六、强化政府采购监管机制。紧盯政府采购各参与主体责任，

进一步丰富监管手段，由“被动查”向“主动管”延伸。试点开

展采购人绩效评价。建立采购人政府采购绩效评价体系，挑选部

分采购人，对 2021 年度重大项目开展全过程绩效评价分析，压

实采购人主体责任。试点开展政府采购专项检查。针对政府采购

社会反映集中问题，适时对科研仪器设备自行采购、代理机构执

业和评审专家微信群等情况开展专项检查，严肃查处采购活动中

违法违规问题。强化投诉、举报处理结果应用。对投诉、举报中

发现的采购人和代理机构消极作为情形，通过下达关注函等形式

予以提醒，督促相关主体切实提高依法采购、规范采购、高效采

购意识，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履职尽责。 

七、夯实政府采购信息化支撑。以全省预算管理一体化统一

推进为契机，将监管要求嵌入政府采购管理交易系统，加快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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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信息化赋能优势。增加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功能。将政府

购买服务计划备案、信息公开、合同备案等管理要求内嵌政府采

购系统，利用信息化手段进一步规范政府购买服务行为。试点评

审专家异地在线评审。选取物业、家具、体育器材等采购品目，

开展评审专家异地线上评审试点，促进专家公平公正评审，保障

供应商合法权益。拓展网上商城服务领域。增加交易品目，丰富

交易功能，探索将服务领域由预算单位延伸到其他主体，更好发

挥网上商城的政策功能效应。强化评价监督功能。将监管规则覆

盖各主体、各环节，实现全流程动态监管的同时，利用信息化手

段对各参与主体进行行为评价，为推进诚信管理提供数据支撑。

加大决策分析利用。挖掘政府采购海量数据潜能，建立多维度数

据分析模型，发挥采购数据的决策辅助作用，为项目评审、预算

编制、产业发展等提供有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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