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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极 推 进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整 合 创 新
王丛虎

9 月 17 日，第十三届中国西部国际采购商大会暨第四届

中国西部公共采购大会在四川成都举行，与会专家学者热烈

讨论了公共资源交易的发展趋势，还发起成立了中国西部公

共资源交易平台共享联盟。这是又一个公共资源交易的区

域联合发展机制，也标志着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创新迈出

新步伐。

公共资源交易，是指涉及公众利益、公共安全的具有公

共性、公益性的各类资源交易活动的总称。长期以来，我国

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存在着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不高、公共服

务供给不充分、多头监管与监管缺失并存等突出问题。为

此，亟须深化改革、整合创新。2015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整合建立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工作方案》和 2019 年印

发的《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化公共资源

交易平台整合共享指导意见的通知》，为公共资源交易创新

改革指明了方向。

各地展开的公共资源交易改革创新，展示了强大的整

合 能 力 。 就 交 易 的 业 务 范 围 而 言 ，从 传 统 的 四 项 主 要 业

务，即工程建设招投标、政府采购、土地和矿产权交易、国

有资产交易，逐步拓展到药品采购、林权交易、排污权交易

等更大范围的交易；就交易的形式而言，从有形的交易现

场逐步演化为无形的统一交易网络平台；就交易的体制而

言，从各自为政的交易体制逐步过渡到综合或协同的监管

体制，尤其是以重庆交易集团为代表的综合监管和企业化

运作，更增加交易体制的多样性；就交易的制度变革而言，

正在从各自独立的交易规章制度走向融合或统一的交易

法规体系。

不言而喻，这场基于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的整合改革彰

显着公共价值，也承载着更多使命。首先，公共资源交易整

合创新承载着发展高标准市场体系的使命。公共资源交易

作为市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其发达与完善的程度本身就

是高标准市场体系的重要指标，而且对私人交易市场具有

强烈的引领作用。其次，公共资源交易整合创新承载着政

府职能转变和行政体制改革的价值使命。在当下正在进行

的“放管服”改革中，涉及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的审批及监督

管理是改革创新的难点，也是重点。再次，公共资源交易整

合创新承载着公共政策传播和执行的使命。公共资源的公

有性，决定了公共资源交易负有传播公共价值和执行公共

政策的使命。具体而言，公共资源交易应该将公共政策融

入其中，并通过市场化交易体现公共部门的政策需求和价

值导向。

应该看到，正在进行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创新还有

许多工作要做，如公共资源交易的全程数字化、交易信息的

互联互通共享、交易信用的联合惩戒、交易领域的营商环境

优化、交易监管的综合化法治化，等等。为此，如何充分借助

现代信息技术、持续融合创新，仍是下一步各地公共资源交

易平台整合改革的重要任务。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公共资源交易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重庆：一门受理 一窗通办
本报记者 吴陆牧

“现在参与投标只需要跑一次，甚至一次都不用跑，比以

前方便太多了。”近日，在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前来办理

工程建设项目交易入场业务的重庆弘禹水利咨询公司招标二

部部长刘道红高兴地说。

市场主体获得感增强，得益于近年来重庆市对公共资源

交易的改革创新。记者了解到，2016 年，重庆市委、市政府整

合 5 个分散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组建成立重庆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与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两块牌子、一套机构”

运行，在全国率先走出“政府强监管、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管

理”的路子。

“整合改革后，交易中心在统一服务规范、服务流程、服务

场地等方面着力，推动 5 大板块整合，大幅提高了办事效率与

市场主体满意度。”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市场管理部部长

李成刚说，整合后，平台所有服务事项实现“一门受理”“一窗

通办”，市场主体办事更省心省力。此外，交易中心形成了

170 项服务规范体系，全部在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公示，真

正实现“一个市场、一套体系、一个标准”，让市场主体看得懂、

社会能监督。

数字化是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创新发展的关键词。

该中心党委书记、董事长周业军说，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成立后，把数字化转型作为第一战略，近 5 年投入 1.3 亿元开

展技术创新建设，并保持每年 3000 万元信息化投入，用科技

创新不断赋能公共资源交易高质量发展。

以“互联网+公共资源交易”为路径，重庆建立了全市统

一的公共资源交易“一网三平台”，形成公共资源从信息发布、

交易组织到交易监管的全流程电子化、网络化“一张网”交易

体系。目前，重庆全市 38 个区县及两江新区、万盛经开区公

共资源交易网站已全面整合并入，实现公共资源交易一套体

系、一个标准，信息“一网汇聚”、服务“一网通办”，市场主体一

地注册、全域共享，数字证书一处办理、全市通用。

记者在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服务大厅看到，智能综

合管控平台大屏幕上，滚动显示着实时交易数据。据了解，重

庆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运用物联网技术，建成“云＋网＋端”智

能综合管控平台，将 2500 多个电子终端映射到实景模型，实

时感知设备运行状态，远程控制使用，实现了交易场地的智能

管控、智能调度、智能引导、智能操作和智能监督。

重庆还通过实施“大数据+”行动，把“沉睡”的数据变为

宝贵的资源。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发了公共资源交易

大数据系统，覆盖全市公共资源交易数据，可对每一个项目、

每个参与交易的市场主体进行立体画像，可一键生成项目“体

检报告”。同时，研发建立医药大数据应用平台，形成药品从

生产企业、经营企业、医疗机构到患者的全程智能追溯体系。

在大数据智能化推动下，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集

聚力、辐射力和市场影响力不断提升。目前，该中心交易业务

品类达到 30 个，聚集市场主体 3 万多个，外地企业占比超过

50%，已经为超过三分之二的央企提供产权交易专业化服务，

并与北京、湖北、四川、西藏等地开展跨区域合作。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完成各

类项目交易 22270 宗，实现交易额 2445 亿元，同比增长 8.5%，

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23%；增收节支 340 亿元，同比增长 9%，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122%。

近日，几位评标专家在办公室内，通

过远程视频对黑龙江省各地的投标项目

进行评估。这是黑龙江省建成全省共用

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之后的常见景象。

按照国家推动公共资源交易整合共

享工作要求，2016 年，黑龙江省启动全

省共用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建设。“统一

电子平台、统一交易机构、统一专家库、

统一规则体系”，黑龙江省迅速建成 1 个

公共资源交易网、1 个综合评标专家库、

15 个交易中心的公共资源交易体系，公

共服务平台、电子交易平台、电子监督平

台于“一张网”运行，实现了“省级建设，

全省使用”。

如今，黑龙江省各地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都可在“一张网”发布信息、“一个平

台”开展交易、“一个库”抽取专家、“一个

流程”开展服务，各类公共资源可在此平

台实现全流程电子化交易，极大提高了

黑龙江省各地公共资源交易服务效率。

据介绍，整合之初，黑龙江全省 13

个市地仅有 2 个自建交易平台，半数以

上城市经济总量小、交易活动不够活跃，

省级仅政府采购实现电子化交易。为规

避市地、省直部门分别自建交易平台可

能出现的重复建设、浪费资金、交易标准

不统一等问题，黑龙江省确定由省发改

委负责牵头建设全省统一的公共资源交

易平台体系，供省本级和各市县区使用。

如何解决传统线下交易框架内，行业部门既负责交易的组

织实施，又负责交易活动监管这一问题？黑龙江省启动交易管

理模式改革，建立省发改委负责综合管理、行业部门负责交易监

督、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负责交易服务的管理、监督、服务三分离

的整合模式。避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管办不分模式。

高效，是许多企业对黑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服务的认

可。通过流程再造，黑龙江省统一规范了交易流程和标准，大幅

压缩、优化项目招标投标流程，全面取消了投标报名、审核备案等

环节，减少自由裁量权，开放平台第三方服务，提供多种工具软件

供用户自主选择，内嵌保函保单平台，在线选择电子保函开单、鉴

收，极大方便了省内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的统一有序开展。

如今，黑龙江各地都在借助这一高效公共资源服务平台，做

好“自选动作”，打造优质营商环境。

大庆市德亮节能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中标当地市政公共设施

管理服务项目后，又拿到黑龙江省首笔线上“政采贷”，获得银行

97.3 万元信用贷款；不仅获得高效公共资源服务，还有流动资金

支持。大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正是借助全新平台，向大庆产业

金融服务平台推送交易信息，助力中标企业通过政府采购合同向

金融机构线上融资。自今年以来，大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累计

完成远程开标项目 1008 项，实现预算 9.94 亿元，成交金额 8.58 亿

元；政府采购网上电子商城共成交项目 712项，总成交金额 883.24

万元，大大提高了采购效率、透明度和满意度。

“省级建设，全省使用”，随着黑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网的建

成，黑龙江省实现全省公共服务平台、电子交易平台、电子监督

平台于“一张网”上一体化运行，原来分散在各部门工程项目招

标投标、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出让、国有产权等公共资源交易都

在“一张网”上交易。

整合专家资源是黑龙江省“一张网”建设的一大亮点，如今，

为推动全省共用共享，黑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全面整合了行

业、地区组建的评标专家库，建成全省统一的评标专家库，统一

了抽取规则，专家全部从省评标专家库中自动随机抽取。特别

是开通专家远程异地评标功能，借助覆盖全省的“一张网”，有效

解决专家资源分布不均衡问题，实现专家资源在全省范围跨区

域共享。

黑龙江

：一网覆盖

一体运行

本报记者

苏大鹏

贵州：一处失信 处处受限
本报记者 王新伟 吴秉泽

贵州省某企业于去年 6 月和今年 7 月先后

被重庆市和贵州省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近

日，该企业在贵州参与公共资源交易时被信用

拦截，限制办理。为了能完成相关交易，该企业

主动履约，在支付涉案款项后，得以恢复正常进

行公共资源交易。

近年来，贵州省借助大数据手段，通过跨部

门联动、建立联合惩戒协同机制，多平台联通、构

建全域封闭治理环境等措施，构建起覆盖全省

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措施规则统一，信用信息自

动推送、自动比对、自动拦截，联合惩戒自动实

施、自动记录、自动反馈的信用联合惩戒格局。

截至目前，贵州省失信联合惩戒平台已与

41 个行政主管部门、32 个交易平台、各级政务

服务网、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联合信用

奖励等部门系统实现技术对接和数据交互，上

下联合、覆盖全省的一体化联合惩戒平台体系

已全面形成，实现了公共资源交易投标人“一处

失信，处处受限”，换个“马甲”转战异地投标的

做法再也行不通了。

长期以来，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存在着信用

信息不全面、不准确、不及时，失信惩戒规则不

一等问题，一些招投标主体在此处失信却能在

异地参与交易，影响了公共资源交易的公平。

针对这些痛点、堵点，贵州省发展改革委、贵州

省高级人民法院、贵州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等

9 部门于 2019 年 10 月联合印发关于在公共资

源交易领域对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实施信用联合

惩戒的通知，确立在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招投标

活动中建立“逢办必查、失信必惩”的信用核查

和信用联合惩戒机制，将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

行人的代理机构和投标人挡在了公共资源交易

的“大门”之外。

贵州明确提出，在项目入场登记环节经核

查被确认为失信被执行人的代理机构，公共资

源交易平台拒绝其入场。对投标人的核查则更

为严格，在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招投标活动中的

注册登记、资格预审、购买文件、现场开标、中标

候选人公示等各项关键环节中，均要全面核查

其信用信息，一旦有投标人被新列为失信被执

行人，将会被取消其投标资格。而对两个以上

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组成一个联合体共

同参加投标活动的，只要有一个成员被列入失

信被执行人，整个联合体会被视为失信被执行

人，同样不能参加公共资源交易招投标。

贵州明确由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负责将全

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及时、全部推送至贵州信

用联合奖惩平台；该省各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和财政、住建等部门作为响应单位，依据有关规

定在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招投标活动中对失信被

执行人实施信用联合惩戒，各部门同步发力，快

速推进联合惩戒落地见效。

据贵州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负责人介绍，

该省还打通了全省各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数据

接口，积极推动公共资源交易联合惩戒平台与

发改、住建、自然资源、市场监管等行政主管部

门，各级政务服务网、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

统、信用联合奖惩、信用信息等平台实现系统对

接与数据交互，形成共享共治、封闭运行的公共

资源交易联合惩戒体系，确保了“一处失信、处

处受限”落到实处。

贵州省发展改革委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

今年 9 月 21 日，该省在公共资源交易活动中累

计查询交易主体信用信息 343 万次，依法惩戒

失信交易主体 5800 余次。

如今，诚信担当正成为贵州公共资源交易

各方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公共资源交易的

精准化、科学化、便捷化水平显著提升，公共资

源交易市场环境不断得到净化。本版编辑本版编辑 周颖一周颖一 徐徐 达达 美美 编编 夏夏 祎祎

公共资源交易彰显公平公正公共资源交易彰显公平公正

黑龙江省评审专家签到

进场。 孟子皓摄

重庆公共资源交易大数据显示屏。

本报记者 吴陆牧摄

贵州省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外景。 张晓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