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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政府采购国际规制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贸易自由化要求及快速发展的跨国网络空间促成的客观趋势
，过往理论界的回应则是对这一趋势下形成的政府采购国际规则作介绍性分析，并未将其纳入理论视
角进入深层透视。
为此，将理论研究推向纵深既能填补理论研究空白，又有极强的实践价值。
                        　　政府采购国际规制的深层理论探析，必然建立在对规制的成因和流变探讨基础上，本
书首先从概念人手，对国际法视角的政府采购进行了多层面、多视角探析，并以这种探析为理论原点
，对政府采购国际规制的成因和流变作了深入分析，认为从国内财经政策到国际贸易政策是促成国际
规制的主要动因，同时国际贸易自由化发展程度与政府采购国际规制成正相关关系，在政府采购国际
规制时，还必须考虑国家主权、国家利益与国际共同利益的协调等因素。
                        　　成因和流变的分析有助于掌握政府采购国际规制的一般规律及其发展趋势，而规制内
容及其逻辑关联性的探讨既有助于丰富国际经济法理论，又有助于为国内立法提供理论参考。
本书在分析成因和流变后，着重分析了政府采购国际规制内容，内容的分析是以GPA协定、《联合国
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货物、工程和服务采购示范法》、《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贷款和国际开发协会信贷采
购指南》、《欧盟采购指令》等为范本。
                        　　任何法律规制都是在一定价值观指导下并确定一定原则后展开的，内容分析的逻辑起
点是政府采购国际规制的价值目标和基本原则，通过分析认为国际规制的价值目标共性在于贸易自由
追求和法律协调，基本原则主要包括公开公正原则、透明度原则和竞争原则等，分析了价值目标和基
本原则后，探讨适用范围就成了政府采购国际规制的又一重要问题，本书结合经济主权原则，对政府
采购国际规范的适用主体范围、适用客体范围和适用例外进行了，全面的理论分析，认为适用主体范
围在规制方式上主要有成员方承诺和规范界定；适用客体范围经过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并逐步趋向一致
；适用例外则是协调政府采购市场发育程度不同成员国的采购利益之一般规律。
适用范围所解决的是效力领域，而效力则是规则的效力。
接着对政府采购国际规制的核心内容采购方式和程序进行了语义和理论分析，认为公开招标、选择性
招标和限制性招标是政府采购国际规制的主要采购方式，公开招标是无条件的，选择招标和限制性招
标是有条件的，其具体条件则因规制的范围对贸易壁垒限制的程度不同而有所区别；采购程序通常包
括招标、投标、评标和确定中标成交商，《欧盟采购指令》对此规范得最为详尽，同时，还对招标前
的采购计划预先通告作了独特规范。
经过一定采购程序后，政府采购主体必然按照一定标准授予政府采购合同。
合同授予是政府采购中的关键环节，接着本书对国际规制中的合同授予程序、标准及合同形式与条款
进行了分析，这种分析是建立在对政府采购合同性质的理论探析基础上，并认为合同授予程序通常包
括投标审查、审查结果的通知及合同订立等。
《欧盟采购指令》对合同授予标准规定得最为详尽，而合同授予形式和条款则需要结合成员国国内法
予以判明。
本书最后对救济制度进行了全面分析与探讨，这种探讨是以救济制度的价值取向和模式选择为理论原
点，理论分析后，着重分析了GPA协定的救济制度，认为质疑程序是GPA协定救济制度的核心内容，
侧重第三人权利保的障，是GPA协定救济制度特性之所在。
然后，本书对《欧盟采购指令》等其他政府采购国际规范的救济制度的特性也进行了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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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定义方法　　政府采购概念的准确界定是理论研究深入展开的逻辑起点和立论基础，而概念
的提升离不开定义方法的支撑。
目前我国界定法律术语的方法主要有规范定义法、语义分析法和概念要素分析法等。
从国际法视角来看，前两个定义方法难以科学完整地统摄与整合目前不同国家及不同国际规范对政府
采购的多样性定义，只有要素分 析法才能科学界定国际法制中的政府采购内涵。
　　“规范定义法”是指根据法律规范对政府采购的界定来定义政 府采购概念，这种方法分析政府采
购概念不仅使政府采购的内涵十 分不确定，也显示出理论研究的浅层次，“当抽象的一般概念及其逻
辑体系不足以掌握某生活现象或意义脉络的多样表现形态时，大家 首先会想到的辅助思考形式是‘类
型”，就政府采购概念来说即 用浅层次的规范“类型”定义。
其缺陷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不能统 一政府采购的内涵。
由于各国和各地区所处的自然历史条件、文化 传统、法制实践以及迈入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
之起始条件均不同，政府采购内涵在各国法律规制中具有明显差异，如果我们依据 规范来定义，必然
会使政府采购观点纷呈，难以统一其内涵。
其实尽管各国及国际社会法律规范对政府采购有不同的界说，如果我们运用 马克思主义从具体到抽象
的辩证思维方法，完全可以从这色彩各异的 界说中寻觅到许多共同的要素，然后从这些要素中概括出
普适的概念。
其次，难以发挥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
众所周知，理论的生命和价值在于服务和指导实践，法学理论尤其如此。
法学理论研究的价值 不仅在于解释规范，使规范在适用于现实过程中为人们提供具体指 导，更重要
的在于对规范进行比较、概括和抽象，发现规范同一行为的不同规范之共同要素和观念，以便为规范
的发展和完善提供具体的指导P2和参考，并预示规范的发展趋势，进而发挥规范对理论的具体指导 作
用。
同时，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来看，这种定义方法还只停留在具 体层面，没有上升到理论抽象。
而从方法论视角看，理论演进的逻辑 是从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具体不断循环的过程。
可见规范定义方 法只是理论的初步，它还必然会向其他更高层次迈进。
更为重要的是，规范定义方法所形成的政府采购概念难以适应国际政府采购法制的需要。
国际政府采购法制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妥协的结果，它是对世界各主要国家政府采购法制的差异进行平
衡后通过谈判而形成 的，这种谈判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就是妥协。
如果我们都是从本国法 律资源出发来界定政府采购，发掘不了政府采购的共同点，那就很难为谈判提
供现实基础，也就形成不了政府采购法制的共同理念。
因此，要为政府采购国际法制寻找到共同的政府采购概念进而展开政 府采购国际法制研究必然要舍弃
这种传统的规范定义方法。
　　规范定义方法其固有缺陷使得在国际法制中定义政府采购概念 时不可采用，那么语义分析方法又
怎样呢?语义分析方法是指根据 语词本身的含义，并把它纳入到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情景 
中进行分析，从而概括出概念的内涵，它不是就词论词。
“在探究词 的意义时，就词论词的做法不足为训，故本书也可以被视为是一个描 述社会学的尝试。
在各种类型的社会情境之间或社会关系之间，有 许多重大的差别通常并不是直接显现出来，通过考察
相应词语的标 准用法，考察这些词语如何取决于具体的社会联系，就可以最清晰地 把握这重大的差
别。
然而，这种考察经常受到忽视。
”尽管语义分 析不是就词论词，但是它必须将概念纳入到特定的社会情景中去进行分析，用这种方法
来分析政府采购概念，必然会凸现其在不同国家 的个性内涵，而隐去其共有意义。
当然，有人会指出，国际社会的政 治、经济、文化也会构成特定的社会情景，这种情景可以成为定义
政P3府采购的基础，但这是理论假设，如果国际社会已形成共同的社会情景的话，那就无所谓多元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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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了。
同时，语义分析方法还须结合词的 历史流变分析概念，而准确弄清国际法制中政府采购概念的内涵，
我 们不是侧重把握概念的流变，而是以概念稳定而固有的含义为基础 分析问题。
可见，语义分析方法也难以准确地揭示政府采购的共性 特征。
　　以上分析可见，上述两定义方法之所以不能成为界定国际法制 中政府采购内涵的应有方法，其原
由在于两种方法不能舍弃政府采购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国际法规范中的纷呈内涵，不能从色彩各异的 定
义中寻觅到一些共同的要素。
可见，要准确定义政府采购概念，必 须采用能克服上述方法根本不足的定义方法，即概念要素分析法
，因为该方法是从概念本身所构成的要素出发，通过探讨要素的本质，并 将这种本质以一定的逻辑连
接方式进行连接，进而构成概念的定义方法。
它可以舍弃不同文化传统和法制背景及迈人现代政府采购起始条件相异背景下的不同内涵的政府采购
概念之差异性，并寻求到它们的共同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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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首先从政府采购的概念人手，对国际法视角的政府采购进行了多层面、多视角探析，并以这
种探析为理论原点，对政府采购国际规制的成因和流变作了深入分析，认为从国内财经政策到国际贸
易政策是促成国际规制的主要动因，同时国际贸易自由化发展程度与政府采购国际规制成正相关关系
，在政府采购国际规制时，还必须考虑国家主权、国家利益与国际共同利益的协调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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