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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购买服务的改革趋势和政策理解 



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建立的背景 

背 
景 
特 
点 

 
从外到内：“舶来品” 

 

 

 
从下到上：地方实践推动 

从小到大：中央决策部署 



     目前，政府购买服务已

在美国、欧盟、日本、澳

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

等国家和地区得到广泛应

用。特别是08年国际金融

危机后，一些发达国家财

政状况恶化，政府资金不

足，推广政府购买服务成

为其摆脱危机的重要举措。 

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建立的背景 



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建立的背景 

卡梅伦政府于2010年5月提出并启动
了“大社会”计划。 

据统计，英国政府每年用于购买公
共服务的资金高达2360亿英镑。 

据估算，英国政府每年实际获得的
公共服务量是整体支出金额的3倍。 

以英国为例 



（二）从下到上：地方实践 

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建立的背景 

传统公共服务提供模式 

•设立机构 
•定编定岗 
•养机构 
•养人 
…… 

尤其在地方，难以为继…… 



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建立的背景 

珠三角地区人口倒挂现象严重 



（三）从小到大：中央决策 

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建立的背景 

提出政府购买服务的思路 

2001年，国务院出台《中国农村扶贫开
发纲要：2001－2010》 

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
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
首次提出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 

2008年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关于深化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这是首次
将政府购买服务纳入政府职能转变改革
框架。 

宏观上提出改革方向 

上升到实践层面 



 重要意义 

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建立的背景 

社会意义：社会治理现代化 
 
经济意义：新常态与供给侧改革 
 
政治意义：增量改革 
 

 



关于购买主体——谁来买？ 

关于承接主体——向谁买？ 

关于购买内容——买什么？ 

政府购买服务的主要政策内容 

 关于购买资金——用啥买？ 

关于购买机制——怎么买？ 

  关于监督管理——买的值？ 

政
策 
内
容 



政府购买服务的主要政策内容 

（一）关于购买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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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购买服务的主要政策内容 

（二）关于承接主体——向谁买？ 

社会组织 

企业 

机构 

事业单位 



政府购买服务的主要政策内容 

（二）关于承接主体——向谁买？ 

财政部、民政部、工商总局 
《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暂行）》 

（财综〔2014〕96号）   

         

    第六条  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主体（以下简

称承接主体），包括在登记管理部门登记或经国

务院批准免予登记的社会组织、按事业单位分类

改革应划入公益二类或转为企业的事业单位，依

法在工商管理或行业主管部门登记成立的企业、

机构等社会力量。  



政府购买服务的主要政策内容 

向谁买？ 

1.严格把关市场准入条件  

2.社会组织是重要承接主体 

3.积极推进事业单位转制改革 

（二）关于承接主体——向谁买？ 



政府购买服务的主要政策内容 
事业单位作为承接主体之处理——基本原则 

财政部、民政部、工商总局 
《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暂行）》 

（财综〔2014〕96号）   

         

   第九条  政府购买服务应当与事业单位改革相结
合，推动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
推进有条件的事业单位转为企业或社会组织。 
  

  事业单位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应按照“费随

事转”原则，相应调整财政预算保障方式，防止出

现既通过财政拨款养人办事，同时又花钱购买服务

的行为。 



政府购买服务的主要政策内容 

（三）关于购买内容——买什么？ 

 
 

如何理解 

公共服务？ 



政府购买服务的主要政策内容 

（三）关于购买内容——买什么？ 

维度一：发达国家购买服务的范围和领域极广 

 

维度二：《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暂行）》 

 

维度三：禁止性要求 

 

维度四：技术途径：制定指导性目录 



政府购买服务的主要政策内容 

 （四）关于购买资金——用啥买？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

所需资金在既有财政预算安

排中统筹考虑。随着政府提

供公共服务的发展所需增加

的资金，应按照预算管理要

求列入财政预算”。 



政府购买服务的主要政策内容 

 （四）关于购买资金——用啥买？ 

如何保障？ 

逐步提高预算资金比例 

允许对既有预算进行调整 



政府购买服务的主要政策内容 

 （五）关于购买机制——怎么买？ 

2015年《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明确了政府
购买服务适用《政府采购法》 
 

国办96号文对购买程序和机制有原则规定。 
 

重点参见《政府采购非招标方式管理办法》
和《关于推进和完善服务项目政府采购有关问
题的通知》（财库〔2014〕37号）。 



政府购买服务的主要政策内容 

购买形式可以灵活多样： 
 

合同外包 

凭单制 

补贴制 

公私合营（PPP） 

 （五）关于购买机制——怎么买？ 



政府购买服务的主要政策内容 

购买方式可以灵活多样： 
 

公开招标 

邀请招标 

竞争性谈判 

单一来源采购 

 （五）关于购买机制——怎么买？ 



政府购买服务的主要政策内容 

操作规定 

《关于推进和完善服务项目政府采购有关问题的通知》 

《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 

《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 

 （五）关于购买机制——怎么买？ 



政府购买服务的主要政策内容 

 （六）关于监督管理——如何“买的值” 

确保财政资金安全有效！ 

一是推进信息公开，筑牢防腐制度防线 

二是加强资金管理，确保资金使用效益 

三是加强综合评价，确保购买服务效果 

四是加强监督管理，确保购买行为规范 

 



政府购买服务工作不断推进 

积极推进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 

顶层设计：财政民政联合推动 

纵向：多领域出台文件 

横向：地方普遍出台实施意见 
 



政府购买服务的制度建设 

横向层面 
2013.12.4,财政部《关于做好政府购买服务工作有关
问题的通知》（财综〔2013〕111号） 
2014.1.24,财政部《关于政府购买服务有关预算管理
问题的通知》（财预〔2014〕13号） 
2014.4.14,财政部《关于推进和完善服务项目政府采
购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37号） 
2014.4.2,财政部《关于做好2014年中央部门政府购
买服务工作的通知》（财综〔2014〕18号） 
2014.11.25,财政部、民政部《关于支持和规范社会
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通知》（财综〔2014〕87号） 
2014.12.15,财政部、民政部、国家工商总局《政府
购买服务管理办法（暂行）》（财综〔2014〕96号） 



政府购买服务的制度建设 

纵向层面 
2015.5国办《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
服务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5〕37号） 
 
2014.8财政部、发展改革委、民政部、全国老龄办
《关于做好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工作的通知》（财社
〔2014〕105号） 
 
2014.4财政部、民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残疾
人联合会《关于做好政府购买残疾人服务试点工作的意
见》（财社〔2014〕13号） 



政府购买服务的制度建设 

纵向层面 

 

2015年1月13日，国家卫计委发布《关于开展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试点工作的通知》。这是卫

生计生系统贯彻落实国办96号文件，推进政府

购买服务制度建设的探索成果。该文件要求每

个省份选择3—5个城市或地区开展政府购买公

共卫生计生服务试点工作，取得经验后逐步扩

大试点范围。新农合基金经办服务等七大类项

目列入首批试点项目目录。 



积极推进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 

对政府自身的挑战：从灵魂到利益 
 

新的角色 

新的程序 

新的方式 



积极推进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 

目前这项制度落实存在的问题 

对购买服务的认识存在偏差 

部门联动机制没有有效运作 

制度建设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机遇： 
 社会组织的重大利好 

 

主体： 
 社会组织是主要的承接主体！ 

 

挑战： 
 社会组织准备好了吗？ 

 

机
遇
与
挑
战 

应对： 
 打铁还需自身硬！ 

 



机遇：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对社会组织是重大利好 

积极推进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 

注：2012年不同国家政府资助在社会组织收入所占比 



数量 
质量 

品牌 

整体上社  
会组织与
政府合作
意愿有待 
  提高 

 

数量少 
规模小 
挑选余地
小 

挑战：社会组织的优势和劣势 

积极推进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 

自身的 
挑战 



非营利性 
公益性 

准公共性 

积极推进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 

来自企业 
的挑战 

整合社会资
源 
动员社会参
与 

挑战：社会组织的优势和劣势 



宗旨和社会价值 

应对：  
打铁还需自身硬！ 

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提升服务能力 
 

民主办会－市场机制 

社会公信 

 

社会组织： 



请多批评指正！ 

 

           

电话：（010）58124026 

邮箱：afu1998afu@163.com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河沿大街147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