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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5_81_E7_BB_8F_E8_c31_169762.htm 在实际工作中，“询

价采购”方式是常用的一种采购方式，特别是在县一级，有

80%以上的采购业务是通过询价方式实施的，而“询价采购

”，其操作环节不多，程序也简单，稍微规范不到位，就会

被人“钻”空子，因而，询价采购工作人员就非常容易受到

“商业贿赂”的攻击，对此，如何切实有效地防范“询价采

购”活动中的“商业贿赂”行为，正是我们当前迫切需要研

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对选用“询价采购”方式的理由

必须要在事前审查清楚，以防有人把应实施“公开招标”的

采购事项简化为“询价采购”操作，从而为其收受贿赂、实

施暗箱操作打开方便之门。众所周知，政府采购的“公开招

标”方式，具有操作程序严密、透明度高、社会监督力强、

信息发布面广等特点，相关环节的牵制力度大，舞弊行为一

般难以得逞。而相对来说，“询价采购”操作，其信息公开

面不广、操作程序也比较简单，为此，有些人就想暗中钻空

子，把应实施“公开招标”的采购业务，进行了“询价”操

作，从而人为降低了采购工作的透明度，为其暗箱操作打开

了方便之门。因此，对采购人或其采购代理机构在选用采购

方式时，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必须要严格进行事前审核把关，

凡应实施公开招标采购的货物或服务，不得以任何理由使用

或变相使用其他方式采购，对确有特殊情况而选用其他方式

采购的，采购人或其采购代理机构必须要在事前报请财政部

门审核批准，不得“先斩后奏”，更不得暗箱操作。 二、要



认真研究采购人的“特殊采购需求”，明确具体地公示出“

询价”对象的资格条件，以防少数人有意“拌混”供应商的

资格门槛而为其推荐或指定关系户“铺平道路”。在确定“

询价对象”之前，询价小组就必须要认真研究采购人的各种

采购需求，对其不合理的条件，诸如对供应商构成差别或歧

视性待遇的要求当然不予支持，而对各种合理的条件和建议

，则必须要给予满足，并应将其作为选择“询价对象”的资

格条件确定下来，只有这样，才能使询价对象的确定“有章

可循”，也才能有效避免有关人员随意“推荐”询价对象等

舞弊问题，从而能够达到遏制腐败行为的目的。三、要在公

开场合下“随机抽取”询价的对象，以遏制少数人变相“圈

定”甚至于直接“指定”其人情关系商作为询价对象的阴谋

，从而达到抑制腐败行为滋生的效果。拟询价对象的确定，

虽不能对采购项目的质量和效果产生直接的影响，但这种行

为却能从源头上“限制”中标对象的范围，凡不能进入拟询

价的对象范围，根本就无法谈到中标的可能性，因此，一些

供应商为了能有更多的机会参与询价采购活动，都纷纷利用

一些不正当利益为诱饵，进行“攻关”大战，以拉拢、腐败

采购代理机构的一些工作人员，而作为“回报”他们就会在

确定拟询价的对象时，就直接指定那些“人情商”、“关系

商”等作为拟询价的对象，或就直接向他们询价。从而直接

抹杀了其他供应商参与竞争的机会，侵害了他们的潜在权益

。而一旦对拟询价对象的确定也严格按“随机抽选”的办法

，从符合条件的供应商中“抽选”产生，则就能消除人为“

指定”因素，从而就能从源头上杜绝腐败行为和违法乱纪活

动的滋生。 四、对供应商的一次性报价及其承诺措施等情况



必须要记录在案，以增强采购工作的客观公正性，防止少数

人利用工作或管理上的漏洞而大搞其暗箱操作行为。对县一

级来说，大多数“询价”采购业务都是通过电话或微机网络

等进行的，被询供应商则多数是通过口头等手段来报价的，

其口头表述的情况就是其参与竞争的原始资料依据，如不将

其报价和有关承诺情况等及时进行详细地记录，或记载不全

面等，都会导致将来在确定中标对象时“口说”无凭，无据

可查，也为各种舞弊行为制造了机会，从而使竞争失去了应

有的公平性，同时，把各方的询价及其答复情况制作成书面

记录，也不仅有利于采购工作人员能进行直观的相互比较，

便于评估确定中标供应商，还有利于防范有人暗中作弊，造

成事后查无实据的被动局面等。 五、要建立“供应商信息库

”，备足一定数量的各行各业的潜在供应商，以满足随时抽

选“询价”对象的需要，避免给有些人暗助甚至于指定询价

对象留下可乘之机。“询价采购”不同于“公开招标”的一

大特点就是采购代理机构在采购前必须要主动“寻找”适合

于采购条件的潜在供应商，然后再从中确定出一定数量的供

应商作为询价的对象，并向其发出询价信息，因此，为了确

保“询价”对象的选择能有较大的余地，同时，也能使潜在

的供应商都能有一个被“询价”而中标或成交的公平机遇，

采购人或其采购代理机构就必须要在询价前掌握或了解一定

数量的潜在供应商，而不能再等到需要“询价”时才开始寻

找或收集拟询价对象的基本情况，这种突击式的或是临时查

找和审核供应商资格条件的做法，对供应商情况的了解也不

可能全面和透彻，势必会带来各种隐患，为了避免这些弊端

，作为采购代理机构，就必须要在平时能够建立一个“供应



商信息库”，以“储备”一定数量的、各行各业的、符合参

与政府采购活动资格条件的供应商，以便满足随时抽取和确

定“询价”对象的需要，这是公平合理确定“询价”对象的

最基础性工作，更是遏制腐败行为的重要举措。 六、要“依

法”组建询价小组，增强其内部牵制和监督力度，以促进询

价采购工作更加公开透明，从而达到防范暗箱操作、遏制腐

败行为的目的和效果。对“询价采购”方式而言，一旦有些

事项透露出去，就会导致被询价人相互“串谋”，或通谋作

弊，共同坑害采购人等，因而，这种采购方式的操作，具有

一定的保密性和严肃性，也正是由于这个特点的存在，往往

导致有些采购操作人员将应有的“保密性”作为其“暗箱操

作”的可乘之机，或是“指定”被询价的对象，或是“暗示

”询价对象多次重复报价等等，可见，这种询价操作方式本

身所固有的“弊端”是很多的，而要增强其透明度，消除各

种不利因素，就必须要在询价小组的组建上“下”功夫，即

必须要组建一个内控措施完善、牵制力强大、职责严明的询

价小组。而在实际工作中，询价采购工作却基本都是由采购

代理机构“一手”操办或“包办”的，根本就没有什么询价

小组之说，有的即使有询价小组，其组建也是“徒有虚名”

，根本就不规范，采购人等是很少被邀请参与询价操作的，

而按法律规定，询价小组的组建，必须要有采购人的代表，

要有相关领域的采购专家等由三个人以上的单数组成，并且

，其中的采购评审专家人数还不得少于小组成员总数的三分

之二等等。可见，询价小组的组建有其非常严格的程序和要

求，只有严格依法组建询价小组，才能充分体现出询价采购

工作的客观公正性和公开透明度，才能有效地防范这种采购



方式所固有的各种缺点和隐患。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