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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4_AD_E4_BB_A3_E7_c41_65750.htm 目前，我国政府采购的

代理机构内部管理存在诸多弊端。尤其是项目管理的不分层

次、不设重点、没有目标，严重影响了采购代理机构为客户

提供更好的服务，也制约了自身的发展。本文作者就从项目

管理的角度为采购代理机构提出建议，旨在使他们加强管理

，应对挑战。 在市场经济中，采购代理机构常会受到市场风

险、经营风险和管理风险的内外夹击。而管理风险是内部的

，隐而不现的，因而其危害更为可怕。它不仅会使采购代理

机构收益下降，市场份额减少，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它可能使

采购代理机构陷入法律诉讼的窘境。因此，采购代理机构要

想在市场竞争中健康、稳定地长足发展，建立、健全自身的

内部管理制度，降低管理风险很关键。 从目前来看，采购代

理机构的内部管理状况通常存在如下两大缺陷：一是管理内

容简单，管理层次肤浅，仅满足于法律规定的最起码要求；

二是管理内容零散，未形成一个统一的体系，管理形成的信

息尚不能为决策服务。 项目管理是什么 所谓项目管理，简单

讲是由专人进行的专项管理。专人管理，指管理工作由懂得

业务且经验丰富的人士来进行。专项管理是指在将采购代理

机构的所有项目纳入统一管理、统一规范的前提下，结合采

购代理机构的经营管理策略，根据重要性原则，对重要项目

实行专门管理，形成关键控制点，在管理中做到有的放矢。 

良好的项目管理，不仅提高了管理的层次和深度，使各项管

理制度的实施不再流于形式，而且有助于采购代理机构拓展



市场、稳定收入，同时又大大降低风险。 三层次完善项目管

理 在项目管理的实际过程中，根据采购代理机构管理层的需

要，可以进行如下三个层次的管理： 层次一：针对性管理 由

于采购代理机构的采构项目繁多，不同性质的业务，其管理

方式和侧重点是有所区别的，用统一的要求来管理显然是不

合理的，更是不科学的。要对项目进行良好的管理，首先要

对其按业务性质来分类，一般可划分为常规采购项目、特殊

采购项目。如对计算机、汽车、办公设备等经常性项目，应

当侧重对产品价格、服务、品质的信息调研；而对一些诸如

医疗设备等专业设备的采购，则应当侧重对供应商的各项资

质、业绩及产品性能的审查核实。在管理过程中，应当严格

地督促采购代理机构内部采购执业人员按照“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坚持规范的采购运作程序。对于常规性项目

，采购一般会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因此需对该类项目建立动

态的数据库。数据库中应包括下列信息：项目供应商的经营

规模、经营范围等，以了解各供应商在行业中的地位、行业

风险及商业信用、服务质量；项目负责人和助理人员，以对

机构内人员进行监督；采购期间，前后采购期间的对比，可

为改进工作、提高效率提供依据等等。 层次二：重点管理 在

上述分类的基础上，还可按业务的规模进行细分，业务规模

大的采购项目无疑是管理的重点。随着政府采购制度的不断

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采购项目进入到政府采购市场中来，

尤其是一些大批量的货物采购、市政工程建设项目等，对整

个采购代理机构的业务收入而言，关系重大。在这种情况下

，有两方面必须考虑：一是由于这类业务收入在整个采购代

理机构业务收入中占较大的比重，在采购代理机构的经济利



益可能受到影响的情况下，是否能保持其公正性；二是由于

这类项目业务一旦丧失，会使采购代理机构大受损失，因此

必须与采购人建立良好的公共关系，最大程度地为采购人提

供满意的服务。由此，对这类项目进行单独管理，针对每一

项目的特定情况研究制定相适应的采购策略与办法，就显得

尤为重要。 对业务规模小的项目也不能忽视，因其可能存在

两种情况：一是由于采购代理机构在该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不

足，应对其质量是否达到有关规定或服务是否令采购人满意

予以关注；二是该类采购项目市场尚待开拓。 层次三：进取

性管理 对项目可进一步细化，如按采购人行政层次可分为中

央级、省级、地市级、区县级、乡镇级项目采购；按采购项

目种类可分为货物类、服务类、工程类等。通过这种细分得

到的统计数据，并结合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及其他资料，就

可以大致推断出采购代理机构的市场份额，并对采购代理机

构的发展前景作出判断，观察出新的市场机会。采购代理机

构此时可以结合自己的人才优势，积极开拓新的政府采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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