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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国家对国有企业采购管理日益强化的背景下，伴随着数字技术、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国有企业建立

完善的招标采购规则库及数据管理体系的必要性逐渐增强。本文从政策文件要求、采购规则库建立、数

据管理及技术应用等方面，充分梳理分析现有法律及规章制度政策要求，结合最新的采购实践及分析工

具方法，给出国有企业招标采购规则库及数据管理的设计思路，以适应日益增加的监管和合规要求，有

助于优化国有企业采购管理体系建设，提升采购管理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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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government’s increasing reinforcement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 pro-
curement management, coupled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o establish a comprehensive tendering and procurement rule base and 
data management system is of great necessity. This article provides ideas for the rule base and data 
management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 tendering and procurement from aspects such as policy re-
quirements, establishment of procurement rule base, data management, and technical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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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roughly combines and analyzes the existing legal and regulatory policy requirements, and com-
bines the latest procurement practices and analytical tools and methods, which helps to adapt to 
the growing regulatory and compliance requirements, and optimize the construction of state-
owned enterprise procurement management systems and improve procurement management ben-
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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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有企业是公有制经济的中坚力量，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各类型国有企业围绕各自主业

经营管理，对外开展大量工程、货物、服务采购。2024 年 7 月 18 日，国务院国资委、发改委印发《关于

规范中央企业采购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对全面提升中央企业采购与供应链管理水平提出了具

体要求。 
随着招投标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及各类国标团标的发布，国有企业采购管理更趋规范，相关监管要

求及制度要求不断完善，采购的合规要求日益增加。在这个过程中，国有企业采购管理的内容和外延更

加丰富，对整个行业及其从业人员的能力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国有企业以其巨大的体制优势、

规模优势在采购管理过程中形成的大量数据，随着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发展，相关数据的挖掘价值日

益体现，运用大数据等技术进行分析可为采购管理提供了决策依据和参考，进一步降低决策风险，提升

效率效益[1]。 
因此，建立完善的招标采购管理规则库，进行有效的数据管理在当前背景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

政策文件要求、采购规则库建立、数据管理及技术应用等方面，给出国有企业招标采购规则库及数据管

理的管理思路，以期对国有企业采购相关管理有所启发。 

2. 采购规则库及数据管理的实践依据和关键内容 

随着招投标法律法规的不断修订，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包括发改委、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等细化

的制度要求不断完善，国有企业采购管理涉及的法规制度要求的复杂性增加，工作流程中的程序性要求

更加细致。通过构建规则库能有效辅助管控流程，确保流程合规。以采购规则库的形式明确对各类招投

标主体的要求，能够规范企业规范采购流程，辅助固化标准采购流程，减少人为错误，帮助采购管理人

员科学合理决策。随着法律法规不断更新变化，采购规则库可以及时反映政策导向，帮助企业适应法律

环境的变化。 
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国有企业招标采购管理工作带来发展新机遇，实现有效的采购数据分析，依靠信

息化技术手段，结合实际经营加强对采购关键规则事项管控，强化分析运用采购信息并改进管理模式，

是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和综合竞争力有效手段。2017 年 3 月，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六部委印发了《“互

联网+”招标采购行动方案》，对采购管理提出了信息平台互联互通、全流程信息化、智能化招标采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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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为大力发展电子化招标采购，推动招标采购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提供了行动指南[2]。 
电子招投标在降低成本、透明规范、辅助评标等方面展现了优势，已成为招标投标实践的主流方式。

国有企业电子采购与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融合发展，依托电子采购交易网络搭建交易平

台，能够实现业务公开、过程受控、全程在线、永久可追溯[3]。通过加强国有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累

计的采购数据整理分析，结合招标采购数据的本身与具体专业业务特点，综合考虑技术复杂性和量化指

标，有针对性分析梳理采购数据特性，可以破解采购管理工作难点，提升采购质效。建立有效构建分析

模型，能够准确把握采购需求特点，规避采购风险，提升采购管理质效水平。 
下面，从采购规则库建立及采购数据管理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3. 采购规则库建立 

3.1. 法律、政策规则要求 

国企采购相关的法律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其《实施条例》。《电子招标投标办法》

以行政规章制度的形式，规范了电子招标投标活动，对招标人及代理机构在各招标环节应用交易平台提

出了具体要求。虽然《政府采购法》明确了招标及各类非招标采购方式的具体要求，但其适用于“各级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的采购行为”。国有企业的采购活动在法律层面都没有

全部覆盖[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及众多国有企业于 2019 年发布《国有企业采购操作规范》，于 2020 年发布

《国有企业采购管理规范》，两个团体标准填补了法律法规与采购实践的空白，给采购工作给出了操作

指引。2024 年国家标准《电子采购交易规范 非招标方式》发布，进一步规范了非招标方式电子采购的交

易方式和交易行为，制订了电子交易制度规范。根据国资委、发改委 2024 年关于印发《关于规范中央企

业采购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进一步明确招标以外的采购方式和管控要点，以上相关法律及政

策文件的发布，组成了国有企业采购管理的主要框架。 
国家发改委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严格执行招标投标法规制度进一步规范招标投标主体行为的若

干意见》中，针对招投标市场中招标人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招标代理机构服务水平参差不齐，评标专

家不公正、不专业问题，要求进一步规范招标投标各方主体行为，并成为近几年的国有企业采购监管的

主要方向[5]。国有企业采购规则库应紧跟法律和政策文件要求，做到全覆盖、常更新，保障流程合规。

为使规则库更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应按采购主体、采购方式及采购流程，整理汇总法律法规及标准规

范要求，对各主体各环节明确具体要求。特别针对各类禁止性行为建立负面清单，明确处罚处理条款，

加大负面清单行为整治力度。 

3.2. 采购规则库框架搭建 

按责任主体：大型国有企业采购多选用本集团单位系统内代理机构，并在招投标法律框架下，规范

招标人及招标代理机构的行为责任招标代理机构，按照国家标准《招标代理机构管理规范》相关要求进

行管理。招标代理机构组建的专家库多依托本集团内部各领域专业经济、技术专家组建专家库，依照《评

标专家和评标专家库管理办法》进行管理。各国有企业内部招标人及采购相关从业人员、招标代理机构、

评标专家是采购规则约束的关键对象，应对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要求，梳理划分采购规则事项。 
按采购方式：根据最新要求，除相关法律明确规定必须采取招标方式采购的项目外，可以各类不进

行招标的项目，国有企业除自愿采取招标方式外，应当选择询比采购、竞价采购、谈判采购、直接采购

等方式。各类采购方式适用条件和要求不同，其对应的管控重点不同。对于招标类的采购规则，需严格

覆盖所有法律规定，对于非招标方式采购，要在政策和标准框架内，根据集团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细化明

https://doi.org/10.12677/mm.2024.1412365


公昊 等 
 

 

DOI: 10.12677/mm.2024.1412365 3044 现代管理 
 

确。 
按采购流程：按管理流程，采购工作可分为采购准备、采购文件审查与发布、评标准备、评标、采购

结果确认与应用等环节，需针对各环节对规则事项予以明确。从系统化、规范化和标准化等方面规范流

程，内容涵盖采购方案内容，编制采购文件、采购文件澄清与修改、接收投标(采购应答)文件、组织评标

评审等工作流程。明确招标方式和非招标方式的差异，特别加强非招标方式过程与审批管理，杜绝各类

规避招标行为。 
建立禁止行为清单：各级相关部门陆续发布了关于招标投标领域问题整治、规范发展的通知要求，

严格打击扰乱市场秩序的违法招标投标活动，对于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评标委员会等责任主体的行

为约束要建立负面清单，以制度的形式严肃招标评标工作纪律。汇总整理法律法规、行政规范性文件及

内部管理制度中各类禁止性行为清单，尤其针对国有企业巡视巡查及审计中发现的常见问题梳理分析，

整理分析各类廉洁类、合规类风险，形成风险指标库。 

4. 采购数据管理 

4.1. 专业级采购需求数据分析 

国有企业集团内部组织架构复杂，专业分类多且专业性强，需要深入分析采购需求特点。一是依托

采购过程资料建立历史采购数据库，通过历史采购数据清洗、采购数据分析、优化需求预测等方式，针

对历史采购物料品类、项目类型、项目主体，整理采购需求规律性特点。统计分析历史采购数量规模、

金额规模及历年变化，结合公司经营战略及项目进展，合理预估未来采购规模。根据分析结果，可以预

估提前发布采购计划，从而在社会上形成良好预期导向。 
二是深入分析采购需求技术要求，建立技术规范书审查分析要点库，跟踪分析采购技术差异，规范

格式编制技术要求，明确关键响应参数要求，确保采购需求清晰明确合理。加强与历史中标结果联动分

析，合理设定投标限价，避免过低限价导致项目流标或供货质量问题，以及过高限价导致投标人对项目

实际成本和需求产生误解导致招标人利益受损[6]。 

4.2. 专业级采购策略库管理 

定期整理更新采购策略库，包括资质业绩要求、技术、商务、价格评审策略、评分权重等要求。基于

采购策略库优化管理，规范招标文件编制和发布[7]。 
在全国加快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背景下，招标投标作为关系国家经济的重要领域，做好公平竞争审查

至关重要。国有企业在采购管理中应当排查招标采购策略库中存在的所有制歧视、行业壁垒，投标人资

格条件要求和评分标准应当符合项目具体特点和满足实际需要为限度审慎设置，禁止各类排斥限制投标

人的条款。 
构建采购策略库，按专业、分品类整理汇总资格条件要求，并在信息系统中固化应用。筛查各类不

合理要求，如在注册资本金、市场占有率、负债率、净资产规模、特定行业业绩、注册地址、所有制形式

等设置不合理资格条款、评分标准。对于强制性产品认证要求，已废止或修改的，应当以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最新发布的为准，杜绝设置非强制性资质认证资格条件排斥限制潜在投标人。 
规范投标人类型，为保障后期履约服务，根据设备采购特点，明确代理商、集成商的名录。合理分

析相关设备销售模式，调研总结制造商不直接开展销售而在各区域内采取代理销售模式，确保接受代理

商投标的情况下，代理商在人员配备、资金实力、质量保证、售后服务等方面具备项目实施能力的情况。

对于采购规模较大且投标群体大竞争充分的品类，原则上不接受代理商投标，保障履约供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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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中标投标数据分析 

按专业、品类开展中标投标分析，有助于观察行业发展趋势，分析供应商投标规律特点。中标投标

分析应当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建立供应商群体分析模型。开展投标竞争度分析、中标率分析、行业规模分析，筛选出各类中

标的影响因素，分析指标包括供应商群体数量、地域分布、行业集聚性等，统计供应商进入退出情况及

整体业绩情况，通过分析有针对性地培育供应商群体，保障行业稳定发展。 
二是建立价格分析模型。分析中标投标价格波动情况及采购价格影响因素，与采购数量、金额、原

材料价格、生产技术、工艺升级等因素进行关联度分析，综合运用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等算法工具，利

用可视化工具以箱式图、散点图、折线图、热力图等各类形式分析，跟踪采购价格波动。按阶段、分批次

对采购价格合理性进行研究，结合投标报价整体分布情况，从价格离散度、中标合理性等方面综合分析。 
三是建立企业关联关系分析库。通过公开信息利用第三方 API 接口及爬虫技术等手段获取企业相关

信息，整理分析企业投资关系、管理关系、交易关系等，运用可视化工具展示企业间关系，掌握行业整

体特性。 

4.4. 全寿命周期评价库 

建立合格供应商名录并做好动态管理和评价工作。对供应商实施量化考核，综合供应商考核结果及

资质信用、管理水平、创新能力等，分级管理供应商，筛查优质供应商。通过全寿命周期评价，结合绩效

评价及质量检测等结果，量化分析设备材料或项目从开始投运到运行直至报废退出整个过程的综合成本

[8]。并将评价结果应用于招投标决策和管理中，实现与招标过程的联动。 
通过设置完备的全寿命周期指标明确评价目标及范围及评价制度体系，收集包括履约配送、质量检

测、运行维护等阶段数据，及时识别投运后风险，提升投资的综合利用效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4.5. 违法投标识别 

在电子招投标的应用背景下，加强技术手段准确识别违法投标行为，严防虚假投标、串通投标等风

险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建立健全围标串标识机制，丰富技术工具手段，降低违法投标风险[9]。利用文本

挖掘比对技术，横向比较投标文件间的文本相似度，对电子投标文件文档信息异常识别，报价异常，投

标保证金汇款信息相同等准确识别。强化投标数据纵向分析，对多个项目中频繁组团出现的供应商，要

进行风险预警。借助图像识别技术对发票、资格证书和检测报告等关键信息批量提取，运用 RPA 技术工

具对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第三方机构等外部单位，查验真伪，识别标书内容伪造等虚假投标行为。 
强化投标人不诚信行为筛查识别，根据《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对企业在市

场或者行业准入、任职资格、政府采购、工程招投标、授予荣誉等方面严格依法实施限制和禁入[10]。《关

于在招标投标活动中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通知》规定，凡是列入“信用中国”失信黑名单的

投标人不得参加投标。结合供应商库，批量抓取企业异常信息进行统计分析，对存在环保处罚、异常经

营、行政处罚、严重违法、存在欠税行为、被执行人、限制高消费等情况的供应商在招标阶段实现自动

预警，在履约阶段加强过程管控，保障项目正常实施。 

5. 总结 

近年来，国家在招投标领域密集召开相关会议，发布政策文件，不断加强和规范招投标领域管理，

对国有企业采购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通过建立完善的采购规则库，构建完善的数据管理，对国有企业

成熟完善的采购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以采购规则库的形式系统梳理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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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采购管理流程控制机制，并依托数据库工具，结合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建立优化采购

数据管理分析功能，对于提升采购管理合规水平、效益效能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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