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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政府采购救济制度研究》内容简介：在我国已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背景下，建立完善、有效的救济制度，从而建立科学的政府采购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
此背景下，《政府采购救济制度研究》对政府采购法进行了多方面的把握，包括对其概念的科学鉴定
，对其立法历史脉络的梳理，对其价值取向的剖析，以及对其价值目标的考察。接下来，以权利救济
的主体为基点，对政府采购救济制度进行了具体的比较法研究。一是分析了第三人在政府采购关系中
的弱势地位与权利救济中的主导地位，梳理了第三人在政府采购关系中的权利与义务，考察了第三人
权利救济制度。二是以供应商权利救济为主线，突出保护供应商在政府采购合同履约阶段及后合同阶
段的合法权益。三是从社会公共利益保障的视角对采购人权利救济的特殊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最
后，《政府采购救济制度研究》着重讨论了政府采购救济制度的完善问题。我国政府采购救济制度立
法上的缺陷与执法上的困难，迫切需要我们的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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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于各国政府采购长期游离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多边贸易规则之外，政府采购市场带有严重的排
外性，缺乏竞争性，腐败成风，导致了政府采购的高成本、低效率，也阻碍了国际贸易自由化。”①
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为了促进贸易自由化，必然要求政府采购法从国内走向国际。经济合作和发展
组织最先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于是从20世纪70年代起，在关贸总协定多边协议谈判审，启动了有关政
府采购的谈判。在关贸总协定东京回合谈判后，1979年签订了第一个《政府采购协议》。尽管该协议
存在诸如在主体上只有签字国的中央政府采购单位受其约束、在采购客体上仅限于货物贸易、在保障
实施上缺乏有效的采购争端解决机制等缺陷，但其首次将政府采购纳入到国际立法的轨道，具有重大
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为今后政府采购立法的国际化奠定了基础。为了克服1979年《政府采购协议
》的局限，进一步开放政府采购领域的国际市场，尽可能减少各缔约国政府机构在进行大宗采购时对
外国物品的歧视现象，国际在乌拉圭回合时举行了新的政府采购谈判。乌拉圭回合谈判后的1994年，
美国、日本、欧盟、加拿大、瑞士、韩国等20多个国家达成了新的WTO《政府采购协议》②，协议
共24条，包括适用范围、领域、国民待遇与非歧视待遇、招标程序等，并将协议范围扩大至服务合同
。政府采购不仅在国内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是各国发展对外贸易的重要手段；不仅受到各
国政府的重视，而且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尽管该协议仅对参加国有效，权威性还不够高，但
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已渐成趋势，政府采购法正在走向国际化，这有助于进一步推进世界贸易的扩大和
自由化的进程。　　不仅关贸总协定与世贸组织关注政府采购法的国际化，而且世界银行集团、联合
国贸易法委员会与一些区域性组织如欧盟、亚太经合组。织等均为政府采购法的国际化作出了应有的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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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绝对好书，对我论文写作有帮助
2、书籍装订有问题，经不起经常翻看，容易散架。
3、焦教授在救济方面谈的比较全面啊，我是写救济的论文，受益匪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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