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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研究简报 

 

“国际政府采购机制”进入欧洲议会审议阶段 

 

 

摘 要 

 

“国际政府采购机制”法案草案正式开启欧洲议会审议阶段。根

据这份草案，不开放本国公共采购市场的第三国投标人，欧盟也会将

其公司排除在公共合同投标之外。“国际政府采购机制”虽然是一个

贸易政策工具，若通过或成为一种向第三国施加压力以开放采购市场

的手段。欧盟可以依据该草案把中国排除在公共采购合同的竞标之外。

由于欧盟成员国对该草案一直存在分歧，预计这项提案的通过会有困

难。不过，欧盟推出此项政策工具的意义重大，显示出欧盟在加快完

善可由其自主实施的应对中国的单边政策工具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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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马鑫/第一财经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欧洲人民党党团于 9 月 2 日向欧盟议会提交“国际政府采购机

制”（ International Procurement Instrument，简称 IPI）的法案

草案，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将对此进行讨论和审议，除需获得欧洲

议会批准外，还需欧盟最后同意，该机制才最后进入落实阶段。IPI

旨在打开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外公共采购市场，被部分欧方人士认为是

中欧投资协定签署生效前欧盟自我“武装”的关键单边措施之一。 

 

一、“国际政府采购机制”的提出 

IPI草案旨在保护欧盟国家的公司在欧盟境内的国际公开招标中

免受不公平待遇。欧委会研究报告数据显示，欧盟 2012 年向来自世

贸组织《政府采购协定》（GPA）成员国的投标者开放约 3520 亿欧元

的欧盟公共采购，但同年美国和日本向外国投标者开放的只分别为

1780 亿欧元和 270 亿欧元。为了应对“全球政府采购市场缺乏公平

竞争的问题”，2012 年 3 月 21日，欧委会提出关于国际政府采购机

制条例首个提案，但该提案未能在理事会获得必要支持。 

2016年 1月 29日，欧委会通过修正提案，对相关措施加以调整，

包括简化程序、缩短调查时间、保留引入价格调整措施作为限制性措

施的可能性、减少参与执行行为者数量等。然而，欧盟成员国对此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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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大分歧，因此再次陷入僵局。2021 年 6 月，经过多年的谈判，欧

盟 27 个成员国首次在 IPI 谈判上形成一致：针对那些不开放本国公

共采购市场的第三国投标人，将提高公共合同的招标门槛。这意味着

或者明确排除这些国家的投标人，或者在其投标中加入溢价。 

 

二、贸易施压的手段 

IPI 虽然是一个贸易政策工具，该草案若通过或成为一种向第三

国施加压力以开放采购市场的手段。在欧盟，中国和美国都被指责存

在不公平的市场限制行为，新机制也可以用来对付美国，但分析指出，

新政仍主要针对中国。提出草案的欧洲议会最大党团欧洲人民党党团

毫不掩饰地声称，该草案着重强调“欧盟和中国之间长期存在不公平

竞争的贸易问题”。 

实际上，政府采购对中欧双方均属敏感区域，双方均存在巨大的

商业机会，特别是中国所具有的待发掘市场潜力。在欧洲看来，欧盟

企业目前在中国相关市场存在限制，而中国企业却可以参与欧方的政

府采购投标，中欧之间缺乏互惠。这也是欧盟方面对目前双方贸易关

系最大的不满之一。专家指出，IPI 是欧洲向中国发出的强烈信号：

如果我们开放，你也得开放。 

由于欧盟成员国对 IPI 一直存在分歧，预计这项提案的通过或将

遭遇困难。比如，匈牙利长期以来一直反对该文件，该国担心公共采

购的成本会因此急剧增加。另外，北欧多国也持反对意见，他们担心

IPI 会被滥用，从而造成欧盟的闭关自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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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完善单边政策工具 

评论指出，欧盟推出 IPI 政策工具意义重大，显示出欧盟在加快

完善可由其自主实施的应对中国的单边政策工具箱。除了就国际贸易

与数字规则制定、国际组织改革等方面与美国进行合作应对中国外，

欧盟还提出了要建设不依附于大国的“战略自主”方针，而且一直在

试图打造能够用来参与博弈的政策工具和手段。IPI被视为继外国投

资审查、外国政府补贴、军民两用产品出口管制等方面行动后，欧盟

发展“战略自主”工具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专家指出，在可预见的未来，欧洲将加快制定欧盟对华政策工具

箱，其中包括外商投资审查机制、正在立法过程中的外国补贴监管、

全球人权制裁制度、今年第四季度即将出台的阻止和反制非欧盟国家

贸易胁迫机制以及今年下半年即将出台的可持续公司治理的立法提

案等。此外，欧盟也在努力通过战略领域的生产回流和供应链多元化

来降低对华依赖，实现其战略自主。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262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