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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政府购买服务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举措，对转变

政府职能、改善公共服务、创新社会治理、加快建立现代财

政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为进一步宣传政府购买服务相关政策

规定，推动政府购买服务相关知识的普及。

1. 什么是政府购买服务？

根据我国现行政策规定，政府购买服务，是指政府按照

一定的方式和程序，把属于政府职责范围且适合通过市场化

方式提供的服务事项，交由符合条件的社会力量和事业单位

承担，并根据服务数量和质量等向其支付费用的行为。政府

购买服务是一种契约化的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具有权责清

晰、结果导向、灵活高效等特点。

2. 推行政府购买服务改革有什么背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兴起了一场以

新公共管理为标志的行政改革运动，这场运动起源于英国、

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英语国家，并逐步扩展到其他发

达国家乃至全世界。新公共管理改革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

推行政府购买服务，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将政府的一部

分公共服务事务外包给社会组织、企业等社会力量承担，并

明确约定政府和社会力量双方的权利义务。

我国的政府购买服务实践也经历了一个探索过程。上世



纪 90 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上海、深圳、杭州、成

都、无锡等地率先探索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并取得一

定成效。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

式，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推广政府购买服务，

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

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国务院大力推进简政放权、放管

结合、优化服务，对转变政府职能、改善公共服务作出重大

部署，明确要求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多利用社会力量。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国办

发〔2013〕96 号）对政府购买服务改革工作作了专门部署，

明确了这项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任务和总体要

求。因此，推广政府购买服务，是党中央、国务院从全局和

战略高度做出的重要决策部署，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

举措。

3.推广政府购买服务改革有何现实意义？

政府购买服务是政府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的重大创新。改

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服务体系和制度建设不断推进，公共

服务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逐步多样化，初步形成了政府主

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同时，

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相比，不少领域的公共

服务存在质量效率不高、规模不足和发展不平衡等突出问

题，迫切需要政府进一步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创新公共服务

供给模式，有效动员社会力量，构建多层次、多方式的公共

服务供给体系，提供更加方便、快捷、优质、高效的公共服



务。推广政府购买服务，是我国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国

家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是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

好满足人民公共服务需求的重要途径，是加快现代服务业发

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需要，也是加快建立

现代财政制度、全面提高财政支出绩效的重要内容。

4. 为什么说政府购买服务对政府职能转变具有重要作

用？

政府购买服务是政府以契约化方式将公共服务生产交

给社会力量承担，通过竞争机制促进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和效

率。因此，政府购买服务转变了传统的政府直接提供公共服

务方式，是对政府职能的转变。坚持转变政府职能，就是明

确政府在公共服务提供中的职能应该是“掌舵”，即组织公

共服务的生产，并不需要亲自去“划桨”，即不需要自己直

接生产所有的公共服务，而是将适合通过市场化方式提供的

公共服务交由具备条件的社会力量和事业单位承担。

5. 政府购买服务改革的主要政策依据有哪些？

目前，推进和规范政府购买服务改革的主要政策依据包

括：

(一)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

(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凡属事

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

等方式向社会购买。

(三)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能

由政府购买服务提供的，政府不再直接承办。



(四)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推动教育、文化、法律、卫

生、体育、健康、养老等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多元化、提供方

式多样化。推进非基本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引入竞争机制，

扩大政府购买服务。

(五)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

意见（国办发〔2013〕96 号）

(六)财政部关于做好政府购买服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综〔2013〕111 号）

(七)财政部 民政部 工商总局关于印发《政府购买服务

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财综〔2014〕96 号）

(八)财政部关于政府购买服务有关预算管理问题的通知

（财预〔2014〕13 号）

(九)财政部关于推进和完善服务项目政府采购有关问题

的通知（财库〔2014〕37 号）

(十)财政部 民政部关于支持和规范社会组织承接政府

购买服务的通知（财综〔2014〕87 号）

(十一)财政部关于做好行业协会商会承接政府购买服务

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试行）（财综〔2015〕73 号）

(十二)财政部 中央编办关于做好事业单位政府购买服

务改革工作的意见（财综〔2016〕53 号）

(十三)财政部 民政部关于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支持社会

组织培育发展的指导意见（财综〔2016〕54 号）

(十四)财政部关于坚决制止地方以政府购买服务名义违

法违规融资的通知（财预〔2017〕87 号）



(十五)财政部关于推进政府购买服务第三方绩效评价工

作的指导意见（财综〔2018〕42 号）

6.推广政府购买服务遵循哪些基本原则？

一是积极稳妥，有序实施。从实际出发，准确把握社会

公共服务需求，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探索多种有效方式，

有序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服务供给，形成改善公共服务的合

力。

二是科学安排，讲求绩效。坚持先有预算、后购买服务，

政府购买服务资金应当从既有政府预算中安排，突出公共性

和公益性，重点考虑、优先安排与改善民生密切相关、有利

于转变政府职能的领域和项目，实施全过程绩效管理，切实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三是公开择优，以事定费。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坚持费随事转，通过公平竞争择优确定政府购买服务的承接

主体，建立优胜劣汰的动态调整机制。

四是改革创新，完善机制。坚持与事业单位改革、行业

协会商会脱钩改革、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相衔接，推进政事、

政社分开，放宽市场准入，凡是社会能办好的，都交给社会

力量承担，不断完善政府购买服务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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