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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公共资源交易市场

总体上仍处于发展初期，各地在建

设运行和监督管理中暴露出不少

突出问题：各类交易市场分散设

立、重复建设，市场资源不共享；有

些交易市场职能定位不准，运行不

规范，公开性和透明度不够，违法

干预交易主体自主权；有些交易市

场存在乱收费现象，市场主体负担

较重；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管理和

监督职责不清，监管缺位、越位和

错位现象不同程度存在。

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公共资

源交易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加剧

了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不利于激

发市场活力，亟需通过创新体制机

制加以解决。建立统一的公共资

源交易平台，有利于防止公共资源

交易碎片化，加快形成统一开放、

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有利于

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提高行政监管

和公共服务水平；有利于促进公共

资源交易阳光操作，强化对行政权

力的监督制约，推进预防和惩治腐

败体系建设。

整合场所资源

2006 年，合肥市取消了分散在各城
区、开发区和市直各单位的交易职能，建
立了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市场。2014
年 12 月，安徽合肥公共资源交易市场正
式搬迁入驻滨湖要素大市场，场所面积
增加到 3.1 万平方米。主要包括：2000
平米的服务大厅，有 24 个咨询办事窗口
和网上自助服务专区；74 个开评标室，
可满足每天近 70 个项目开评标；30 块
液晶屏无缝拼接的大型监控中心，为各
行业监督部门提供场外同步监督服务；
隔夜评标区，为评标时间较长的大型复
杂项目进场交易提供评标和住宿一体化
服务。

统一规则体系

自 2006 年以来，合肥市共出台地方
性法规一部：《合肥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条
例》（2012 年 12 月 27日合肥市第十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
通过，2013 年 3 月 27 日安徽省第十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批
准）；出台政府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9 个、多
部门联合印发的规范性文件4 个。合肥市

公共资源监督管理局出台的监督执法类文
件 4 个、业务管理类文件 49 个。合肥市
招标投标中心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14 个。
目前，安徽合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统一规
则体系已基本形成。

推进信息公开共享

2014 年，入驻新场所后市政府投资
4000 万元完成了对原公共资源交易信息
化系统的全面升级，实现了云平台管理模
式。建设了涵盖整个中心对外信息化服
务平台的桌面云，包含开评标、谈判、电子
竞价、公共信息发布、多媒体信息查询等
功能，实现了各类项目交易的全程电子化
和远程异地评标，进一步提升了区域性平
台交易信息公开共享功能。

2015 年 6 月，集“展示+交易+融
资”三重功能为一体的安徽省联合技术
产权交易所网上技术交易平台建成开
通，该平台立足于搭建“科技与金融、产
业资本”融通以及高校、科研院所与企
业“产学研”合作的桥梁，为科技成果、
专利技术的转化，高新技术产业化提供
交易服务，同时提供科技成果申报、专
利技术申请以及相关的科技产业政策
咨询与服务。

强化服务功能

不断完善服务标准化。安徽合肥公
共资源交易平台按照服务业标准化建设
要求，制订了“服务提供、服务保障、服务
评价与改进”三大类 8 个层次近 200 条
服务标准，5 大类 34 项公共资源交易《作
业指导书》和《招标文件范本》，建立了《公
共交易区域服务标准》、《开标区、谈判区、
评标区管理规定》等 17项制度。通过标
准化建设，形成了项目交易全流程制度规
则和文件范本，最大限度减少了人为因素
干扰，促进各类进场交易项目操作更加规
范，实施更加顺畅。积极服务农村产权交
易规范开展。在 2014 年试点农村产权
进场交易的基础上，2015 年上半年完成
了全市所辖各县（市）农村产权交易平台
建设。同时，开通使用 79 个乡镇平台，普
及农村产权交易政策法规，提高业务人员
专业水平和技能，实现基层产权信息的收
集、上传集中统一进场操作。指导各县建
立规范农村产权交易程序和办法，引导农
村产权进场交易。一方面保障了交易行
为的严肃性和规范性，另一反面发挥平台
的影响力实现了产权增值和农民增收。
此项工作荣获了 2014 年度合肥市政府

工作创新奖。
创新监管体制。创新了标前标中标

后全程监管体制。从项目立项到实施乃至
验收全过程实施严格管理，各阶段均有明
确的责任主体，形成了过程严谨、相互配合
的工作机制，有效防范了“低价中标、变相
履约、高价结算”现象的发生。不断建设公
共资源交易诚信市场。通过标后约谈、履
约反馈、标后巡查、专项执法检查等，提高
了交易履约保障，加强了对市场不良行为
的打击力度。8 年多来，会同纪检监察和
行业主管部门共查处招投标过程中放弃
中标资格、弄虚作假等违规违纪的投标企
业和个人 589 家（个），记录不良行为
521 条，对 273家企业或个人作出限制半
年以上交易资格的决定并公开曝光。仅
2014 年和公安及纪检部门联动对涉嫌
围标串标的 11 家企业的相关人员进行
了刑事处理，有力地维护了公共资源交易
平台的公信力。优化扩大监督员队伍。

在原有 60 名监督员的基础上，2015
年又从市直机关遴选 39 名监督员参与交
易过程监督，实现可评价、可考核的动态管
理机制。进一步加强专家库管理。强化专
家评审行为的考核管理，实行了评标专家
名单公示制度，进一步促进信息公开。

8 年来，合肥市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
工作不断推进，交易手段不断创新，交易
范围和领域逐步扩大，交易制度、交易秩
序和内部管理日趋完善。截至 2015 年
9 月，累计完成各类公共资源交易项目
35551 个，实现交易金额 7118.82 亿元，
节约和增值资金 2204.13亿元。2014 年
全年服务各类交易项目 5221 个，总金额
1504.79 亿 元 ，节 约 资 金 和 增 值 资 金
509.4 亿元，与2013 年相比，项目数增长
21%，项目金额增长 50%，节约和增值资
金增长 102.8%，创招投标体制改革创新
和统一市场运行以来的历史新高。服务

项目数量和规模两项指标超过全省 15
地市总和，居中部六省省会城市前列，位
于全国省会城市上游。规范的操作和透
明的信息保证了市场的开放、促进了良性
的竞争秩序，吸引了中建、中铁、中交等一
大批国内知名企业参与合肥城市建设，不
断提升了合肥城市建设的水平。

8 年来，合肥公共资源交易的业务范
围已从本级政府投资项目的招投标拓展
到公共资源交易的全领域，包括文化产
权、环境能源、农村综合产权、各类特许经
营权转让、法院系统涉诉资产处置，吸引
了大量外省市及国家、省部重点建设项目

进场交易，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安
徽合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构建的市场运
行体系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
实现了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从源头上
预防了腐败发生，先后得到了中纪委、监
察部、国家发改委、国务院法制办、住建
部等国家部委的充分肯定和高度关注。
2014 年 9 月，项目招标投标的“合肥模
式”入选麻省理工、斯坦福、中科大创新
教学计划的经典案例。

安徽合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建设，充
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整合共享资源、
统一制度规则、创新体制机制为重点，以
信息化建设为支撑，整合建设工程、政府
采购、产权交易、土地出让、环境能源、文
化产权、农村产权等九大领域公共资源，
以投标单位管理为中心，对招投标各方主
体的信息资源进行充分整合，构筑了一个
公正高效、规范有序、综合开放的公共资
源交易平台体系，完全符合国务院《整合
建立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工作方案》
的指导思想和原则要求，真正实现了公共
资源交易的法制化、规范化和透明化，全
面提高了公共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益，经
济效益突显、社会效益明显、生态效益彰
显，业已成为区域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建
设的先行先试典范。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的合肥范式

“合肥模式”诠释“合肥效能”

2006 年，合肥市为保障大建设、大发展、大环境的城市建设目标，掀起了城市建设管理体制改革热潮，而改革中的重要的一环就是涉及招投标体制机制的

改革。为规范招投标市场，打破利益壁垒，合肥市将原本分散于市建设管理局的工程建设交易中心、市财政局的政府采购中心和产权交易中心、市国土局的土

地有偿使用服务中心进行全面整合，组建了“一委一局一中心”（即合肥市招标投标市场管理委员会、合肥市招标投标监督管理局、合肥招标投标中心）的组织

架构，创立了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的“合肥模式”。2013年以来，又先后将合肥市招标投标市场管理委员会更名为合肥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全

市公共资源交易工作的组织领导机构；合肥市招标投标监督管理局更名为合肥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并成立市场执法监察支队，负责对各类交易活动

进行一揽子监管，保证交易活动规范有序进行；合肥招标投标中心更名为安徽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并承接安徽省财政厅安排的公共资源交易项目。自此，

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的“合肥模式”正式升级为区域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的“合肥范式”。

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发展，合肥市电子招投标信息系统建设经历了基础整合、应用开发、系统深化和平台提升四个阶段。目前正根据法律法规、政策、业务

和市场的变化进一步完善平台提升期工作，极力打造区域性公共资源交易监管、服务、操作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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