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政府购买服务的实施意见》政策解读

2017 年 11 月 28 日，郑州市体育局关于印发《郑州市体

育局关于加强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体育服务工作实施办法

（试行）》的通知（郑体〔2017〕100 号，以下简称《实施

办法》，这是我局进一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提高公共服务

水平、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一项重大举措。为便于社会公众

广泛知晓政策内容，正确理解执行，作出如下政策解读：

一、什么是政府购买服务？

政府购买服务，是指通过发挥市场机制，把政府直接向

社会公众提供的一部分公共服务或管理事项，按照一定的方

式和程序，交由具备条件的社会力量和事业单位承担，并由

政府根据合同约定向其支付费用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

二、推行政府购买服务的背景和目标是什么？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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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省政府相继出台

了有关制度办法。

长期以来，我国公共服务主要依靠政府设立机构“养人

办事”直接提供，一些可不由政府直接提供的服务，均由政

府实行“大包揽”制，造成了一些公共服务质量不高、机构

臃肿、人员膨胀、财政负担沉重等弊端和问题。因此，改革

的目的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



与社会的关系，通过简政放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

定性作用，更好地激发市场主体和社会活力，增强经济内生

动力。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既有利于政府将重心转移到创造

良好发展环境和维护公平正义，又能有效提高政府提供公共

服务绩效，不断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促进社

会和谐。

三、政府购买服务“由谁买”？

政府购买服务的主体是各级行政机关和承担行政管理

职能的事业单位。纳入机构编制管理且经费由财政负担的群

团组织也可根据实际需要实施购买服务。

四、政府购买服务“向谁买”？

依法在登记管理部门登记或经国务院批准免予登记的

社会组织，依法在工商管理或行业主管部门登记成立的企业、

机构等社会力量均可作为政府购买服务的承接主体。为推进

事业单位改革和去行政化，我单位将不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

公益二类、公益三类的事业单位也纳入政府购买服务的承接

主体范畴，以推进其逐步走向市场。

五、政府购买服务“买什么”？

政府购买服务的内容为适合采取市场化方式提供、社会

力量能够承担的服务事项。政府新增或临时性、阶段性的服

务事项，适合社会力量承担的，应当按照政府购买服务的方

式进行。不属于政府职能范围，以及应当由政府直接提供、



不适合社会力量承担的服务事项，不得向社会力量购买。政

府购买服务工作应当综合考虑社会公众需求、市场主体发育

程度、政府职能转变要求和财力水平等因素，按照积极稳妥

的原则，加大推广实施力度。

六、政府购买服务的资金“怎么来”？

政府购买服务是财政资金使用方式的调整，不是要新增

财政支出，其资金需求由购买主体在既有预算中统筹安排。

这样既不会改变现有的预算体系和格局，又不给各级财政带

来新的压力。

七、政府购买服务“如何买”？

政府购买服务计划批复后，购买主体根据购买内容的供

求特点、市场发育程度等因素，按照方式灵活、程序简便、

公开透明、竞争有序、结果评价的原则组织实施政府购买服

务。属于政府采购范围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购买主体应按

照现行政府采购有关规定，采用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

性谈判、单一来源、竞争性磋商等采购方式确定承接主体；

未纳入政府采购范围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购买主体应引入

竞争机制，科学合理确定承接主体。

八、政府购买服务的质量如何保证？

承接主体完成合同约定的服务事项后，购买主体应当及

时对履约情况进行检查验收，并出具验收书。政府履职所需

的服务项目，承接主体提交的服务成果应当在政府部门内部



公开。面向公众的服务项目，验收时可以邀请第三方评价机

构参与并出具意见，验收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告。以人为对象

的服务项目，验收时还应按一定比例邀请服务对象参与并出

具意见。购买主体应当建立监督检查机制，加强对政府购买

服务的全过程监督，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将承接主体的承接政

府购买服务行为纳入年检（报）、评估、执法等监管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