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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资施工”退场！即日起，政府投资项目不得由施工

单位垫资建设！否则对主管领导追责

自《政府投资条例》施行以来多省跟进发文，截至 2023 年 3 月，已

有 19 省市区发文明确禁止“垫资施工”，政府投资项目不得由施工单位

垫资建设。

陕西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

陕西省人民政府令（第 226 号）

《陕西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已经 2020 年 10 月 15 日省人民政府第

22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20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第二十七条政府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应当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确

保落实到位。

政府投资项目建设单位应当按时足额支付工程款，不得由施工单位

垫资建设。

第四十条项目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改正，根据具体情况，

暂停、停止拨付资金或者收回已拨付的资金，暂停或者停止建设活动，

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未经批准或者不符合规定的建设条件开工建设政府投资项目；

（二）弄虚作假骗取政府投资项目审批或者投资补助、贷款贴息等

政府投资资金；

（三）未经批准变更政府投资项目的建设地点或者对建设规模、建

设内容等作较大变更；

（四）擅自增加投资概算；

（五）要求施工单位对政府投资项目垫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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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无正当理由不实施或者不按照建设工期实施已批准的政府投

资项目。

400 万以下项目不用公开招标！财政部：原则上全部留给

中小企业！超过 400 万的留 40%以上

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

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明确：

400 万元以下的工程采购项目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采购人应当

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超过 400 万元的工程采购项目中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在坚持公

开公正、公平竞争原则和统一质量标准的前提下，2022 年下半年面向中

小企业的预留份额由 30%以上阶段性提高至 40%以上。

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于 2020 年出台《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

展管理办法》，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对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预

留采购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一是小额采购项目（200 万元以下的货物、服务采购项目，400 万元

以下的工程采购项目）原则上全部预留给中小企业。

二是对超过前述金额的采购项目，预留该部分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

30%以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

60%。预留的采购份额在政府采购预算中单独列示，执行情况向社会公开。

编者注：按照《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建筑业中小企业划分标准

为营业收入 800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8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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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其中：1、营业收入 6000 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5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

中型企业；

2、营业收入 300 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3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

型企业；

3、营业收入 3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3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近期，又有多个省市发布 23 年版《政府采购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

18 省市区（江苏、浙江、山东、广东、湖北、四川、河南、北京、

安徽、陕西、上海、山西、天津、黑龙江、内蒙古、青海、海南、西藏）

明确 400 万以下项目不用公开招标。截至 2023 年 3 月

一、中央预算单位

《中央预算单位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2020 年版）》

（一）分散采购限额标准

除集中采购机构采购项目和部门集中采购项目外，各部门自行采购

单项或批量金额达到 100 万元以上的货物和服务的项目、120 万元以上

的工程项目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招

标投标法》有关规定执行。

（二）公开招标数额标准

政府采购货物或服务项目，单项采购金额达到 200 万元以上的，必

须采用公开招标方式。政府采购工程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货物、服务

公开招标数额标准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执行。

二、省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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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2021 年版)》

1、政府采购限额标准

政府采购限额标准指集中采购机构采购项目和部门集中采购项目以

内采购项目的限额标准。工程项目，省级限额标准为 80 万元，市县级限

额标准为 60 万元。货物或服务项目,省级限额标准为 50 万元,市县级限

额标准为 30 万元。

2、公开招标数额标准

工程项目，公开招标的数额标准为 400 万元以上。货物或服务项目，

省级公开招标的数额标准为 300 万元以上,市县级为 200 万元以上。与建

筑物和构筑物新建、改建、扩建无关的装修、拆除、修缮工程,项目采购

金额 400 万元以上的，可以采用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或者单一来源

方式进行采购，应在采购开始前报同级财政部门批准。（来源：建设工

程信息通）

住建部令第 57 号解读！3 月 1 日起，非建设单位委托检

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不得作为工程质量验收资料
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 57 号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令第 57 号自 2023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通过解读，可以看出新部令是朝

着优化检测机构营商环境、加大检测机构监管力度、提高检测机构违法

违规成本、减少检测市场乱象的方向努力。对新版本管理办法的主要变

化及解读如下：

一、八个重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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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回避条款中将设计方改为建设方，明确检测机构应回避的对象；

2、无需取得 CMA 资质证书即可申报建工资质；

3、检测资质分为综合类资质和专项类资质；

4、资质证书实行电子证照，资质有效期由 3 年改为 5 年；

5、新增建设单位编制工程概预算时，检测费用要单独列支；

6、非建设单位委托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不得作为工程质量验

收资料；

7、明确建立信用管理制度，实行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

8、检测机构及检测人员违规处罚的变化。

二、重要标准变化解读

1、回避条款中将设计方改为建设方，明确检测机构应回避的对象。

【解读】：新版“第十五条”，在与检测机构存在需回避的关系对

象上删除了设计单位，新增了建设方，保留了施工方和监理单位，从而

进一步确保检测机构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2、无需取得 CMA 资质证书即可申报建工资质。

【解读】：新版“第八条”，在申请检测机构提交材料中未提及“工

商营业执照、CMA 资质证书、人员社保”，其核心变化是获取检测资质

程序的变化，预测将由原来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处取得 CMA 证书+建设主

管部门备案”模式变更为“建设主管部门处取得检测资质证书”。

3、检测资质分为综合类资质和专项类资质。

【解读】：将原 141 号令中的“检测机构资质按照其承担的检测业

务内容分为专项检测机构资质和见证取样检测机构资质。”调整为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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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资质和专项类资质，首次提出了综合类资质的概念。由于具体的资质

专项分类目前还未明确，因此只能通过此前的征求意见稿，预测可能参

照交通部的公路水运试验检测机构的办法来执行，通过两种不同类型的

资质等级促进检测机构的发展，进一步提高工程检测技术能力。

4、资质证书实行电子证照，资质有效期由 3 年改为 5 年。

【解读】：电子证照符合信息化、环保的大趋势，预测电子证照将

可以直接在政府官网上查询和下载，不再发放纸质证书；资质有效期年

限延长，带来复评审频次及人力物力成本的降低，鉴于 57 号令监管力度

加严、处罚力度加大，很有可能转化为双随机监管的持续加严。

5、新增建设单位编制工程概预算时，检测费用要单独列支。

【解读】：利好检测机构，可参照已执行的“在组织编制工程概算

时，建设单位应当按规定单独列支安全生产措施费用”的条款，从部令

上确保了检测费用的专款专用，明确建设单位的委托检测责任，要求验

收检测应由建设单位委托。

6、非建设单位委托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不得作为工程质量验

收资料。

【解读】：强调了验收资料中检测报告的来源合法性要求及建设方

在工程质量检测活动中的主导性，规范检测委托对象，避免出现施工单

位委托检测机构的不合理现象。

7、明确建立信用管理制度，实行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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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信用建设大势所趋，近些年国家一直在大力推行信用建

设。新版“第三十七条”有利于检测市场“诚实守信者获利、违约失信

者失利”，是一种正向导向，长此以往将逐步达到净化检测市场环境、

完善市场经济制度，提高建筑工程质量，促进检测市场的良性发展。

8、检测机构及检测人员违规处罚的变化。

【解读】：对检测机构的罚款金额由 1 万元至 3 万元变更为 5 万元

至 10 万元；新增造成危害后果的情况，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罚款；

新增检测机构未及时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的处罚，处 5000 元以上 1 万

元以下罚款；新增检测机构未及时提出资质重新核定申请的处罚，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新增了检测人员违反“第三十一条”规定行

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处 3 万元以下罚款。这些条款均不同程度地强化“监管力度”、提高“违

规违法成本”。对违反规定的检测机构处罚更加严厉，有利于检测市场

的良性发展。尤其是对检测人员个人的处罚，能让检测人员的检测行为

更加规范。

三、其他主要变化及解读

以下为 57 号令与原 141 号令的详细条款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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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建设工程信息通）

原文链接如下：

https://www.mohurd.gov.cn/gongkai/zhengce/zhengceguizhang/2023

01/20230119_7700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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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改委令第 57 号】自 3 月 1 日起施行！能用人工尽量

不用机械、能组织当地群众尽量不用专业施工队伍

【发改委令第 57 号】《国家以工代赈管理办法》已经 2022 年 12 月

29 日第 25 次委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23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第二十八条提出：能用人工尽量不用机械，能组织当地 群众务工尽

量不用专业施工队伍。

2 月 1 日，国家发改委地区振兴司有关负责同志就《国家以工代赈

管理办法》答记者问。部分问答如下：

问：《管理办法》中提到，以工代赈项目应按照能用人工尽量不用

机械、能组织当地群众务工尽量不用专业施工队伍的要求来组织实施，

对此社会上有不同的解读，请问应该如何理解？

答：“能用人工的尽量不用机械，能组织当地群众务工的尽量不用

专业施工队伍”，是专门针对使用国家以工代赈专项资金实施的以工代

赈项目提出的管理要求，旨在不影响工程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发挥以工

代赈项目带动就业增收的作用，动员引导更多当地群众参与项目建设，

尽可能多地为他们发放劳务报酬。对于采取以工代赈方式实施的重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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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项目和中小型农业农村基础设施项目，《管理办法》并没有提出上述

要求，这类项目首先还是要确保项目质量、进度和效率，在此基础上，

充分挖掘主体工程建设及附属临建、工地服务保障、建后管护等方面用

工潜力，尽可能多地组织当地群众务工就业并为他们发放劳务报酬。

问：《管理办法》中提到的以工代赈项目是指哪一类项目？它与采

取以工代赈方式实施的重点工程项目和其它中小型农业农村基础设施项

目有什么区别？

答：以工代赈项目特指使用发展改革和财政部门安排的以工代赈专

项资金实施的专门项目，这类项目对组织群众务工、发放劳务报酬等工

作都有严格的要求。如，为调动地方政府和项目单位积极性，以工代赈

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劳务报酬占中央资金比例由原规定的 15%以上提

高到 30%以上。采取以工代赈方式实施的重点工程项目和中小型农业农

村基础设施项目，使用的是各有关部门专项资金，仍由各有关部门按行

业规范管理，在这类工程项目中推广以工代赈方式，并不是要把其变成

以工代赈项目，也没有对其劳务报酬发放比例作出硬性要求，主要目的

是在保证项目原有组织管理方式基本不变，并确保项目质量、进度和效

率的前提下，采取以工代赈方式实施部分能够用人工的建设任务和用工

环节，从而为当地提供更多工作岗位，吸纳带动更多当地群众就近就业

增收。（来源：建设工程信息通）

原文链接如下：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fzggwl/202301/t20230119_134703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