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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加入關稅及貿易總協定和
公共合同的放寬

江雁豪＊

一、序言

澳門最近加入了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簡稱關貿協定）是一件具有特別重要性

和深遠意義的事，它不僅爲本地區參與這一國際組織的活動開辟了廣濶的前景，

而且也必將促進本地區的經濟發展並使之融入國際貿易的規範① 。

這樣一來，逐步取消至今仍在貿易關係中存在的非量化限制，以及加強本地

區成爲那國際協定的一員的條件，看來應該放寬商品及勞務進入本地區的條件了

。

加入關貿總協定尤其對公家購物，即爲公共行政部門購置商品與勞務方面的

政策具有特別意義，因爲這表亦有關方面須努力使其政策與關貿的規定和做法相

結合和協調，一如歐洲經濟共同體（共市）的情況一般 。

＊司法事務司技術輔助廳廳長

①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簡稱關貿總協定）乃於1 9 4 7 年1 0月 30日簽訂，它不像國際貨幣

基金組織（F M I ）那樣是聯合國的一個專門機構，而是一個調節簽約各方貿易關係的多邊

協 議 。

它的最高決策機構是簽約各方的成員大會。這個大會一般每年擧行兩次，兩次會議休會

期間由代表理事會行使職能，該理事會由簽約國的貿易部長組成。

關貿總協定下設一個秘書處和幾個委員會：貿易商談委員會，數量限制委員會，農業委

員會，工業產品委員會，貿易及發展委員會。另外亦個別地成立一些工作小組來分析某些具

體問題。

至1 9 9 0年 1 1 月 爲止 ，約 有 1 2 3個 國家 及 地區 已簽 約加 入 關貿 總協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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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關貿總協定初期是作爲一個政府間的協定來調節締約者之間的貿易關係，

透過關稅會議在他們之間確定出最惠國條款令所有締約者承諾在其貿易關係中給

予彼此平等的和不帶岐視的待遇，那麼1 97 3年9月在東京正式開幕的第七次

大會就爲取消貿易交往障碍作出了努力② 。

在那份“東京宣言”中，關貿總協定的締約國明確主張通過廣泛而深入的談

判來大幅度削減關稅以及取消其它妨碍國際貿易的種種限制，諸如政權對外貿易

的干預（資助、公共企業、國家貿易特別法規），海關手續，對入口貨品的種種

相對於國產貨的不平等規條，出入口制度，雙邊貿易協定以及其它貿易壁壘 。

然而，除此以外，“宣言”還承認需要建立一個訂明有關公家購物的法律、

規定、程序和慣例、國際權利和義務的體制 。

“宣言”發表後，隨着制定了一個關於公家購物共同政策的協議，稱之爲“

公家購物協議”（Ag reemen t on Gover nmen t Pr oc urement ）（以下簡

稱“協議”）並於1 981 年 1 月 1 日在所有關貿協定的締約國中生效 。

1 986年底，歐洲經濟共同體成爲關貿協定的締約成員，隨後，奧地利、

加拿大、美國、芬蘭、香港、以色列、日本、挪威、新加坡、瑞典及瑞士也成了

該協定的成員國③。

二、公共合同政策

在有關向政府或公家供應商品的公共合同簽署落實之後，公家置物早已不再

是國家或政府可閉門干預其行政管理的政策了。

隨着政權要實在地滿足那自社會內部表現出來的新的和急切的需求，權力當

局逐漸發覺簽署公共合同是他們干預其國家（地區）經濟、政治和社會的一個首

選做法。因此，關於商品及勞務的公共合約就一直被用作爲一個權宜政策的工具

，有時甚至作爲結構性政策的工具。

這樣一來，公共合同就成爲了一些國家的手法，用來爲國內一些供應商或生

產商保留一些部份或在一個公開整體競投的數量裏撥出一個配額又或甚至讓在經

濟落後區域的企業獲優先對待。

上述的情況令到共市決定加強各成員國內部法律的協調，令它們配合共市於

1 97 2年訂定的共同法規，放寬公共市塲及接受自由競爭。

②於1 9 7 3年 1 0月 2 4日召開的第七屆大會第二次會議正式提出要在那份“東京宣言”上

消除貿易交往中的障碍，要給予落後國家特殊的待遇，“考慮到他們的發展，財政及貿易上

的特特別需要”，給予他們較之工業國家更多的優惠。

③ 根 据 A l f o n s o O j e d a M a r i n 在《公共行政雜誌》第1 1 6期上發表的硏究報

吿“在現代公共合同制度中的歐洲共市及關貿總協定”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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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問題上有必要提及共市委員會於 1 9 7 6 年 1 2 月 2 2 日 通 過 ， 有 關

協調供貨公共合同招標程序的第77／62／CE E 號準則，這項準則在關貿總

協定和“東京面合”內達成的“公家購物政策協議”生效後，被共市委員會於1

9 8 0 年 7 月 2 2 日 以 第 8 0 ／ 7 6 7 ／ C E E 號 準 則 所 修 訂 ④ 。

上述的準則首次就共市國家經濟一體化的範圍訂明了清楚的方針以期達到以

下兩個目標：第一，公開國際競投的招標程序，把接受及桃選計劃書以至最後批

出合約的工作過程的透明度盡量增加，令投標者會向共市政府提供最有利的計劃

書。第二，盡量協調各國法律，令有關的準則相接近，包括招標的廣吿、競投者

的資格，清除競投過程上的障碍，諸如經常及非法地使用限定的或導向市塲的協

商方式以及批給合同的裁定⑤ 。

不管人們願意與否，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國家爲建立歐洲單一市塲而進行的一

體化令到簽署公共合同的權力正日益不受國家權力操控，尤其關於廣吿，參與競

投及批給合同方面 。

這就是歐洲經濟共同體在國際經濟一體化的主要成功範例而關稅及貿易總協

定則仍躊躇地處於規劃的階段 。

三、對“協議”的整體考慮

“公家購物協議”的目的是消除對外國生產商和產品的岐視，待之與國產一

般，藉此令國際貿易有一個廣濶的競爭空間。

正如“協議”的序言所述，它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權利與責任一致的國際組

織，協調有關公共合同的法律、規定、程序與做法，藉此確保這些程序的透明度

根據這一目的，專門制定了關於招標廣吿及隨之而來的招標程序的統一規則

。在這規則下，競投方式與提交計劃書都要符合一定的要求，而對合同的批給則

先要運用客觀和旣定的準則進行審批 。

考慮到正在發展中的落後國家的特殊情況，這“協議”爲他們建立一套對比

在發達國家施行的規則更爲有利的特別制度 。

④ 歐 洲 共 市 委 員 會 的 這 些 指 示 出 現 於 1 9 7 1 年 7 月 2 6 日 第 7 1 ／ 3 0 5 ／ C E E 號 準 則 和

1 9 7 8 年 8 月 2 2 日 第 7 8 ／ 6 6 9 ／ C E E 號 準 則 之 中 ， 是 根 据 “ 羅 馬 條 約 ” 第 1 0 0

條關於公共工程合同的規定而作出的，旨在有效地協調各國承包公共工程的國內法律程序；

有關消除限制 、勞務自由及建設自由的委員會的總綱提出過這種協調，也是歐洲共市意向委

員會於1 985年6月發表的白皮書中爲完成內部市場而公開主張的 。

⑤許多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出版物都提到在成員國的政府部門或公共單位破壞限制競爭的特別機

制而經常性地採用直接協議的方式辦事 。

現存的不完全的統計資料表明，通過直接批給的合同佔歐洲共市所有的公共合同的四分

之一，佔招標單位充份利用其廣泛自由決定權所簽訂的合同的百分之七十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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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這“協議”與共市的準則比較它基本上遵循了共市第 7 7 ／ 6 2 ／ C E E

號準則中關於協調公共供應合同招標程序的規範結構⑥ 。

四、“協議”的適用範圍

該“協議”條文適用於其文本附件一所指之政府單位，當這些單位購置物品

的價格相等或高於十三萬S D R（S）（特別提款權）⑦，即大約十八萬六千五百美

元或一百五十萬澳門幣時便受“協議”條文管制。

按 1 9 8 8年 1 月 1 日生 效 的“ 修 訂協 定 書 ”，“協議”第一條所指的貨品

包括了以買賣，出租、租賃或購買而得的貨品，只要貨品價格等於或超過上述數

額 。

公家購物政策在受制於“協議”的條文的同時，還應當考慮到由供應所帶來

的任何附加服務，而服務的相應價値則不應超過原產品本身的價値 。

“協議”還禁止其成員把購物合同分折以期避過有關規定的管制，在第一份

合同簽署後的十二個月內，對購買同一產品或同一類產品的分批或分期合同相加

，看其價格是否在“協議”所規定的範圍內 。

⑥“協議”共有九條，每條又分許多段落。這九條的題目順序是：

第一條：適用範圍和領域；

第二條：自我待遇和不歧視；

第三條：對發展中國家的特殊和不同的對待；

第四條：技術規格；

第五條：簽訂合同的程序（供應商的資格審查 ；購貨的廣吿及招標的文件，呈交及接受，開

標及批給合同；

第六條：信息資料和審查；

第七條：義務的履行；

第八條：例外情況；

第九條：最後的規定（接受和進行；保留；生效；國內法制 ；修改；審查或談判 ；改正；廢

除 ；“協議”對各簽約方的不適用；注釋和附件 ；委托；登記）。

附件包括：
附件一：第一條第一款c項中指出的單位名單；

附件二：列出各簽約方用以刊登第五條第三段所指之購物招標工程公吿的出版物。；

附件三：列出簽約各方用以每年公佈關於在選擇性招標中固定不變的供應者名單資料的出版

物 ——參見第五條第六段；

附件四：列出簽約各方用以刊登短期內有效的法律、規定、司法裁決、一般性執行的行政決

定和關於“協議”中指出的公共合同的訴訟程序時的出版物——參見第六條第一段

⑦S D R （ s ） 特別提款權（俗稱紙黃金）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爲了完善現行儲備金條款之規

定而建立的無條件儲備金單位，它可以廣泛用在貿易成交及運作的各個方面，如：換取流通

貨幣，履行財政義務，重開借貸交易等。

1 9 9 1 年 1 月 份 ， 美 元 與 S D R 的 兌 換 率 是 1 . 4 3 4 7 6 。

根據第7 7 ／62／C E E 號準則，在歐洲共市內的供貨合同的金額不能超過二十萬歐

洲貨幣單位 （ E C U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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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自我待遇和不歧視的原則

“協議”的第二條確定了一律平等對待國內和國外供應商和產品的原則。這

樣也就決定了簽約各方將按規定即時和無條件地保証給予來自其它簽約國家或地

區的產品和供應商不低於本國產品和供應商所得的優惠待遇，包括在海關稅、任

何類型產品的交換或任何產品入口的條例和手續等方面 ⑧。

簽約的各方承諾對本土供應商之間一視同仁，亦不在其他簽約國的供應商面

前忽視他們 。

爲使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中獲得額外的利益，“協議”主張對這些國家實

施不同的規則，籲請成員國在執行有關公共市塲的法例、規定及手續時應採取促

進這些國家的出口貿易的態度，即使這樣做是脫離了“協議”第二條關於自我待

遇的規定⑨ 。

上述例外的做法係由“協議”內最發達國家與其他成員透過商討個別地向一

定的單位和產品施行。與此同時，發達國家將保証在公家購物政策方面向發展中

國家提供適當的技術援助和信息資料 。

六、技術規格

値得特別強調的是“協議”中的第四條，是關於產品技術規格的，包括產品

的品質、性能、安全、體積、檢驗方法、標誌、術語、包裝、市塲、標簽以及符

合立約單位要求的証書 。

在條文裏註明，產品上不應寫有商標或商業名稱、專利、設計或類型，甚至

不應有來源地或生產商，除非它沒有以其他清晰易明的方式註明產品所要求的特

性以及帶有“或相當於”的字眼。爲此，立約單位在購貨過程中出要標明商品特

點的建議，因商號或可籍此而獲得商業上的利益⑩ 。

以限制國際貿易中的障碍爲目的而確定的技術規格在盡可能的情形下都應符

合國際規定、本國技術規則或公認的標準 。

⑧儘管人們普遍歡迎經濟自由化或放寬的原則，但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仍然出現了許多保護

主義政策，每個國家都繼續保留妨碍自由貿易交流的機制（配額制度、出口限制協定、海

關稅等）。

⑨“協議”仍在繼續惹起一些落後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某些互不信任感，因爲經濟較強大

的國家實際上可以用有競爭能力的價格，質量和技術來出售某些設施和消費品 。

⑩ 按 照 1 9 7 6 年 1 2 月 2 2 日 共 市 第 7 7 ／ 6 2 ／C E E 號 準 則 的 第 七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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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關於公佈和參加競投的規則

該“協議”在其第五條中規定了三種向市場招標的方式，其做法應納入本國

的供貨合同的招標制度內（11）。

開放的招標過程就是指所有感興趣的供應商都能夠參加投標競爭的過程。選

擇性的招標過程就是指只有得到招標單位邀請的供應商才能夠根據第五條第八段

中規定的條件來參加投標競爭的過程。

直接協商是指招標單位根據第五條第十六段之規定，直接及個別地同供應商

進行討論以獲得投標方案的招標方式。

爲了使多數的供應商知道，有意招標的公共機構應該根據“協議”之附件二

的規定在關貿總協定的一份出版物上（一般是在《公共合同通吿官方通訊》上）

刊登一個相應的通吿並必須列明以下的具體內容：

1．要求供應的產品性質和數量，包括後期供應的日期和數量；

2．屬開放招標或選擇性招標方式；

3．參與投標者陳述計劃所用的語言以及提交計劃書的期限；

4．招標單位的地址以及說明那裏可獲得有關資料；

5．要求供應商應具備的任何條件，包括經濟、技術或財政保証；

6．指明係以購買，租賃或先租後買的方式取得產品的供應。

在評定和選擇供應者的做法方面，爲了消除對本國和外國供應者之間存有歧

視，“協議”對招標單位的做法訂定了下列應當依從的規則：

1 . 競投的條件必須在適當的時間公佈，以便對評定的過程有個適當的指南；

2．對外國供應商的技術、貿易和財政能力條件的要求不應有別於對國內供應

商的要求，也不應對外國供應商之間有歧視，對供應商的技術、財政和貿

易的能力旣應根據其整個商業活動來評估，也應從招標單位所在地區的具

體實際來評估；

3．不能利用評定和選擇供應商的過程把外國供應商排除出正式的名單外或進

行私下的簽約。所有的公共機構在任何時候也應保証有興趣的供應商都能

報名參加投標；

4．在選擇性招標的過程中，持有供應商名單的公共機構應該每年在“協議”

附件三中所指的關貿總協定的出版物上把供應者的名單公佈一次。這些名

單列明哪些是可被邀的供應商而公共機構只需考慮表現出興趣的供應商。

（11）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行政合同的完成都是以公開競投作爲規則，並且奉行經濟自由主義。

後來，尤其在羅馬／日耳曼法律體系的國家裏，直接協議的做法取代了公共市塲的政策，作

爲避免競爭者之間互相傾軋以及避免批給價格最低的但又不常是最有利國家的投標建議書。

對上述情況的發展，請參閱 M. A . F l a mme的文章“歐洲共市內部公共市塲競爭

的自由化”，文章發表於《共市雜誌》，1 9 65年第8 1 期第2 7 7頁起以及參閱Y v e s

We b e r 在 《 法 國 及 外 國 公 法 與 政 治 學 雜 誌 》 1 9 8 2 年 第 5 期 第 1 1 8 5 至 1 1 8 9 頁

上發表的“爲公共市塲立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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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供應者要參加公開性招標和選擇性招標的問題，“協議”訂明要有一個

充裕的期限讓國內外的供應商提交建議書，期限的長短當然按提交的方式而定 。

確定相應的期限應考慮到招標單位的需要，購買程序的複雜性，預計分包合

同者的數目，以及在一般情况下生產、出廠和貨物交收運輸所需的時間 。

“協議”對公開性的招標訂定了接受建議書的最短期限，而對選擇性的招標

則視乎供應商的名單多寡，此外，還要看有否分包或分期合約又或是否屬緊急情

况而決定其最短期限 。

向供應商提供的文件應包含所有有助供應商擬定建議書的資料 。

所有的建議一般都是以書面直接或郵寄送交，禁止用電話呈交建議。倘若接

受以電傳、電報或圖文傳眞的方式提交，則建議書必須載有齊全資料，特別要載

明建議的確實價錢以及聲明建議人接受有關的條件。按上述方式提交的建議還須

要用函件加以確認，尤其在傳送的文本的內容有偏差的時候爲然 。

八、招標的準則

招標的準則必須具體地列明在寄給供應者的文件中，“協議”第五條第十五

段中規定：除非那招標單位以公衆利益爲由而決定不開投合同，否則它便會挑選

有條件履行合同的競投者；而其建議的價錢，不論本國或外國產品，是最低的或

是最符合招標通吿或文件所指的審定標準的（12）。

如果招標單位收到一個價格異常地低於其它的投標建議的話，它可以要求競

投者提供額外資料，以証明其能滿足參加協商過程的條件以及有能力完成合同的

要求（13）。

倘經過分析後，認爲沒有一個方案是合適的話，根據先前定下的標準，招標

單位應繼續有關的商談而最終也要採取平等對待競投者的做法。

（1 2）對這方面應否理解爲是批給公共合同的合理準則的討論事實上是沒有定論的，理由是它偏袒

了眼前的利益。

第五條第十五段遵循了共市關於合同招標規定的演變路綫，根據這一原則，當最低的價

格標准不起作用時，招標單位必須通過指明最有利的投標方案的總標准的信息因素來調整招

標合同，令公家購物委員會能夠對此加以控制。

關於這個問題還可進一步參閱 A l f o n s o M a t t e r a 發 表 在 《 共 市 雜 誌 》 1 9 7

3年 5月號 第2 04頁上 的文 章《 共市 內的 公共 和半 公共 市塲 的自 由化 》以 及 M．A. P .

D u c r e t 發表在 《建築 和公 共工程 技術研 究所年 鑒》1 9 5 5年 9 月第9 3期上 的論 著

《各國工程招標方法的演變》。

（1 3）參閱 （1 2） 以 及 1 9 7 6 年 1 2 月 2 2 日 共 市 第 7 7 ／ 6 2 ／ C E E 號 準 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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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關於直接協商

“協議”規定公家購物制度是要保証有一個最廣泛和最大透明度競爭，因而

招標單位只能在嚴格的限制下才可進行直接協商，“協議”同時又規定這個做法

決不能被用作歧視外國供應商和庇護國內供應商（14）。

“協議”第五條第十五段闡述了有關可以合理採用直接協商做法的情况：

1 . 當開展了一輪公開或選擇性的招標之後一個投標方案也沒有收到時，或當
收到的投標方案不符合協商過程的基本條件或當這些方案是由不符合“協

議”的條件的競投者所提出時，當待簽合同沒有按當初徵詢階段所定的條

件作出確實修改時；

2．當涉及藝術品或需要保障專有權，例如專利權或著作權的時候才可以由某

一供應商負責供應有關產品，但必需是沒有其他相同或可代用的產品的存

在 ；

3．當情况極度需要時，例如發生招標單位未能預見的事件而引致的緊急情况

又或當公開或選擇性招標的程序根本不可能準時得到急需的產品時；

4．當要由原供應商負責附加供應以塡補已交收的貨物或要完成供應量時；倘

要變換供應商時，招標單位必需要有不能交替使用原有零件的設備；

5．當履行一份關於調查、試驗、研究或發展原產品的特殊合同，招標單位要

求供應原樣板或按要求而生產的貨品時，一旦完成這些合同之後，購買貨

品就需要按本條第一至十五段的規定辦事 。

在每一個購貨過程的文件上都應載有相關單位的名稱，貨品種類與價格及生

產來源地，並寫明批出合同的條件。按“協議”第六條規定（15），上述資料應隨時

準備好讓政府部門查詢 。

十、信息資料與審定

經由“修訂協定書”修改過的“協議”第六條條文規定，公共機構應在批出

合同後六十天內，在“協議”附件二所指之刊物上刊登一則通吿，說明合同涉及

的產品的種類和數量，招標及中標者的姓名及地址，中標建議書的價錢以及其他

價錢最高和最低的建議書，諮詢方式及理由 。

（14） 如 A. d e G r a n d e R y 發表 在 1 9 6 1 年 6 月 《共 市 雜誌 》第 2 4 7 頁起 的 文章 《 共

同市塲內部的公共市塲法規的協調》中所說：“供貨合同以最清楚的方式指明，在承包工程

合同中由於公共合同提出了一個關於競爭平等這個最複雜的問題，所以一旦經濟市塲的特點

完全與公共工程工業的完全不同時，那麼它的公共合同實質上就有同樣的歧視性”。

這就是該文作者所認爲的在協調各國國內的法規時存在的困難所在，因爲“那些龐大的

行政管理當局是其傳統方法的擁護者；而那些分散的公共機構當然也以充份利用他們的章程

賦予他們的自主權來保護自己。”

（1 5）這裏遵循的關於提供方便“協議”第七條中規定的委員會監督公家購物程序的信息資料的方

法 完 全 與 第 7 7 ／ 6 2 ／ C E E 號 準 則 中 所 提 的 相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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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個國內單位同樣有責任在“協議”附件四所指的刊物上公佈有關法律、規

則、一般適用的司法及行政決定以及受“協議”約束的合同的條款，以求一切令

人清楚明白 。

關於具體的協商過程，各個國內單位必須通知那些正式報名參加競投的供應

者，解釋其不被接納的理由及吿知哪個方案中了標，誰是中標者 。

關於信息資料問題，“協議”規定其簽約各方應向公家購物委員會（根據“

協議”第七條規定建立的機構）提供關於供貨合同的、符合“協議”之規定的、

詳細的年度統計資料 。

十一、公家購物委員會

“協議”在關稅及貿易總協定裏設立了一個公家購物委員會，令各個成員都

有機會可以就有關“協議”的執行或本身的問題進行諮詢（16）。

委員會由簽約各方的代表組成，在需要時擧行會議，但至少每年擧行一次 。

“協議”第七條詳細地規定了諮詢及調解冲突的制度，簽約各方應當保持溝

通以求在冲突之時能得出雙方滿意的解決方案。若未能達致解決方案時，委員會

將應冲突的任何一方的要求成立一特別小組來負責審查問題和協助委員會擬定解

决問題方案。倘有一方不接受委員會的意見而委員會又認爲有充份理由時，可授

權一方或多方暫停執行全部或部份“協議”，時間則按實際情况而定 。

十二、執行“協議”時的例外情况

“協議”第八條訂明不得藉“協議”本身阻止一方發佈或不發佈其認爲有需

要保障本身安全利益的消息，包括關於購買武器，彈葯或軍備又或國家安全或國

防的必需品，同樣，對於保護公衆道德，公共秩序，公衆衞生，智識產權以及其

他例外情况亦適用本條的措施 。

（16）這個委員會與目前歐洲共市在公共市塲的那個委員會相同。那個委員會名叫“工程和供貨公

法 合 同 諮 詢 委 員 會 ” ， 是 根 據 1 9 7 7 年 7 月 1 5日 在 《 J O》 No . 1 3／ 1 T 上 公 佈 的 1 9

7 6 年 1 2 月 2 1 日 發 出 的 第 7 7 ／ 6 3 ／ C E E 號 準 則 而 設 立 的 。

該委員會是個跟進“協議”執行情況的機構，沒有司法或裁決權，只能在招標單位和供

應者以及有關國家之間的關係上起協調的作用。

請參閱C h ． S t u x i a n o 在《D i r i t t o C o m u n i t a r i o e d e g l i

S c a m b i l n t e r n a z i o n a l i 》（共市法律與國際滙兌）第十五年第一期1 97

6年 2－3月號第1 8頁起發表的文章《工程公共市塲諮詢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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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協議”的臨時性執行

關於“協議”的執行問題，“協議”第九條規定是隨時接受關貿總協定締約

國的各個政府以及列於“協議”附件一上的共市成員國內的各個單位的聯署的 。

根據本條第三段所指，“協議”是在1 981 年1月1 日起生效的，當然是對其簽

約成員而言的 。

對於那些尙未參加“協議”的關貿總協定的締約國，本條中規定它們可以按

照有關政府與簽約各方之間確立的條件，透過向關貿總協定的主席遞交一份宣佈

加入條件的文件，成爲“協議”成員。（17）

十四、最後的規定

關於各國內部立法的協調，“協議”第九條第四款規定每個簽約的政府將確

保遵守其法律、規定和行政慣例以及“協議”附件名單上的公共單位所依從的規

則，程序和慣例 。

所有的簽約方都應按第八條指示向委員會通報其對涉及“協議”條文和法規

的法律和規定進行修改的情况以及其執行情况。（18）

關於評估與檢討的問題，“協議”規定每年對執行“協議”的情况進行分析

總結一次，並由第三年起簽約各方定期進行討論，以便在互利的基礎上討論“協

議”的發展和改進。獲通過的修正文本，只有在得到每一方的接受後才能生效 。

（19）

與此同時，任何一方都可以向關貿總協定的主席通知退出“協議”。

（17）鑒於關貿總協定並沒有如設於歐洲共市內的司法法院一類的機構，所以爲使協定的參加者能

加入“協議”所採取的這一公式看來實現了逐步協調各國國內法規的一個意圖。

要知道，我們目前正面臨着協調和統一有着不同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不同的國家的貿

易慣例的任務，在我們的面前尙未有一個經濟一體化的組織，關貿總協定的經濟一體化水平

就其各成員國來說，實際上將只能在區域化方面感覺到。

（18）由於葡萄牙是關貿總協定的締約國之一，同時又是歐洲經濟共同體成員，所以它正在修改其

1 9 7 9 年 7 月 1 2 日 頒發 的 第2 1 1 ／ 7 9 號法 令 （該 法 令規 定了 關 於購 物品 和 勞務 的 支

出制度），以便使其符合共同體的規章 ；同時還正在起草修訂在原文未有包括的新法規。

由於葡國最近正在檢討承包公共工程的法規，所以上述法令的修改方案的通過看來被推

遲 了 。

（19）第一 次 修 訂 是根 據 1 9 8 7年 2月 2日在 日 內 瓦 簽 訂1 9 8 8年 1 月 1 日 生 效的 議 定 書 來 進

行的 ；這次主要修訂了關於公家購物協議的條款，特別是把第一條中規定的實用數額由十五

萬特別提款權改爲了十三萬 。

818



十五、澳門加入關貿總協定和公家購物協議

1．整體結構

澳門致力發展把本身經濟融入一般人稱之亞太地區以及珠江三角洲一帶的條

件，與現政府和未來中國特區政府對發展戰略與現代化的努力，表明澳門加入公

家購物協議是一個具有實在政治意義的行動 。

緊隨着香港，澳門已加入一個國際組織，而這個組織是針對討論國際貿易中

的多邊關係的國際論壇，雖然聯合國亦有其“聯合國貿易及發展會議”，但發展

就較慢了 。

當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正在努力爭取加入關貿總協定的時候。澳門是以在葡

萄牙政府管轄下的地區的身份，不是以國家的身份加入了這個國際組織的 。

澳門加入公家購物協議可以視爲澳門經濟國際化的加深和保障了她現在和未

來的自由資本主義經濟，因而也就保障了那澳人治澳的，中國政府不厭其煩地多

次重申的“一個兩制”的實施 。

涉及公家範圍的供貨合同一般都會遇到各國的一種強烈的習慣，保護主義反

應，爲本土的供應商保留貿易額較大的合同，無可避免地危害擴大競爭的好處以

及公平競爭的原則 。

因此，無論從總體經濟觀點來看，還是從歐洲一體化（如歐洲經濟共同體的

情况）的觀點來看，或是在目前國際協調經濟薄弱的情况下（如關貿總協定的情

况）從多邊互補性的觀點來看，或是從區域性合作的觀點來看，開放公共市場在

經濟一體化，最先的歐洲經濟共同體和現在的關貿總協定，範圍內都具有特殊的

重要性。

打好這張牌的關鍵是實行自由化。開放公共市場必將增加企業家和商人發展

國際業務和機會 。

由於“協議”的條文保証了招標的程序以及資訊的透明，供應商和企業家將

會計劃新市場，擴展自己的業務並可在不同的經濟範圍降低其生產成本。同樣在

技術規格方面，招標單位按國際準則辦事則能消除在交易上遇到的各自不同標準

所產生的技術障碍 。

另一方面，同其它國家和地區的競爭者進行競爭又必將剌激企業變得更加富

有競爭力。

在這個自由化的問題內涉及國際標準上的不同領域：建築和公共工程、燃料

、電器和電訊設備，水和能源供應、運輸材料、機械工業、辦公用品和紡織品 。

開放公共市場必將對技術領域的發展和中高檔專門化產品的發展起催化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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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一來，澳門在加入公家購物協議之後，由於“協議”法律條文的效力，

必須使自己在公共供貨合同領域的法律、規定和行政慣例與我們在上面各點中詳

細地分析過的規定相協調起來 。

2 ．目前的法律體系

在澳門現行的法律制度中，1 984年1 2月1 5日頒佈的第1 22／84／M號法令，後來

被1 989年5月1 5日頒佈的第30／89／M號法令加以修訂，該法例對公共合同的問題起

着核心的作用，它通過爲本地區政府的公務部門購買財物和勞務來調節開支制度
。

這一法規把購物支出列入自己的管理範圍，把支出看作是“以獲得物品爲主

要目的的支出，不管這些物品是什麼性質的，也不管購來的物品是爲了長久使用

的，或是供日常消耗的。在這些支出中應排除下面兩個部份：

1 ） 所有購貨涉及的支出，包括所有動產的一次過或分期付款，不管貨品是

現成的或是要定做的 ；

2） 只容許暫時性使用動產的支出，即“租賃”。以上所述使我們看到，這

個法規揭示了一個與公家購物協議訂定的協調方針相並列的規範性的範

圍 。

此外，我們還應該重視1 969年2月1 9日頒佈的第48871 號法令的條文，這些條

文經1 971年1 0月1 2日的第555／71號訓令頒佈，可適用於澳門，這樣，本地區就慣

性地接受這個法令作爲間接地或直接地獲得成爲澳門政府物業的物品的依據 。

最後，我們還必須注意1 985年7月6日第63／85／M號法令。法令規定當開投

是不能避免的時候，爲政府部門購置物品和僱用勞務的合同則必需先進行開投而

後才可簽訂 。

本文不可能逐條文地詳細分析第1 22／84／M號法令所包括的所有問題，但現在

也許是一個機會以我們的觀點來提醒一下並非一世英明的“立法者”，應當關注

檢討本澳的購置貨物及勞務的制度 。

十六、澳門法制與公家購物協議的協調

爲了使公共購買擺脫只是在有限的範圍內承擔着滿足公務部門直接的和間接

的需要，並成爲刺激競爭性和刺激商界提高工作質量的工具，我們認爲制定一個

適應本地區各級行政管理需要的、並與全局的和各個領域的經濟和財政政策並存

的公家購物政策是必要的和緊迫的。在我們看來，爲實現這一目標，首先應盡快

通過預先確定供應者的資格和衡量供應物品完好或破損情况的准則來制定一個基

本法規，以便對購買的物品進行有效的質量控制和經濟控制，並公佈決定批給的

主要考慮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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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法規，如果再伴以一個包括一般准則和區域實用准則的總規則，那它

就不僅將成爲實現公共支出合理化的目標的决定性因素，還將無可爭議地把主觀

因素或歧視因素減至最少令購買過程更合符道德和更有透明度。這些目標正是公

家購物協議的“委員會”所明確提倡的。

從這一背景上看，我們認爲確立下列主導思想是修改包括在第1 22／84／M 號

法律制度的核心問題：

1．在國家政府部門、自治單位、公法法人、地方自治機構裏明確執行購置貨

物與勞務的法制，並使之可以伸延至公共部門的特許權限；

2．把來自租賃的收入和通過國際貿易慣例發展起來的其它合同的形式得來的

收入包括到購買物品的借貸範圍之中；

3．禁止涉及本身直接或間接利益的公務員或公共機構職員參與購買過程的工

作 ；

4．競投者有權集體提出投標方案，不管他是以企業的附屬集團出現或是以合

併財團的形式出現；並爲此制定出法規；

5. 明確禁止分折合同作爲妨碍自由競爭的方式並訂明其分期執行的條件；

6．在進行公開競投的同時，建立有限競投的形式，可以或不預先報名，確定

供招標單位選擇其中任何一種形式的數量和質量條件；

7. 禁止一切可能歪曲競投正常條件的行爲、協議、協定；禁止那些曾提供虛

假聲明的競投者參加以後的招標競投；

8. 訂明競投者在一次供貨過程中提出申訴的條件，訂明申訴以及招標單位作

答的期限；

9．規定有限競投的類型，包括預先報名與否，尤其要規定出估評和裁決競投

者財政和技術能力的機制；

1 0．確定技術規格的特點，闡明有關的國際標准；

1 1．修訂批給的法律准則，特別確定要清楚列明批給最經濟及對公衆最有利標

書的是哪些因素；

1 2．檢討有關直接協商批給方式的條件，對補充性合同或特別情况的批給收緊

可以進行直接協商的範圍；

1 3．小量購貨的合同可以直接協商批給，由招標單位委出的委員會參與洽談；

1 4．訂明簽署附加合同的守則，尤其涉及檢討價錢或作重大修改，免至要履行

新責任時出現執行合同的爭論；

1 5．對購置貨物與勞務的合同進行強制性的統計登記，按“協議”規定負責提

供這些統計資料；

1 6．規定在“協議”附件二中指定的刊物上登出關於購物招標競投的公吿的條

件和期限；對這些條件和期限逐條地加以陳述，並在本地區予以公佈；

1 7．規定出來自關貿總協定公家購物協議的簽約國的供應商平等地參加競投的

原 則 ；

1 8．訂定執行“協議”的參數並使本澳物品和勞務購買總法規的參數專門化；

1 9．取 消 1 9 8 4 年 1 2 月 1 5 日 頒 佈 的 第 1 2 2／8 4 M 號 法 令 中 確 定 的 給

予本地供應商優惠待遇的原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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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最終的希望和考慮

不要使購置物品和勞務的過程官僚主義化，要使公共合同的《“遊戲規則”》

適應競爭機制的運行，實現公共財政管理合理化和節約開支的原則 。

大多數國家都傳統地實行公共合同制，這些國家的行政當局都主動及積極地

推行這一制度。所以，他們都原則上不接受意欲改變其有關公衆購物管理的內部

主權政策的任何形式的外來壓力 。

在當今的市場經濟體制中顯然不可能採取這一立場。不管你接受與否，隨着

各國經濟的國際化和加深了相互依賴，公共合同法正在日益擺脫國家保護主義利

益的微不足道的桎梏 。

加入關貿協定的公家購物協議就意味着爲扭轉這一形勢邁開了不可忽視的第

一步。有着不同法律制度的不同的國家都決心加入和執行某些共同的准則，使其

法律制度統一化、簡單化和合理化。

實施公家購物協議的初步成果甚微不應成爲我們灰心和動搖的理由 。

讓我們回憶一下歐洲經濟共同體最初遇到的情况吧，那完全同今天“協議”

遇到的一樣；我們也有必要重溫一下共市要實現本身內部市場的那本白皮書，從

中我們可以看到它是怎樣評價當時存在的問題的（20）。

因此，關貿總協定的簽約各方應感到有必要通過“修正議定書”來完善“協

議”的初期制度，進行某些實質性的修改，如延長某些期限，承認租賃形式，引

進直接簽約方式，完善審查資格程序和使技述規格特點化，爲解決在解釋和執行

“協議”時產生的冲突確定調解的預防性機制等。

接着的步驟就必然是致力於改變那歷史悠久的保護主義，人們也將密切注視

歐洲共同體關於協調公家購物政策的爭論。

澳門將與其他參加關貿總協定的地區一樣，可以從其公家購物政策中以及經

濟自由化中獲得經濟多元化及國際化的一切好處。那種以爲需要保護當地企業（

實際上其中的大部份都是總部設在香港或亞洲其它地方的子企業）的論點以及關

於需要保護葡萄牙企業在一九九九年後繼續永久地留在澳門參與本地區活動的論

點顯然已經站不住脚了。

這就是澳門加入關貿總協定的意義所在，而歷史亦必將記之。

（20）這樣，H. G. V eker man 敎授 在 他 的 文 章“ 關於 公 共 供應 活 動 新的 國 際 協定 ： 關 貿 協

定法規的公共購買”（本文刊登 在 《 R I W - AWD- Re c h t d e r I n t e r n a t o n -

a l e m W i r t s c h a f t 》 雜誌 1 9 8 0 年 4 月 號的 第 2 4 2 頁 上） 中 所提 出的 關 於

關貿總協定在推動世界貿易自由化方面未取得成果的觀點就不值得讚同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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