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宁省流通领域农资商品抽检服务项目

辽宁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一、项目背景

流通领域农资商品抽检是监督农资产品质量、依法保护农民消费者合法权

益、维护农资市场秩序、保障粮食生产安全的一项重要工作。多年来，辽宁省工

商行政管理局 （以下简称省工商局）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农业生产资料市场监督管理办法》和 《流通领

域商品质量抽查检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加大对农资商品的市场监管，提升

农资商品质量。２０１４年９月，辽宁省启动政府购买服务工作后，省工商局按照
《辽宁省政府购买服务暂行办法》规定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预算编制、信息公

开、组织采购、合同签订、资金支付、绩效评价等购买流程，对流通领域肥料、农

药、农膜、农机具等农产品质量进行抽查检验实施购买服务。２０１６年，省工商局政
府购买流通领域农资商品抽检服务确定为政府购买服务改革重点领域试点项目。

二、项目实施

（一）项目购买主体

省工商局是农资商品市场监管行政部门，也是流通领域农资商品抽检服务的

购买主体。按照政府主导，有序推进，公开透明，竞争择优，强化预算，注重绩

效的原则，省工商局规范开展购买服务工作，加大对农资商品的市场监管，不断

提升农资商品质量。

（二）项目申报和预算管理

２０１５年９月，省工商局根据２０１６年度预算的编制要求和实际工作需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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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编制了流通领域农资商品抽检服务项目支出，随同

省工商局的部门预算一并报省财政厅审核。省财政厅按照部门预算编制要求，对

省工商局申报的流通领域农资商品抽检服务项目进行审核，将审核通过的流通领

域农资商品抽检服务项目，随省工商局的部门预算一并批复省工商局执行。２０１６
年，省财政厅预算安排省工商局流通领域农资商品抽检服务项目资金７０万元，
国家工商总局安排资金３０万元，共计１００万元。

（三）公开项目信息

省工商局在省财政厅批复流通领域农资商品抽检服务项目支出２０日后，通

过本单位门户网站公开了政府购买流通领域农资商品抽检服务相关信息，主要内

容为：一是项目的预算金额为７０万元；二是项目的承接主体为企业或事业单位；
三是项目直接受益对象是社会公众；四是要求承接主体要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测办法》及

农资产品管理法律法规，对流通领域农资商品进行抽查检验。

（四）确定承接主体

为适应抽检需求，省工商局采取多种采购方式选择承接主体。针对农资商品

抽检的程序繁杂、技术性强、有资质检验机构数量有限等情况，省工商局对农资

商品中的肥料、农药、农膜、农机具等分别采取不同的采购方式。一是采取竞争

性谈判方式确定流通领域肥料和小型农机具抽查检验服务机构。２０１６年２月，经
省财政厅批准对流通领域肥料和小型农机具抽查检验服务项目采取竞争性谈判方

式确定承接主体。省工商局委托辽宁省政府采购中心并签订 《辽宁省省直政府采

购项目委托代理协议》，提交并审核通过了 《辽宁省政府采购项目服务类竞争性

谈判采购文件》，通过互联网对外公示，开展招标采购工作。在公示期间，流通

领域肥料和小型农机具抽查检验服务项目共有沈阳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抚顺市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锦州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朝阳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所、盘锦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瓦房店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６家抽检机构参
与招标采购。省政府采购中心于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８日在辽宁省政府采购中心组织公
开招投标工作，参与评审的小组由６位专家评审和纪检监察部门组成，流通领域
肥料抽检项目设６个小项目，每个项目均有３家抽检机构参与投标，最后６个项
目均以最低报价的抽检机构为中标单位，分别为沈阳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抚顺

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锦州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朝阳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所、盘锦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瓦房店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肥料抽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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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合同金额总计６０万元。参与流通领域小型农机具抽检服务项目投标的抽检
机构有沈阳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瓦房店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和盘锦市产品质

量监督检验所，最后沈阳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瓦房店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中

标，小型农机具抽检服务项目合同金额总计１５万元。二是采取询价的方式，确
定流通领域农药、农膜、大型农机具抽样检验服务机构。２０１６年８月１６日经省
财政批准，对流通领域农药、农膜、大型农机具抽样检验服务采取询价的方式确

定承接主体。省工商局于２０１６年８月１７日成立询价小组 （由财务处、监察处、

市场处组成），并向具有抽检资质的检验机构发出询价函，于８月２８日前，收到
检验机构全部回复报价函，由于农膜和大型农机具检验机构只有抚顺市产品质量

监督检验所一家，所以，抚顺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以低于国家定价标准确定最

后中标价格。参与农药抽检服务项目投标的机构有锦州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和

沈阳化工研究所，最后锦州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中标。农药、农膜、大型农机

具抽检服务项目合同金额总计２２万元。

（五）合同签订和管理

承接主体确定后，省工商局与确定的承接主体签订合同，合同期限为一年。

为进一步明确农资商品的具体抽检任务，保证抽检工作质量，省工商局分别与承

担抽检肥料、农药、农膜、农机具等服务机构协商签订了具体抽检实施方案，具

体内容包括：一是抽检服务的期限、范围、抽样检验品种、数量等；二是抽样规

则、抽样人员的人数，以及承检机构和抽样人员的具体职责；三是检验标准和检

验项目；四是抽检费用依据实际抽检批次进行结算；五是承检机构要在检验工作

完成后５个工作日内完成抽检工作报告。

（六）项目的监督检查

省工商局注重对承接主体的监管，确保抽样程序合法，检验报告真实有

效。抽样人员抽样前不得事先通知被检商品经营者。一是抽样人员到达抽样地

点后，出示相关执法文件和有效证件，并告知被抽检商品经营者抽检依据、方

法和相关权利和义务。在抽检过程中严格按照标准规定抽样，由两名工商 （市

场监管）执法人员和被抽检商品经营者共同监督。二是抽检机构按照 《流通领

域商品质量抽检工作被抽检商品经营者须知》要求和标准抽样、封样，抽检机

构工作人员、工商 （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和被抽检商品经营者方可签字，否

则，重新抽样。最后，经抽检机构、工商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被抽检商品

经营者签字盖章确认，不能现场盖章的可由经营者现场签字并按手印。三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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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承接主体出具的检验报告应当格式规范、内容齐全、结论明确，并对其出具

的检验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负责，禁止伪造检验报告、出具虚假数

据和结果。

（七）支付项目资金

省工商局按照合同规定的技术、服务和标准组织对抽检工作进行验收，省工

商局根据验收结果和实际抽检批次与抽检机构进行结算。一是提交网上验收申

请。抽检单位完成抽检工作后，在网上提交验收申请。二是成立验收小组。省工

商局根据提交的验收申请，成立验收小组，由省工商局财务处、监察处、市场规

范管理处组织验收，验收的内容是抽检机构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抽检任务，并且

抽检结果要达到社会效果。三是支付抽查检验费。省工商局在政府采购网上提交

《省本级政府采购合同履约验收意见书》，并将政府采购项目验收档案移交辽宁省

政府采购中心，最后与检验机构结算，支付抽查检验费。截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底，
抽检机构共抽检农资商品７５１批次，其中，检出不合格农资商品２６８次，共支付
资金９７万元。

（八）项目绩效评价

流通领域农资商品抽检服务项目列入省本级２０１６年预算绩效管理范畴，并
设置了营造宽松平等的准入环境、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为

该项目的绩效目标。２０１７年初，省工商局采取自行评价的方式对项目开展绩效
评价。经考核评价，该项目完成了２０１６年初制定的营造宽松平等的准入环境、
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的绩效目标任务。同时，省工商局将

２０１６年农资监管情况与２０１５年做了比较分析 （见表１、图１）。

　表１ ２０１６年度对照２０１５年度农资监管情况分析

品种／指标 案件数 （件） 挽回经济损失 （万元）

２０１５年度 ２０１６年度 ２０１５年度 ２０１６年度

肥料 ９７１ ８２３ ４８５７４ １３９５９０

农机具 ４８ ５５ ４５１０ ５３３１

农膜 ５ ９ ２３００ ３６８４

合计 １０２４ ８８７ ５５３８４ １４８６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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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１６年度对照２０１５年度农资监管情况分析

２０１６年查处抽检农资商品 （肥料、农机具、农膜）案件８８７件，比２０１５年
的１０２４件减少１３７件，下降了１３３８％，为农民挽回经济损失１４８６０５万元，比
２０１５年的５５３８４万元增加了９３２２１万元，上升了１６８３２％，加大了对农民消费
者的保护力度。

三、项目成效和亮点

２０１６年，省工商局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规范了农资商品的抽检行为，
对制售假冒伪劣农资商品实实在在地起到了震慑作用，对抽查检验不合格的农资

商品依法进行处理，并将处罚情况记入经营者信用档案，为全省农资市场营造了

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切实维护了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有效保障了全省

农业生产安全和辽宁省 “菜篮子”工程建设。一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增强了检

验机构的竞争力，提高了检验机构提供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二是通过政府购买服

务，规范了流通领域农资商品质量抽查检验项目资金使用，做到了预算多少使用

多少，保证了项目资金使用的合法性和准确性，提高了项目资金的使用效率。

四、问题与建议

（一）存在问题

由于流通领域农资产品抽检从抽样到检验整个程序比较繁杂、时间紧、技术

较强、抽检批次多、有资质的检验机构数量和能力有限，导致抽检机构承接主体

５３



政府购买服务案例汇编

的选择有难度，难以形成充分的竞争市场。同时，省工商局选择抽检机构的范围

较窄，只局限于本系统范畴内的检验机构，没有将抽检机构的选择扩大到其他行

业领域，严重影响了抽检服务的质量。

（二）有关建议

一是研究制定培育和发展社会力量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政策措施，为承接流

通领域农资商品抽检机构提供政策支持和引导，通过采取孵化培育、人员培训、

项目指导、公益创投等多种途径和方式，不断提升流通领域农资商品抽检服务的

质量和水平。二是对抽检机构承接主体的选择要从省工商系统扩大到其他行业领

域，要充分体现市场的竞争性，不断提高抽检工作质量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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