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资供应采购管理规定

(一)部管工程项目、省管工程项目的物资供应，包括订货、清关、运输及其他服务工作

由市局物资管理处配合中国邮电器材总公司及邮电器材公司工作。

(二)为保证全网的通信质量，便于集中监控维护管理，对集中管理通信产品的技术规范

和选型，原则上在省局指定的范围内，结合本市的特点，由市局科技处负责会同业务部门、

物资处等相关部门一起选定适应市通信市场和通信网络特点的设备，择优选定生产厂家和供

货商。

(三)对省局规定集中管理的通信产品，由市局集中向省局或供应商订购，由市局签订合

同，并负责合同实施，各单位要积极配合。各邮电单位要将计划提前报市局物资管理处，物

资管理处汇总平衡后会同其他相关处室进行审核后呈报省局。任何单位不得越级向省局订

购，更不能擅自在市场上采购。

(四)集中管理范围内的通信产品的采购一律由市局统一组织，并按以下三种情况分类实

施：

1.对于通信基建工程项目，市局根据本市的通信发展规划制定全局的年度工程计划，集

中申报市或省计划立项，在项目批准立项后，要尽快制定实施时间表。通信基建工程要严格

按照建程序实施。在某一项目的可行性报告得到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后，由科技处负责制定技

术范书，市局要尽快成立该项目工作小组。一般情况下项目工作小组由总工程师担任组长，

必要时也可由分管局长担任，为了方便开展工作，总工可根据情况委托副总工程师或其他领

导担任组长，工作小组由科技处、基建处、物资处、计财处、电信处或邮政处、使用单位等

派人组成。项目工作小组要尽快制订项目实施计划、方案，报局领导批准后开始实施。项目

或设备的招标书、技术规范书、询价书或类似的信件必须由组长签字后方可发出，项目工作

小组要认真做好设备采购的计划、询价、选型、谈判、签定合同等工作。合同签订后，物资

处应负责设备采购或引进的合同审批、支付、运输、清关、设备到货验收、售后服务以及合

同的执行管理工作。

2.对于属工程配套用的或是更新改造项目需要的，或者是设备维修用的设备或配件，使

用单位应提前一个季度向市局物资处报计划。通信工程、设备维护、抢修中急需的数量较少

的配件、设备可在征得市局物资处同意的前提下，各使用单位直接向有关单位采购，订购合

同要在物资处备案。合同的内容、设备的型号、价格及其他条件要符合有关的规定，必要时，

科技处、物资处及专业室可不定期组织检查。

3.对移动电话手机、计算机终端、调制解调器及其他终端设备，各使用、销售单位提前

一个季度报计划给市物资处，由市局物资处汇总各需要单位所报计划后，根据进货价低于省

局确定的最高限额售价、“三证”齐全的原则，集中采购，统一进货的渠道。

(五)市局计财处应参与设备采购的计划制定，并负责所有合同的资金统筹和操作管理，

所有通信物资的采购、引进，必须在明确了资金来源(利用外资或自筹、贷款)和支付计划的

情况下，方可开始进行商务谈判。重要合同的商务谈判，计财处要派人参加。物资处负责所

有合同的商务结算工作，各使用单位应按项目的支付计划提前十天将相关款项付给物资处。

未经同意，各单位不得将合同款直接付给省局指定部门或代理商、供应商。

(六)为了调动各单位参与统一组织订货的积极性，以达到利益共享，提高总体效益的目

的，按照省局的规定返回的通过规模订货得到的优惠数，在扣除合理的操作费用后，40%留

在市局，60%返回各订货单位。

(七)在物资采购过程中，各单位要严肃、认真地执行邮电部、省局、市局的各项管理规

定和外事工作纪律。

参加物资采购的人员要严格自律，加强法制观念，自觉抵制不正之风，任何人不得私下

收受回扣或酬金。无论是技术、商务谈判，要保证参加人数不少于两人。

参与合同谈判的各相关部门，既要明确分工、明确责任、互相配合，还要注意发挥互相

监督的作用，确保企业的利益不受损害。有关价格、选型及其他重要的技术、商务谈判，无

论合同大小，一律要求有两个以上的部门派人参加。

(八)各单位要根据省局的《规定》和实施细则以及本补充规定的内容，认真对本单位的

贯彻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除上述说明的特殊情况外，任何单位的领



导都不能越权签订购买合同。市局将上述规定的执行情况列入方针目标考核的内容，市局纪

检、审计部门将会同物资、计财、科技等相关处室不定期地对各单位进行检查，对有令不行，

问题严重的单位进行严肃处理，并追究单位领导的责任。

(九)除省局《集中管理的通信产品目录》中的 18 项物资以外的其他通信物资(包括设备、

材料、用品、用具和单式)的采购办法仍按深局物字(1991)001 号文和深局物字(1992)2 号文

严格执行。

(十)本规定由市局物资管理处负责解释。

(十一)本规定自发文之日起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