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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采购系列报道之二联合国采购系列报道之二

联合国及其众多的附属机构采购的货

物和服务包罗万象，形成了一个新的国际

市场。作为全球商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

分，联合国采购正越来越多地得到世界各

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青睐和积极参与。

近几年，联合国在发展中国家的采购

量逐年增长，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也越来

越得到联合国采购部门的认可。不论是维

和行动中的采购，还是为东南亚等自然灾

害频发地区灾后重建所进行的采购，以及

针对一些国家和地区战后重建援助的采

购，都有“中国制造”的身影。然而，与大量

的“中国制造”现身联合国采购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中国企业的直接参与度仍然较低。

如今，联合国各机构和中国企业都意

识到了这个问题。双方都在积极地探索和

努力增加中国企业的参与度，同时，为联合

国各机构节省更多的钱。

采购榜落后印度

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 年，联合

国在中国的直接采购总额约为 1.32 亿美

元，占其采购总额的 1%，比 2008 年减少了

4700 万美元。而从近几年公布的数据综合

来看，联合国在中国的采购发展也一直不

太稳定。统计显示，中国在参与联合国采

购的所有国家中只排在第 23 位，在发展中

国家（含转型国家）中，也仅列第 14 位。显

然，在联合国采购这个市场里，中国企业的

表现并不尽如人意。

反观与中国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制造大

国 印 度，其 表 现 却 是 可 圈 可 点 。 印 度 在

2009 年联合国直接采购的份额中占比达到

4.9%，仅次于美国和瑞士，位列 2009 年联合

国采购十大供应国季军宝座。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驻华代表处采购处负责人此前也曾

表示，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采购中，中国

所占数额比同是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少

数十倍。

为了解联合国采购在中国的具体情

况，记者走访了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

该会副会长董洪告诉记者，中国是从上世

纪 90 年 代 开 始 参 与 联 合 国 采 购 的，起 步

较晚。

总体来说，参与联合国采购以来的发

展速度还是比较快的，但是，与欧美等发

达国家相比，中国在整个联合国采购中的

占有率偏低，与很多发展中国家相比，表

现也不是很好。这样的结果与中国企业

不能很好地“ 看清”自己和了解联合国采

购是分不开的。

事实上，很多中国企业对自身优势和

劣势的认识并不清楚，认为中国的劳动力

便宜，是自己很大的竞争优势。但实际上，

越南、泰国等地劳动力价格更低，在这方面

比中国的竞争优势更明显。而中国商品全

面的质量优势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同时，中国企业对联合国采购也不够

了解。且不说，不少中国企业对联合国各

机构采购的内容不甚了解，就是在如何与

联合国做生意的问题上也认识不清。需要

指出的是，联合国各机构在进行招标的过

程中往往会选择性价比相对较高的产品，

既不会采购奢侈品，但也不会把低廉的价

格作为中标的决定性条件；国内企业在报

价的时候必须注意，既不要抬高价格，也不

要为了中标而把价格压得很低；因为联合

国各价格在采购的时候不会同企业讨价还

价。另外，如果报价过低，就会导致恶性竞

争，甚至会造成整个市场的混乱。企业在

报价的时候一定要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

发，获取应有的利润。而实际中，联合国采

购部门只要与企业建立起联系，做成第一

单交易，建立起对企业的信任后，一般不会

改变采购对象，对上报的产品价格也很少

提出异议。与联合国做生意不能只图一时

之利，要把眼光放长远一些，提供质优价廉

的商品和服务，才能获得丰厚的回报。

1%与20%的尴尬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年来，在联合

国每年的采购中，中国制造的商品占到了

20%，这表明，在联合国采购中，中国商品的

被认可程度还是比较高的。不过，遗憾的

是，只有 1%的商品是从中国企业直接采购

的。既然中国制造的产品在联合国采购中

被认可的程度很高，那么，中国商品被直接

采购的几率为何这么低呢？这与中国生产

企业难以在联合国采购与体系中形成合力

密不可分。

据介绍，很多中国企业通过国外分销

商与联合国采购合作，是造成 1%与 20%之

间巨大利润差距的“罪魁祸首”。从已经得

到很多联合国订单的宁波地区供应商的成

功经验中不难看出，集成商更合联合国采

购的胃口。以文具的采购为例，联合国采

购一般不会只采购单一的笔或者是文具

盒，它采购的目的往往是为满足一个学校

需求，希望一次采购书包里所有的用品。

显然，国外企业对联合国的需求更加了

解，它们常常根据联合国采购部门事前发布

的招标内容集中采购，如此一来，更多的商

品利润被国外的二级销售商拿走了，而作为

商品原产地的中国所得利润微薄。其实，与

联合国直接做生意并没有那么难，而且会为

中国企业带来很多辐射效益，应该引起企业

的充分重视。中国有很多小商品集散地，如

果把联合国采购的商品集中起来与联合国

做生意，机会就将加大。中国企业如果可以

发展成有能力将商品集中销售的大型分销

商，并成为联合国注册的直接采购供应商，

就可直接参与到国际高端的经济合作中去，

为企业赚取更多的利益。

丢不得的“蝇头小利”

据了解，联合国采购虽然总金额很大，

但由于订单数量也很多，所以具体分到每

张订单的金额不会太多。那么，联合国的

“小订单”真的都是不值得中国企业关注的

“蝇头小利”吗？

据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企业发展部

主管朱毅介绍，联合国是全球政府间的国际

组织，从事的是公益事业，与一般的贸易行

为不同，它包含更多的政治意义。而采购的

受益国多是发展中国家，接受援助后，当地

政府如需采购同类物品，一般会参照联合国

的采购清单购买，辐射效应不容忽视。而对

于中国企业来说，“拿下”联合国采购的订

单，收获的将不仅仅是经济利益，更重要的

是，在世界市场中创造了品牌效应。

匹克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

官余弘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成为联

合国采购供应商将给企业发展带来品牌增

值和市场拓展等方面的机遇。被联合国购

买的商品一律享受免税待遇，不受“贸易壁

垒”侵扰；供应商所提供的商品与服务能在

联合国召开的各种会议上作为参考目录在

相关文件上发布；被联合国列入供应商数

据库，获得联合国采购的最新消息，在采购

时被优先考虑；各国驻联合国的代表都以

供应商目录向自己本国介绍，作为采购进

口优先选择，这为企业提供了更多的市场

商机；联合国将在收到货物或发货单 30 天

内保证付款；供应商容易获得银行贷款的

支持，也容易被跨国采购集团列入供货商

名单。

此外，有关专家也提示，这种金额不大

的订单其实特别适合中小企业。由于订单

数额较小，对大型企业的吸引力并不强，客

观上为中小企业排除了有力的竞争对手；

而除了已形成的固定渠道外，联合国的采

购是面向全球的。中小企业走出国门较

难，参与联合国采购可以为自己争取更多

的机会；联合国采购的门槛是看得见、摸得

着的，再加上不少联合国机构都有驻华办

事处，企业与其交流十分方便。事实上，联

合国采购为中小企业建立起了一个广阔的

国际展示平台，对中小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有很大帮助。

提高货物技术含量 拓展服务采购

据统计，2009 年，联合国在中国采购的

货 物 为 9180 万 美 元，占 在 华 采 购 总 额 的

67%，采购的服务为 3980 万美元，占比为

33%。2009 年，联合国在中国采购的主要

货物为塑料制品、食品、医疗设备、医药、教

学用品、冷链设备、水处理及卫生系统设备

和防水布等庇护所设备；采购的主要服务

为环境管理、减少臭氧层消耗服务、货运代

理、保养及维修服务、印刷和其他技术服

务。综合来看，联合国采购在中国的采购

中，货物居多，服务偏少。货物里面技术含

量低的东西多，以初级加工的产品为主，电

视、电脑等高科技产品较少。

2011 年 2 月 16 日，尚得电力控股有限

公司与匹克国际贸易（天津）有限公司在京

签署协议，双方将在未来 3 年内向联合国

提供价值 8000 多万美元的太阳能发电系

统。尚得电力集团公关部总监陈晓东告诉

记者，此次订单的签订对企业意义重大，虽

然联合国采购的订单通常不大，但是与联

合国做生意可以增加企业的国际影响力，

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

有关人士表示，提供高技术含量的货

物可以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利润，应该引起

中国企业重视。近年来，中国制造的商品

贴上外国品牌，加上外国的中间商利润，依

然能获得联合国采购订单，这说明，中国制

造的产品无论在质量还是价格上都具有很

强的竞争优势。中国企业如果提高货物的

技术含量，培育出自己的品牌，直接把联合

国的订单争取过来，不仅可以使企业获得

更多的利润，也为企业创造了一个扩大出

口、提高知名度、规避贸易壁垒、顺利走向

世界的捷径。

同时也要注意，服务采购也是联合国

采购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有形的食品、

药品、医疗器械等，联合国还会采购无形的

服务贸易和劳务输出，即运输、保险、医疗、

旅游、租赁、软件设计、信息技术、法律服

务、管理服务等。以俄罗斯的包机服务为

例，俄罗斯拥有全世界最大的运输机，包机

服务带来的收益也非常可观。虽然国内物

流企业很难与其竞争，但这也是一个很好

的努力方向。

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统计显示，已经牵手联合国采购的中

国企业中，贸易公司居多。同时，地域集

中，主要聚集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而向

中国采购的联合国机构也集中在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工业

发展组织、联合国难民署等 10 大机构中，

占到了联合国在中国采购的 98.5%。据统

计，2009 年，在中国采购最多的联合国机构

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采购金额达到 3503

万美元，其次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为 2512

万美元。未来，中国企业参与联合国采购

的空间仍然很大。

中国参与联合国采购虽然起步较晚，

占有率偏低，但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

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中国生产能力强、产品

品 种 齐 全 且 质 量 高，具 有 较 强 的 竞 争 优

势。而联合国及众多的附属机构也意识

到，向中国企业直接采购可以降低其购买

成本。随着日益频繁的联合国采购活动在

全球范围内展开，中国企业将从中获得更

为广阔的国际市场和发展空间。

（注：本版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官方网站

www.ungm.org）

编者按：联合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每年消耗数额巨大的商品与服务，这对全球企业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然而，

遗憾的是，在联合国每年超过百亿美元的采购订单中，只有 1%是从中国企业直接采购的，但是 20%左右的商品却是“中国制造”。在“中国

制造”畅销全球的形势下，中国供应商却在联合国采购的门外踯躅不前。是联合国采购的门槛难以跨越，还是中国供应商患上了普遍的中

国供应“伤”？

事实上，成为联合国的供应商可以得到很多辐射效益，而联合国及其众多的附属机构越来越意识到，向中国企业直接采购可以降低购

买成本。随着日益频繁的联合国采购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中国企业将从中获得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和发展空间。

联合国采购在中国 难以跨越的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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