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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高校基建工程招投标过程中广泛采用的最低评标价法，进行了深入分析。尽管最低评标价法使

得评标工作更加易于操作，节约了人力、物力和财力，但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如竞争环境建设力度不够、

市场竞争机制不完善、合理最低价使用不够规范、造价控制存在不确定性、以及招标队伍建设薄弱等。

本文以高校工程招标为例，详细剖析了最低价中标存在的具体问题及其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防范措施，

包括营造良好有序的招投标环境、建立完善的项目库立项管理制度、开展工程项目前期调研论证、依法

规范招标组织工作以及加强招标队伍建设等。通过这些措施，旨在提高高校基建工程招投标的公平性和

有效性，降低风险，保障工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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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conduct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lowest bid evaluation method widely used in the 
bidding process of university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Although the lowest bid evaluation method 
makes the bid evaluation easier to operate and saves manpower, material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it also brings many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efforts in building a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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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erfect market competition mechanism, insufficient standardization of the use of reasonable 
lowest prices, uncertainty in cost control, and weak bidding team construction. Taking the bidding 
of university projects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in detail the specific problems and causes 
of the lowest bid,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preventive measures, including creating a good 
and orderly bidding environment, establishing a sound project library project management system, 
conducting preliminary research and demonstration of engineering projects, standardizing bid-
ding organization work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and strengthening bidding team construction. 
Through these measures, it is aimed to improve the fairness and effectiveness of bidding for univer-
sity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reduce risks, and ensure project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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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明确规定在基建工程招标投标领域全面推行最低价中标评审办法，

为建筑市场招投标工作确定了发展趋势[1]。基建工程招标投标全面推行最低价中标以来，受到的关注和

争议一直没有停止过。对现行的最低价中标评审办法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最低价中标是一个

相对来说比较公正、先进的评标方法，应广泛推行在建筑业市场。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实施最低价中标

评标办法，必须建立在完善的法律制度、企业及全社会高度诚信的基础之上，需要有规范有序、公平、

公正的建筑市场环境为保障，不适合目前国情。上述两种观点均有合理的地方，但又有失偏颇[2]-[4]。 
近年来，高校基本建设规模不断扩大，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一方面，监管部门对招(标前、标

中和标后)的全过程进行监管，招标投标活动进一步规范化，通过低价中标进而谋求灰色利益的可能性被

大大降低。另一方面，那些低价中标的企业常常因利润极低，造成拖延工期、工程质量无法保证等问题，

付出了更高的代价。 

2. 最低价中标存在的问题 

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是指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投标报价最低的供应商为中

标候选人的评标方法，投标价格低于成本的除外。技术、服务等标准统一的货物和服务项目，应当采用

投标价最低者中标的办法。经评审最低价中标的办法实际上将涉及到投标项目的各种技术、商务及服务

内容的指标要求，按照要求标准折算成价格，并进行比较，取投标报价最低者为中标人的办法。经评审

的最低投标价法，其目的是通过价格竞争促使投标人加强管理，降低成本，采用新技术、新工艺[5]-[7]。 
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在我国推行以来，很大程度上使评标工作更易于操作，降低招投标过程中的

人力、物力与财力投入，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问题，特别是在高校的基建工程项目招投

标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8] [9]： 
(一) 竞争环境建设力度不够有力 
我国的建筑市场虽然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仍处于一个发展的时期，市场尚未成熟，规范的评估机制

和行业公信机制还不够完善。而建筑企业鱼龙混杂，良莠不齐，部分实力较差、管理混乱的建筑企业，

为了取得工程，甚至以低于成本价承揽工程。同时高校的建设资金有保障、工程款支付及时，更容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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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假招标、走形式、串标围标、挂靠投标、擅自转包、违法分包等问题。最低价中标对中标企业的产品质

量难以把控，对管理服务和新材料、新工艺及新技术的运用更无法考量，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出

现工程施工管理混乱、工程质量无法保障，为施工安全、工程质量、工程进度、工程造价和合同纠纷埋

下了隐患，已经成为企业提升产品质量的突出障碍。 
(二) 市场竞争机制不够完善 
目前在我国，编制建设工程招标预算和投标报价的重要依据是“预算定额”和材料及人工信息指导

价，具有强烈行政色彩，依据其确定的建筑产品价格无法真实反映市场供求关系。一方面，定额预算是

一段时期内社会平均劳动，材料及人工指导价具有滞后性，以此为基础的产品定价，使产品价格的市场

调节功能及价格核算职能受到了限制，产品的市场价格没有得到相对客观的反映。另一方面，高校在招

标前期准备阶段，获取工程材料、人工、机械等费用信息手段和渠道较单一，主要依靠政府部门编制的

工程造价信息的指导价，能够充分反映市场竞争的价格机制尚未完全建立。 
(三) 合理最低价使用不够规范 
现行的法律法规原则上规定了使用最低评标价的范围，这类招标项目限于招标人能够提供明确需求

的通用货物或服务项目。但在实际工作中，招标人很难准确把握通用项目与技术复杂、性质特殊性项目

的标准，且前期的论证阶段程序繁杂、耗时长、要求高，无法满足建设需要。尤其是高校的基建工程，主

要用于教学、科研服务，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性资金，既有一般基建工程的属性，还具建设紧迫性、

功能多样性，受到施工作业时间、现场施工条件、施工组织措施和校园安全稳定的制约，工程管理成本

相对增加。招标人往往为了推进工作，避免争议，简单地使用最低价中标，存在“低价中标，高价索赔”

等风险，后期的工程管理难度加大。 
(四) 造价控制存在不确定性 
由于高校对项目库建设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措施不力，对项目储备不充分，尤其是有竞争力

和优质项目不足。在实施过程中，对建设项目定位不够准确、前期调研论证不够充分、对市场行情了解

不够深入，造成编制的招标文件对项目的分析论证的依据、标准、需求不够充分和准确。采用工程量清

单计价模式编制的工程量清单常常出现缺项、漏项、项目特征描述不准确等问题，给投标人使用不平衡

报价提供了可乘之机。评标委员会对评审依据边界模糊，同时担心受到质疑或投诉，在评审时，常常将

“最低评标价”与“最低价中标”等同，将合理最低价招标方式演变成为简单的、绝对的最低价中标方

式。实践中，由于施工图的质量无法保证及设计深度不达标，在工程施工过程中经常出现设计变更、投

资增加的问题，甚至施工、设计单位联手，变更设计、增加现场签证，迫使高校不断增加投资。结算价大

大高于中标价，使得最低价中标完全失去了当初的意义，工程造价超中标合同金额风险加大。 
(五) 低价中标可能存在廉政的风险 
以最低价中标的工程，利润一般比较低，降低了中标人获利预期，容易导致招标失败、恶性竞争、

工程质量不足等问题。常见的有：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中标后弃标，通过串通第二名递补的方式，以

获取更大的非法收益；恶意低价中标的投标人在中标后不签合同或者提出不合理的附加条件，迫使高校

签订合同；恶意低价中标的投标人以偷工减料、以次充好、拖延工程工期等手段，降低工程质量获取非

法收益；在合同履行中，中标人拉拢腐蚀设计、高校工程管理部门和监理单位人员，人为变更设计、弄

虚作假、高估冒算，甚至以一些违法违规的手段迫使学校变更或追加招标内容以获得更多的收益。在当

前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企业诚信度相对不高的情况下，纠纷不断，廉政风险增大。 
(六) 招标队伍建设薄弱 
招标效率不高、质量不尽人意、人员参差不齐、专业能力不足、队伍不稳定是目前高校招标工作中

存在的突出问题。有些高校招标部门只有一个人，大部分招标业务采用外包方式，招标组织不够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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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质量和效率受到质疑。如在编制招标文件时，经常将“生产厂家”与“制造厂商”在同一个招标文件

中出现，概念不清，引发歧义，影响中标(成交)结果，规范的表述应该是“生产者(制造商)、生产企业”。

在招标过程中常常将“答疑”和“澄清”混为一谈。“答疑”不对招标文件作实质性改变，没有时间限

制，而“澄清”涉及到对招标文件的实质性改变，且有明确发布的时间要求，澄清一旦发布，可能要延后

开标时间。 

3. 最低价中标解决问题的办法 

(一) 营造良好有序的招投标环境 
政府部门应不断完善市场体系，建立完善企业诚信机制。要加大规范市场建设的力度、完善市场准

入机制，营造规范有序、公平公正的建筑市场环境。应当公正、公开、公平的严厉处罚违反市场秩序、破

坏有序竞争的市场主体。当务之急，在国家定额指导下，要及时做好企业定额制定的指导工作，对成本

价的计算依据进行统一规范。 
进一步明确法律上对最低评标价法的排除适用范围。基础设施、公益设施以及公众设施的建设，由

于其投资额大、而且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一旦发生质量安全事故将造成巨大损失、严重后果，基于此，

笔者建议对于学校、医院、幼儿园、敬老院等公共设施，从法律上不强制要求采取最低评标法选择施工

企业[10] [11]。 
(二) 做好工程建设项目库立项管理 
项目库建设必须结合国家、地方产业政策、国家和地方发展规划来筹划提出和建设。高校建设项目

应建立项目库，就基建工程项目性质及成熟度，分别建立意向项目库、备建项目库、在建项目库、建成

项目库，规范有序建立项目库。建立三级项目建设储备库体系，即教育主管部门设总项目库、高校设分

项目库、校内各个二级单位设子项目库。项目库实行定期更新、滚动储备。每个层次按照续建、新建、拟

建、储备项目四种类型顺序建库，突出重点项目库建设。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态势，并开展绩效

评价[10] [11]。 
(三) 开展工程项目前期调研论证 
首先高校要做好招标项目经费预算的编制。要根据基建工程的技术措施、服务水平、供应能力和市场

价格等情况进行市场调研，根据调研情况、资产配置标准、合理确定招标需求，进行价格测算。对于技术

复杂或者性质特殊，不能确定详细规格或具体要求的，应按照规定进行论证，征求供应商和专家的意见。 
其次高校要认真开展最低评标价法条件的建设。要准确把握招投标法的精神实质，防止将最低价中

标简单地理解或等同于中标价最低。本着积极稳妥、循序渐进的原则，积极探索基建设工程招标项目由

市场决定工程造价，改变预算定额定价方式，根据企业定额由投标单位自主报价。为防止发生因施工图

纸深度不达标、描述模糊而引起的错报、漏项等造成报价虚假的情况，一律建议采用工程量清单计价模

式进展工程招标[12] [13]。 
(四) 依法开展招标组织工作 
1) 做好招标文件编写工作 
首先勘查设计作为基建工程项目第一道关口，务必提高设计工作深度和精度，为招标文件的编写打

好基础。工程规模越大、技术越复杂，对招标文件的要求越高。其次做好投标人资格和业绩条件的设定。

由于最低评标价法对商务和技术只进行符合性评审，主要的量化因素包括单价遗漏和付款条件等，只要

满足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投标价格最低即中标。因此高校可以根据项目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进一

步删减、补充或细化量化因素和标准，最大程度将项目的要求写入招标文件。再次，尽可能采取工程量

清单计价模式附合同招标方式。高校在与勘查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签订合同，应明确责任，赔偿条款，

https://doi.org/10.12677/mse.2024.135095


卞宗佩 等 
 

 

DOI: 10.12677/mse.2024.135095 903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确保高校的利益不受损害。 
2) 做好招标评审工作 
就实行最低价中标而言，评委必须对各投标单位的投标报价所有资料包括报价分析说明资料、相关

证明资料进行分析和评审。严格审查投标工程量清单其单价构成和水平是否合理，是否存在严重不平衡

报价，甚至漏报项目，报价有无明显低于造价管理部门最新发布的最低控制线标准的项目和其他措施不

可靠的审核，以判定其是否以低于成本报价[14]。 
3) 采取防风险措施 
首先，评审委员会组成要科学合理。工程经济标由经济类专家评审，经济类专家评委库可从造价咨

询机构、高校、大中型施工企业等单位聘请专家组成，为评标工作提供专业支撑。其次，评标过程中如

发现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不合理，应要求投标人作出书面说明同时提供证明材料。评标委员会认定投标人

以低于成本报价竞标，应当否决其投标，防止恶意低价中标。第三，高校在与中标单位签定合同之前，

须提供履约担保金和低价风险保证金[15]。 
(五) 加强招标队伍建设 
首先要建立绩效机制，强化绩效考核，加强对招标队伍的职业道德教育、专业技能培训，细化岗位

责任，确保团队成员具备为实现共同目标的基本技能。其次，招标队伍的每个成员可以有不同的目的、

不同的个性，但作为一个整体，必须有共同的奋斗目标。团队成员必须在清楚的组织架构中有清晰的角

色定位和分工，清楚了解自己的定位与责任。第三，团队成员间拥有畅通的信息交流，并能够有良好的

合作，相互信任，培养团队文化，形成凝聚力和战斗力[16]。 

4. 结论 

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各项配套法规日益健全，合理的低价中标

是我国采取工程量清单计价模式最有效的评标办法。实施合理最低价中标的评标方式，还需要不断完善

招投标评标细则，健全配套的运行环境，科学界定合理低价，促进招投标市场更加健康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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