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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当中信息化技术的运用分析

孙亚萌
天津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天津 300060

摘� 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招标工作也逐渐适应信息化技术的应用。本文通过分析招标当中信息化技术的运

用，探讨了它对提高招标工作效率和透明度的重要作用。信息化技术在招标过程中的具体运用包括电子招标平台、大

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这些技术能够提供更快捷、更准确的信息传递和处理，加快招标流程，减少招标成本，提高

中标准确率。但同时也存在着信息安全风险和技术壁垒等问题，需要积极探索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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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本文对招标过程中信息化技术的运用进行了

分析。通过电子招投标系统、信息共享和数据整合、专

家库建设和管理、数据分析与应用以及监督和风险管

理等技术的介绍，阐述了信息化技术在招标过程中的重

要性和优势。这些技术的应用可以大幅提高招标效率和

质量，降低成本和风险，同时增强招标的透明度和公正

性。随着信息化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招

标信息化将在未来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招标采购行业带

来更多的便利和效益。

1 招标信息化技术的概述

招标信息化技术是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通信

技术，对招标过程进行信息化改造和升级，以提高招标

工作的效率和质量。这种技术的应用，可以实现招标信

息的快速传递、交互和共享，减少信息不对称和人为干

预，增强招标的透明度和公正性。其次，招标信息化技

术包括电子招投标系统、电子签名认证、信息发布平台

等多个方面。其中，电子招投标系统是最核心的部分，

可以实现全流程的电子化操作，包括招标文件发布、投

标报名、评标专家抽取、开标、评标等环节。同时，电

子签名认证技术可以保证投标文件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避免文件被篡改或伪造。信息发布平台则可以为招标人

和投标人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发布和查询服务 [1]。最

后，招标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可以带来多方面的优势。首

先，可以提高招标的透明度和公正性，避免人为干预和

腐败现象的发生。其次，可以大幅提高工作效率和准确

性，减少繁琐的人工操作和错误。再次，可以规范操作

流程和数据标准，提高招标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最

后，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和整合能力，为招标决策提供

更加准确和全面的支持。

2 招标信息化的技术优势

2.1  提高效率

电子招标采购系统能够大幅度提高招标采购的效

率，主要是因为其实现了全过程在线操作，摒弃了传统

招标模式中的许多繁琐环节和纸质化流程。以下是详细

的原因：首先，电子招标采购系统可以自动化处理许多

重复性的工作，例如文件编制、信息发布、报名审核

等。这些工作原本需要大量的人工操作，而且容易出

错。通过自动化处理，不仅减少了人力成本，还大大提

高了准确性和效率。其次，电子招标采购系统可以实现

实时信息交互和共享。投标人、招标人、评标专家等各

方的信息可以快速传递和共享，使得各方之间的沟通和

协作更加高效。例如，投标人可以随时查看招标信息、

提交投标文件；招标人可以及时发布公告、接收和审核

文件；评标专家可以在线评审、对比各家方案等。最

后，电子招标采购系统具备强大的数据处理和分析能

力。它可以对大量的数据和信息进行快速处理和分析，

提供各种数据报表和报告，为决策者提供有力的数据支

持。例如，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分析，可以更好地制定招

标策略、预测市场趋势等。

2.2  增强透明度
电子招标采购系统通过互联网平台发布招标信息，

使得所有潜在投标人都能方便快捷地获取信息，避免了

传统方式中信息传递不畅通、不对称的问题。同时，

由于信息发布范围广泛，可以吸引更多的投标人参与竞

争，增加了招标的透明度和公正性。其次，电子招标采

购系统可以实现全程在线操作，各个环节都可以在系统

中进行，每个操作都有记录和痕迹，方便监督和查证。

这种透明化的操作方式可以有效避免人为干预和暗箱操

作，确保了招标过程的公正性和透明度。再次，电子招

标采购系统支持在线质疑和投诉，投标人可以在系统中

对招标过程提出疑问或投诉，相关部门可以及时进行回

复和处理。这种在线互动的方式增加了招标的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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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投标人可以更好地了解招标进展情况，同时也可以

及时解决问题，提高了招标的公正性和效率。最后，电

子招标采购系统可以提供全面的数据统计和分析功能，

可以对历史数据进行整合和分析，生成各种数据报表和

报告[2]。这些数据可以用来监督和评估招标过程的公正性

和透明度，同时也可以为决策者提供数据支持，指导未

来的招标工作。

2.3  降低成本
电子招标采购系统通过在线操作和自动化处理，可

以大幅度降低招标采购的成本。以下是详细的说明：首

先，电子招标采购系统可以减少纸张和印刷成本。传

统招标模式中，需要打印大量的文件和资料，如招标文

件、投标文件、评标报告等，不仅耗费纸张，还需要投

入大量的人力和时间进行印刷和装订。而电子招标采购

系统则可以通过在线发布、在线提交、在线评审等方

式，减少纸张的使用和印刷成本。其次，电子招标采购

系统可以减少邮寄成本。传统招标模式中，投标人需要

将纸质投标文件邮寄到指定地点，邮寄费用较高，且需

要耗费时间和人力。而电子招标采购系统则可以通过在

线提交和传送文件，减少邮寄成本和时间成本。再次，

电子招标采购系统可以减少人工成本。传统招标模式

中，需要大量的人工进行文件编制、信息发布、报名审

核、开标评标等工作，且容易出错。而电子招标采购系

统则可以通过自动化处理和在线操作，减少人工干预和

操作成本，提高准确性和效率。最后，电子招标采购系

统可以减少时间成本。传统招标模式中，由于信息传递

不畅、操作繁琐等问题，导致招标过程较长、耗费时间

较多。而电子招标采购系统则可以通过在线操作和实时

信息交互，加快信息传递速度和操作效率，缩短招标周

期和时间成本。

3 招标信息化技术的运用分析

3.1  电子招投标系统
电子招投标系统是一种基于互联网和信息化技术的

招标方式，可以实现招标信息的在线发布、投标报名、

文件编制、开标评标等全流程的电子化操作。相比传

统招标方式，电子招投标系统具有以下优势：首先，电

子招投标系统可以大幅提高招标效率和质量。通过在线

操作和自动化处理，电子招投标系统可以快速处理大量

的招标文件和信息，减少人工干预和操作成本，缩短招

标周期和时间。同时，由于电子招投标系统的规范化和

标准化，可以减少错误和疏漏，提高招标的准确性和质

量。其次，电子招投标系统可以降低招标成本。通过在

线发布和提交文件，可以减少纸张和印刷成本；通过自

动化处理和在线操作，可以减少人工成本和时间成本；

同时，可以减少开标评标等环节的场地租赁、人员安排

等费用。最后，电子招投标系统可以提高招标的透明度

和公正性。通过在线操作和监督功能，可以增加招标过

程的透明度，减少信息不对称和人为干预的问题，保障

招标的公正、公平和合法[3]。同时，电子招投标系统还可

以提供数据统计和分析功能，为决策者提供全面的数据

支持，指导未来的招标工作。

3.2  信息共享和数据整合
招标信息化技术可以实现信息共享和数据整合，使

得招标过程中的各种信息和数据可以快速传递和共享。

这有助于减少信息不对称和人为干预的问题，增加招标

的透明度和公正性。首先，信息共享可以实现招标信息

的快速传递和更新。通过信息化技术，招标方可以及时

发布招标信息，投标方也可以在线查看和获取最新的招

标文件和信息。这避免了传统方式中信息传递不及时、

不对称的问题，提高了招标的透明度和公正性。其次，

数据整合可以实现招标数据的集中管理和综合利用。通

过信息化技术，可以将招标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数据整合

到一个系统中，方便管理和查询。这有助于减少数据冗

余和不一致的问题，提高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同

时，通过对数据的综合利用和分析，可以挖掘出有价值

的信息和趋势，为决策者提供数据支持，指导未来的招

标工作。最后，信息共享和数据整合还可以提高招标的

监督和管理水平。通过在线操作和实时监控，可以及时

发现和解决招标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风险，保障招标的

公正、公平和合法。同时，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和挖掘，

可以发现潜在的招标风险和漏洞，及时采取措施加以防

范和纠正。

3.3  专家库建设和管理
招标信息化技术可以建立和管理专家库，使得评标

专家可以更加便捷地进行注册、审核和管理。通过在线

评审和打分，可以更加客观地评估投标文件的质量和技

术水平，提高评标的准确性和公正性。首先，专家库的

建立可以更加便捷地进行专家注册和审核。通过信息化

技术，专家可以自主在线注册，提交相关的资质证明和

简历资料，经过审核后即可成为评标专家。这避免了传

统方式中人工审核和确认的繁琐流程，提高了效率和质

量。其次，在线评审和打分可以提高评标的准确性和公

正性。通过信息化技术，评标专家可以在线查看投标文

件，进行独立评审和打分。评标结果可以自动汇总和计

算，减少人为干预和主观因素的影响，提高评标的客观

性和公正性。此外，专家库的管理也可以通过信息化技



2023� 第5卷�第9期·电子通信与计算机科学

118

术实现。评标专家可以随时更新个人信息，管理自己的

评标记录和业绩。系统可以根据评标专家的专业领域、

评标经验等因素进行分类和管理，方便查询和调用。最

后，通过数据分析和挖掘，可以对评标专家的评审结果

进行评估和比较。这有助于发现潜在的问题和不足之

处，及时采取措施加以改进和完善[4]。同时，可以为招标

方提供参考依据，选择合适的评标专家参与评标工作，

提高评标的准确性和公正性。

3.4  数据分析与应用
招标信息化技术可以对大量的数据进行整合和分

析，挖掘出有价值的信息和趋势，帮助决策者更加科学

地进行招标管理和规划，提高招标的效率和效果。首

先，数据整合可以实现对招标过程中各种数据的收集、

整理和存储。通过信息化技术，可以将招标信息、投标

文件、评标结果等大量数据集成到一个系统中，实现数

据的集中管理和共享。这有助于减少数据冗余和不一致

的问题，提高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其次，数据分析

可以对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利用。通过运用数据挖掘、

统计学、人工智能等技术，可以对招标数据进行多维

度、多层次的分析，挖掘出有价值的信息和趋势。例

如，可以通过对历史招标数据的分析，预测未来的招标

趋势和市场变化；可以通过对评标数据的分析，评估评

标专家的专业能力和评审质量；可以通过对投标数据的

分析，发现潜在的投标方和竞争对手等。最后，数据分

析结果可以为决策者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通过对招标

数据的分析，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招标市场的现状和发

展趋势，为决策者提供数据支持。例如，可以根据数据

分析结果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招标策略和方案，优化招

标流程和管理；可以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制定更加精准的

投标策略和方案，提高中标率和市场竞争力等。

3.5  监督和风险管理
招标信息化技术可以提供全面的监督和风险管理功

能，保障招标的公正、公平和合法。首先，通过在线监

督功能，可以实时监控招标过程的所有环节。系统可

以对招标信息、投标报名、文件编制、开标评标等全过

程进行实时监控和记录，确保每个环节的合法性和规范

性。同时，通过数据分析和挖掘，可以及时发现潜在的

问题和风险，为决策者提供参考依据。其次，通过实时

预警功能，可以在招标过程中发现不合法、不规范的行

为时立即发出警报和提示。系统可以根据预设的规则和

条件，对招标过程中的异常情况进行实时监测和预警，

及时提醒相关人员进行处理和解决。这有助于减少人为

干预和错误的发生，提高招标的公正性和透明度。最

后，通过风险管理功能，可以对招标过程中可能出现的

风险进行预测和防范。系统可以根据历史数据和经验，

对招标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风险进行预测和分析，

及时提醒相关人员采取措施加以防范和纠正[5]。这有助于

减少风险的发生和扩大，保障招标的顺利进行。

结语：综上所述，招标信息化技术通过整合和分析

大量数据，能够挖掘出有价值的信息和趋势，为决策者

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同时，它还可以提高招标的监

督和管理水平，为决策者提供数据支持，指导未来的招

标工作。这有助于提高招标的效率和效果，推动招标行

业的持续发展和进步。随着信息化技术的不断发展，我

们有理由相信，数据分析与应用将在未来发挥更大的作

用，为招标采购行业带来更多的便利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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