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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招投标规范化研究

郝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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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筑工程招投标是工程项目实施的前提，其目的在于通过竞争性的市场机制，选择合适的承包商，以达

到降低成本、保证质量的目的。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和规范，招投标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如

围标、串标、虚假报价等。这些问题不仅损害了市场的公平性，也给工程质量带来了隐患。因此，对建筑工程招投标

进行规范化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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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本文针对建筑工程招投标活动，深入探讨了

规范化的重要性、现存问题以及解决策略。通过对实际

案例的分析，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包括完善招投标

制度、强化监管力度、提高信息透明度和建立诚信体系

等。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推动建筑工程招投标的公正、

公平和公开，促进建筑行业的健康发展。同时，规范的

招标流程也有助于更加合理地分配资源，使建设资金得

到更加有效的利用。这些建议和措施旨在为相关领域提

供参考与借鉴。

1��建筑工程招标规范化的重要意义

建筑工程招标规范化确保了市场环境的公平性和竞

争性。在规范化的招标过程中，所有参与投标的单位都

能够在同样的条件下进行竞争，避免了某些单位因不公

平因素而失去机会的情况发生。这有助于激发建筑企业

的创新精神，提高整个行业的竞争水平。其次，建筑工

程招标规范化有利于提高工程质量。通过规范的招标流

程，可以有效地筛选出具有实力和信誉的建筑企业来承

建工程。这些企业通常具有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的技术能

力，能够更好地保证工程的质量和安全。同时，规范化

招标还能够促使建筑企业加强自身的质量管理，提高其

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再次，建筑工程招标规范化有利于

防止腐败现象的发生[1]。规范的招标流程要求信息公开、

透明，避免了暗箱操作的可能性。这样可以有效地遏制

腐败行为的发生，减少建设过程中的不正之风，维护了

市场的公正性和公平性。最后，建筑工程招标规范化有

利于优化资源配置，降低成本。同时，规范化招标还能

够促使建筑企业加强自身的成本控制，提高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

2��建筑工程招投标规范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投标人弄虚作假
投标人弄虚作假的问题与激烈的市场竞争和过度的

利益追求密不可分。在建筑行业，由于投标人数量众

多，竞争异常激烈，一些企业为了在招投标中获得优

势，可能会采取一些不正当手段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这些不正当手段包括但不限于提供虚假的信息或资质、

伪造业绩和获奖材料、隐瞒自身的实际情况等。这些行

为的目的都是为了使自己在招投标中更具有竞争力，从

而获得中标的机会。其次，投标人弄虚作假的原因还与

监管机制的不完善有关。目前，建筑行业的监管机制还

存在一些漏洞和不足之处，对投标人的监督和审查力度

不够，导致一些不法企业有机可乘，采取不正当手段获

取利益。同时，一些招标人也可能存在不规范的行为，

为投标人弄虚作假提供了可乘之机。此外，一些投标人

可能缺乏诚信意识和职业道德，为了追求短期利益，不

惜采取不正当手段来获取中标。

2.2  投标人串通抬高标价
投标人串通抬高标价的问题主要源于市场的不透明

和信息不对称。在招投标过程中，投标人之间可能存在

某种形式的串通，通过协商、达成协议等方式故意抬高

标价，以排挤其他竞争对手或损害招标人的利益。这种

行为往往发生在多个投标人之间，他们通过暗地里的沟

通，形成某种默契或利益共同体，以达到抬高标价的目

的。其次，一些投标人可能为了中标，采用不正当手段

来提高自己的报价。他们可能通过虚报成本、增加不必

要的工程量等方式来故意抬高标价。这种行为不仅损害

了招标人的利益，也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竞争和行业的健

康发展。最后，监管机制的不完善也是导致投标人串通

抬高标价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招投标监管还存在一

些漏洞和不足之处，对投标人的监督和处罚力度不够，

导致一些不法企业有机可乘，采取不正当手段获取利

益。同时，一些招标人也可能存在不规范的行为，为投

标人之间的串通提供了可乘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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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虚假中标和违规分包
虚假中标和违规分包的问题主要源于建筑行业的激

烈竞争和过度的利益追求。在建筑领域，企业数量众

多，竞争激烈，一些企业为了中标，可能采取不正当手

段来获得中标资格。他们可能通过虚假报价、低成本竞

标、恶意串通等方式来获取中标，然后在施工过程中再

进行层层转包或分包，以获取更高的利润[2]。其次，一些

企业可能为了降低成本或提高利润，将工程进行违规分

包。他们可能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和能力的施

工队伍，或者将工程肢解分包给多个施工队伍，导致施

工现场的管理混乱和质量问题。这些违规分包行为不仅

影响了工程的质量和安全，也严重损害了行业的声誉和

健康发展。最后，监管机制的不完善也是导致虚假中标

和违规分包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建设领域的监

管还存在一些漏洞和不足之处，对企业的监督和处罚力

度不够，导致一些不法企业有机可乘，采取不正当手段

获取利益。

2.4  回避招投标
投资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是回避招投标问题的一个

重要原因。在建筑行业中，一些投资人为了获得更多的

利益或为了方便自己的管理，可能选择自行指定设计、

施工单位，而不是通过招投标选择最佳的合作伙伴。这

种行为可能会导致市场的不公平竞争，使得一些不具备

竞争力的企业得以进入市场，影响行业的健康发展。其

次，监管机制的不完善也是导致回避招投标问题的一个

重要原因。目前，对招投标过程的监管还存在一些漏洞

和不足之处，对投资人的监督和审查力度不够，导致一

些不规范的行为得以存在。一些投资人可能会利用这些

监管漏洞，采取不正当手段来规避招投标，自行指定设

计、施工单位。最后，投资人对招投标制度的认识不足

也是导致回避招投标问题的一个原因。一些投资人可能

对招投标制度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认为自行指定设计、

施工单位更为方便、高效，因此选择回避招投标。

3��建筑工程招投标规范化的优化措施

3.1  完善招投标制度
建立完善的招投标制度是确保市场公平竞争和行业

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通过制定明确的招投标程序、标

准和要求，可以有效地遏制不正当竞争和权力寻租行

为，保障市场的公平性和透明度。同时，完善的招投标

制度还能够提高投资人的信心和参与度，吸引更多的优

质企业参与市场竞争，推动行业的创新和发展。其次，

招投标制度的完善需要注重程序规范和监管措施的落

实。要确保招投标活动依法依规进行，避免出现不规范

的操作和违规行为。加强对投标人的资质审查、保证金

缴纳、信息披露等方面的监管，可以有效地防止虚假投

标和串标等问题的发生。同时，建立健全的投诉处理机

制和违规处罚机制，对于发现的违规行为要依法严肃处

理，起到震慑作用。最后，完善招投标制度还需要注重

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教育。通过加强宣传和教育，可以提

高投资人和投标人对招投标制度的认识和理解，增强其

遵守制度的自觉性。

3.2  加强监管力度
强化监管力度是确保招投标活动公正、公平、公开

的重要保障。在招投标过程中，一些不法企业可能会采

取虚假招投标、围标、串标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以获取

中标机会。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市场的公平竞争，也严

重影响了行业的声誉和健康发展。因此，加强对招投标

活动的监管力度，可以有效遏制这些不正当竞争行为的

发生，保障市场的公平性和透明度。其次，强化监管力

度需要注重对投标人资质和信誉的审查。在招投标过程

中，要对投标人的资质和信誉进行严格的审查，确保其

具备承担项目的实力和条件。同时，还要加强对投标文

件的审查，防止出现虚假报价、低质低价等行为，维护

市场的公平竞争。这样可以有效地减少不正当竞争行为

的发生，提高市场的公平性和透明度[3]。最后，强化监管

力度还需要建立健全的投诉处理机制和违规处罚机制。

对于发现的违规行为和投诉案件，要依法严肃处理，并

公开曝光，起到震慑作用。

3.3  推行多样化投标保证方式
除了传统的投标保证金方式外，可以推行多样化的

投标保证方式，如银行保函、担保机构担保等。这样可

以降低投标人的资金压力，提高投标的灵活性。以下是

几种常见的多样化投标保证方式：（1）银行保函：投标
人可以向银行申请开具保函，由银行承担保证责任。这

种方式能够减轻投标人的资金压力，并且利用银行的信

誉和可靠性增加投标保证的可信度。（2）担保机构担
保：担保机构可以为投标人提供担保服务，并承担相应

的保证责任。这种方式能够降低投标人的风险，并提高

投标的灵活性。（3）电子保函：电子保函是一种在线办
理、无需纸质材料的投标保证方式。投标人可以通过电

子平台申请电子保函，具有便捷、高效的特点。（4）保
证保险：投标人可以购买保证保险，由保险公司承担保

证责任。这种方式能够降低投标人的资金压力，并提供

额外的风险保障。（5）保证金承诺制：投标人可以提供
保证金承诺，承诺在中标后按照约定支付保证金。这种

方式能够减轻投标人的资金压力，并降低招投标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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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金占用时间。

3.4  建立诚信体系
建立建筑行业诚信体系是确保招投标活动公正、公

平、公开的重要基础。诚信体系通过对参与招投标的企

业进行信用记录和评估，能够有效地约束企业的行为，

防止其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在一个诚信体系下，企业

为了维护自身的信誉，会更加注重行为的合规性，从而

减少不正当竞争的可能性。同时，对于已经存在的不良

行为，诚信体系也可以作为一种惩戒机制，提高企业的

违法成本，起到震慑作用。其次，为了使诚信体系更加

有效，需要制定明确的标准和规范。这些标准和规范应

该基于行业的实际情况和特点，对企业的信用记录进行

客观、公正的评价。具体来说，应该包括企业的经营状

况、财务状况、工程质量、合同履行等多个方面。同

时，为了确保评估的准确性和公正性，需要建立相应的

评估指标和标准，以及评估方法和流程。最后，诚信体

系的建立还需要加强监管和执行力度。仅仅制定标准和

规范是不够的，还需要确保这些标准和规范得到有效的

执行。同时，还需要加强对诚信体系的监督和管理，确

保其运行公正、公开、透明。

3.5  规范评标过程
建立科学的评标体系和方法是确保招投标公正、公

平、公开的重要环节。评标过程是决定中标结果的关键

环节，因此必须规范评标过程，确保评标结果的客观性

和公正性。要制定详细的评标标准和程序，明确评标方

法和权重分配，避免主观因素和人为干扰。在制定评标

标准和程序时，要充分考虑项目的特点和需求，制定科

学、合理的评价标准。同时，要明确评标方法和权重分

配，避免出现权重分配不合理或者方法不科学的情况。

在评标过程中，要加强对评标专家的监管和管理，确保

其按照规定进行评标。其次，加强评标专家库的建设和

管理也是规范评标过程的重要措施。评标专家是评标工

作的主体，其专业水平和职业道德直接影响到评标结果

的质量。因此，要建立完善的评标专家库，选拔具有专

业背景和丰富经验的专家参与评标。同时，还要加强对

评标专家的培训和教育，提高其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水

平。最后，要建立健全的监督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对

于发现的违规行为和问题，要依法严肃处理，追究相关

人员的责任。

3.6  强化合同管理
强化合同管理对于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和保障各方权

益具有重要意义。合同作为招投标活动的法律文件，是

保障招投标双方权益的重要依据。一个合法、规范、严

密的合同能够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防止出现歧义和

纠纷，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因此，强化合同管理是确

保招投标活动成果得以有效实施的重要保障[4]。其次，

强化合同管理有助于提高行业的整体水平。在建筑行业

中，由于合同条款不明确、不规范或者履行不当而引发

的纠纷和问题时有发生。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行业的声

誉和发展，也损害了企业的利益。通过强化合同管理，

可以推动行业整体水平的提升，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促

进行业的健康发展。最后，强化合同管理需要采取多种

措施。除了对合同条款进行严格的审查和把关外，还需

要加强合同履行情况的监督和检查，及时发现和解决问

题。同时，建立健全的合同管理制度和流程，确保合同

的制定、履行和监督都有章可循、有据可查。此外，加

强对合同管理人员的培训和教育也是必不可少的措施。

结语：建筑工程招投标规范化是确保市场公平竞

争、维护行业健康发展的关键。通过规范招投标流程、

加强投标人审查、强化监管力度、提高信息透明度以及

优化评标体系等措施，可以有效解决当前招投标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实现市场的公平、公正与公开。此外，政

府、行业协会和企业应共同努力，推动招投标规范化的

实施，为建筑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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