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经济与管理·2025� 第6卷�第5期

19

工程建设项目恶意不平衡报价审计案例研究

游清翔
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Ǔ湖北Ǔ武汉Ǔ430000

摘Ȟ要：施工单位恶意不平衡报价往往带来工程结算纠纷，对建设单位造成较大困扰，对建设项目造成较大影

响。对如何提升工程建设项目恶意不平衡报价审计能力进行研究，具有非常必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某工程建设项目

恶意不平衡报价作为案例研究，结合该案例所涉及的环保、招投标、合同等事项，详细介绍了审计具体查证过程，揭

示了恶意不平衡报价背后带来的问题，并梳理出对如何提高审计业务能力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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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衡报价，是指基于工程量清单招标的工程项

目，投标单位将工程项目中某些分项工程的单价调整得

高于常规价，将另一些分项工程的单价调整得低于常规

价，以达到在不提高总报价的同时，提高竞争力并获得

较好经济效益的目的[1]。在工程建设项目审计实践中发

现，由于投标单位恶意不平衡报价，往往会给项目建设

管理埋下隐患，加之建设单位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导致

项目投资效益难以达到预期效果，更有甚者会给建设单

位造成较大损失。因此对如何提升工程建设项目恶意不

平衡报价审计的能力进行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1��案例背景

某市火车站位于市中心位置，乘车旅客人流量较

大。但由于原有火车站建成投用时间较久远，既有站房

不适应城市规划和发展需要，相关设备设施老化，难以

满足当地群众出行需要。2016年6月，由铁路部门与当地
政府共同投资对该火车站进行改造，并委托A工程建设指
挥部负责该项目的建设管理。经公开招标，由B公司和C
公司联合体中标，其后A工程建设指挥部与B公司和C公
司联合体签订施工承包合同。合同约定新建一座候车大

厅及相关附属工程，其中包含新建一座垃圾转运站并配

备垃圾转运及环保处理设备。2019年7月，该项目通过了
A工程建设指挥部组织的项目自主验收及上级主管部门组
织的静态验收，均认定相关工程已按设计要求完成，验

收合格。2021年10月，由于A工程建设指挥部负责人职务
调整，接受内部审计部门对其的经济责任审计，该负责

人在A工程建设指挥部任期内负责建设管理的上述火车站
扩建改造项目亦接受了审计。

2��审计过程

2.1  发现问题疑点
通过查阅资料和现场踏勘走访，审计人员发现火车

站扩建改造工程存在以下问题疑点：

2.1.1  火车站周边区域异味较大，群众反响强烈
审计人员对该项目现场踏勘时发现，火车站旅客站

台及候车大厅周边弥漫着较重的异味，在中午气温较高

时尤为明显。经向火车站工作人员了解，该异味是由垃

圾转运站散发出来的，而该垃圾转运站正是火车站扩建

改造工程的一部分，负责堆放和转运车站及旅客产生的

生活垃圾。由于审前调查时已得知该项目通过了A工程建
设指挥部组织的环保设施自主验收，该问题遂引起审计人

员的注意。通过走访发现，该垃圾转运站东侧紧邻车站站

前广场，南侧为居民生活区，西侧与火车站旅客站台仅

一墙之隔，北侧距离车站候车大厅较近，候车旅客及周

边群众对该垃圾转运站散发的异味有较强烈的反响。

2.1.2  垃圾转运站生产设施闲置，缺乏相关设备
审计人员对该垃圾转运站内部踏勘时发现，火车站

产生的生活垃圾随意露天堆放，污水横流，蚊虫滋生，

臭气熏天。整个垃圾转运站仅配备一台车厢可卸式垃圾

转运车，用以将每天产生的垃圾转运至市政垃圾处理站

进行集中处理。现场未按设计要求配备垃圾压缩、喷淋

除臭、清洗等环保设备。各类环保生产房屋虽已按设计

要求施工完毕，但由于缺乏相应设备，导致均处于闲置

状态。经向工作人员了解，自火车站扩建改造工程完工

投入使用后，该垃圾转运站便已同步投入使用，一直以

来仅具备垃圾转运功能，相关工作人员对是否需配备环

保处理设备并不知情。

2.2  核查项目资料
审计人员进一步对该项目概预算、设计文件、招投

标、合同、验工计价、验收等资料进行仔细核查，注意

到A工程建设指挥部与B公司和C公司联合体间签订的施
工合同，虽然按照设计要求约定了为垃圾转运站配备垃

圾压缩、喷淋除臭、清洗、转运等设备，但在办理验工

计价时仅批复了转运设备中的一台车厢可卸式垃圾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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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其余设备均未办理验工计价。同时，上述未办理验

工计价的设备合同金额与预算批复金额存在较大差异（具

体详见表1：环保设备联合体合同金额与预算批复金额明
细表）。该项目验收资料显示，在静态验收前一个月，

A工程建设指挥部组织完成了对垃圾转运站的环保设施验
收，并认定B公司和C公司联合体已按设计要求完成。
表1��环保设备联合体合同金额与预算批复金额明细表

单位：万元

设备名称
预算金额
（万元）

合同金额
（万元）

合同占预
算比例

智能垃圾压缩系统 30 1 3%
喷淋除臭设备 5 1 20%
垃圾集装箱 8 2 25%

车厢可卸式垃圾转运车 22 18 82%
清洗设备 0.6 0.5 83%
合计 65.6 22.5 34%

2.3  深入追踪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疑点，审计组对A工程建设指挥部负责

招投标、概预算审核、环保、验工计价等工作的主管人

员及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进行了谈话。上述人员向审计

组反应，由于施工单位认为垃圾转运站大部分设备的合

同金额较低，不足以支付设备采购费用，故向A工程建设
指挥部申请，仅采购配备一台合同价格与预算价格较接

近的车厢可卸式垃圾转运车，其余价格差异较大的设备

不予配备。A工程建设指挥部认为施工单位所言有理，遂
仅要求其配备了一台车厢可卸式垃圾转运车，其余设备

未要求配备，并据此办理了验工计价，并准备在签订补

充合同时对未实施的设备按原合同金额进行扣减。由于

该项目为当地政府的重点工程，开通投入运营时间较紧

张，而垃圾转运站又属于火车站扩建改造工程的附属工

程，为不影响按期开通投入运营，故A工程建设指挥部在
组织验收时，未严格审核把关，便认为垃圾转运站的环

保设施已按设计要求完成，能够达到环保要求，并顺利

通过验收。

3��锁定问题

经过审计组对上述疑点及线索的梳理，认为B公司和
C公司联合体在投标报价时采取不平衡报价的方式，对垃
圾转运站环保设备进行不合理报价，评标委员会在评标

时也未能发现上述问题。后续在项目实施过程中，B公司
和C公司联合体以部分设备合同价格过低为由，拒绝履行
合同义务。审计组认定A工程建设指挥部在对该项目的管
理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

3.1  环保意识淡薄，存在处罚风险
根据我国环境保护相关法律规定，建设项目中防治

污染的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

时投产使用，但垃圾转运站配备的环保设备既未与施

工同时配备，也未同时投产使用。该项目建设工期18个
月，至审计时已完工两年半，上述设备仍未配置到位，

且火车站作为城市窗口人流量密集，垃圾转运站产生的

异味造成了较坏的群众影响。A工程建设指挥部落实国家
关于环境保护的决策部署及相关政策不到位，环境保护

意识淡薄，纵容施工单位违反环境保护法，存在被行政

处罚的风险。

3.2  合同履约失控，额外追加投资
由于招标阶段评标评委未能发现B公司和C公司联合

体的不平衡报价行为，A工程建设指挥部在项目建设过程
中对合同履约控制不到位，同意了B公司和C公司联合体
的不合理诉求。最终导致B公司和C公司联合体通过投标
时采取恶意不平衡报价，实施阶段放弃履行合同义务，

从而谋求不合理利润的目的得以实现。对A工程建设指挥
部而言，后期另行配置环保设备，按本项目预算金额计

算，需额外追加投资约39.10万元，此外还将增加重新组
织招投标及建设单位管理费等成本费用。与此同时，本

项目已建成的垃圾转运站生产设施由于缺乏配套设备而

长期闲置。

4��审计结果

针对上述审计发现问题，审计人员认定，被审计单

位A工程建设指挥部对该火车站扩建改造工程应承担建
设管理主体责任。由于其未发现施工单位恶意不平衡报

价，未督促施工单位严格履行合同义务配备相关环保设

备，导致污染防治设备无法正常投入使用，造成较坏影

响，增加行政处罚风险，且后续将额外增加投资。相关

主管人员履职尽责不到位，招投标管理及合同履约失管

失控，环保意识淡薄，缺乏法律常识，验收组织流于形

式。本次审计对象A工程建设指挥部时任负责人应承担领
导责任。

建议A工程建设指挥部督促施工单位严格履行合同义
务，尽快按设计标准配置垃圾转运站相关环保设备，并

确保相关设备能够正常投入使用，防范化解行政处罚风

险，避免额外增加投资，并对单位未按规定进行验收的

相关人员进行追责。

5��提高审计业务能力的启示

在实际工程施工中，经常会出现不平衡报价的现

象，同时由于不平衡报价现象的发生，施工单位变相地

将部分资金风险转嫁给业主单位，给业主单位造成较大

的经济损失[2]，面对上述问题时应从以下方面着手提升审

计揭示风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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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要提高审计政治站位。审计作为经济监督的

“特种部队”，要不断增强自身的政治属性和政治功

能，立足经济监督，关注国计民生问题。对工程建设项

目开展审计，只有不断提高政治站位，才能具有俯视全

局的能力，进而通过抓住细枝末节的线索，顺藤摸瓜揪

出背后问题。该项目中的垃圾转运站虽然属于整个建设

项目的附属工程，配套环保设备占项目总金额比例不

大，但却切实关系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问题，

关系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方向。审计时如果

轻易放弃了对该问题的追踪，不单单是会造成建设项目

投资增加，更会造成环保问题长期存在，社会舆情持续

发酵，影响城市及铁路运输企业形象。

二是要提高问题敏感度。问题线索往往源自于蛛

丝马迹，审计工作既不能对摆在眼前的问题“视而不

见”，也不能对待问题线索眉毛胡子一把抓。提升审计

发现问题的敏感度，离不开相关的专业知识储备和审计

实践积累，只有不断更新知识体系，积累实践经验，才

能更好发现问题。审计人员开展工作时要时刻保持职业

怀疑态度，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疑点未查清楚前绝不

轻言放弃。在对该项目现场踏勘时，起初并未将垃圾转

运站作为重点方向，而是在对项目内其他工程内容检查

时，无意间发现车站存在异味。当发现环保设备未配

备，A工程建设指挥部也未批复验工计价时，初看觉得A
工程建设指挥部对该项目似乎进行了有效管理。但已通

过环保验收的项目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异味这一不正常现

象所带来的疑虑，并未在审计人员心中就此打消，于是

才有了后续发现B公司和C公司联合体恶意不平衡报价的
问题。

三是要加强审计调查走访。做好审前调查和现场踏

勘走访工作，对发现问题线索，查实问题疑点至关重

要。该项目审前调查阶段，审计组就已经取得了项目相

关的设计预算、工程承包合同等资料，对设计预算与工

程承包合同中相关数据进行比对，并逐一研判被审计单

位的管理风险点及审计项目的重点所在。现场踏勘走访

时，除向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了解项目实施情况外，还

向工程接收使用单位及周边群众走访了解项目情况，最

终通过垃圾转运站周边异味这个线索，锁定施工单位恶

意不平衡报价的问题。

四是要关注项目全过程。该项目审计发现的恶意不

平衡报价，只是问题产生的表象和手段，背后造成的影

响和后果才是问题实质。“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

域”。工程项目建设的各个阶段环环紧扣，投标单位往

往从招投标阶段开始谋划，通过合同签订、工程施工等

步步深入，最终在费用结算阶段实现不合理利润。审计工

程建设项目时，切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更不能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要立足于关注项

目建设的全过程管理情况，针对每个建设环节，逐条逐项

梳理分析，并通过对项目的横向和纵向数据对比，发现

疑点找出问题，最终做到“窥一斑而知全豹”。

结束语

从工程实践中看，严重的不平衡报价大部分都是投

标方主观恶意、严重失真的不平衡报价，其目的是在工

程结算中以获取更多的不当得利[3]。对工程建设项目恶意

不平衡报价开展审计时，要从提高政治站位与问题敏感

度，注重现场踏勘质量，抓住相关上下游管理环节等方

面入手，不断提高审计业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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