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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50/2021_2022__E6_B5_85_E

8_AE_AE_E5_BB_BA_E8_c56_450776.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

标投标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招标投标事业步入了法制化

发展的轨道。五年来，招标投标制已经渗透到工程建设领域

的各个阶段，建设工程采用招标发包已经成为工程交易市场

的主流。为规范招标投标行为，国家和地方先后出台了一系

列法规和规章，并依此建立了相对较为规范的招标监督体制

。在政府部门监督的护航下，我国的招标投标事业取得了长

足的发展和进步。 但不可否认的是，招标投标市场中的不规

范行为仍然存在。近段时间以来，工程招标投标市场尤其是

施工招标投标领域的恶性竞争有所抬头，《招标投标法》第

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低价中标法在实践中被扭曲，不规范

报价、低于成本投标等行为时有发生，严重扰乱了建设市场

正常经济秩序，以致社会各界对低价中标法产生了种种误解

甚至对低价中标法产生了置疑，个别地方的主管部门直接对

“低价中标”叫停。 为何国际通行的评标办法、《招标投标

法》中明确规定的评标标准却在我们的实际操作中面临如此

尴尬呢？笔者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决非偶然，与市场发育

的成熟程度有关，与我国现行的招标监督有关。而市场的发

育状况不因人的意志改变，不妨简单分析一下招标监督现状

。目前招标监督工作总体呈现“职权分割、各自为政”的格

局，政府各职能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各管各的一摊。以建筑

工程为例，招标监督一般都是由当地的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

负责，工程造价管理由当地的造价管理机构负责，并依此建



立了目前的招标监督体制。在这种监督体制下，工程造价管

理部门不能或很少参与到招标投标中的造价监督，造成了招

标监督脱离了造价的内容。众所周知，价格是投标竞争的主

要因素，无论是采用《招标投标法》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

“综合评估法”还是第二款规定的“合理低价法”，价格都

是决定中标人的主要因素甚至是决定性因素。形式、程序的

合法并不能替代实质内容的合法性，缺乏对工程造价监督实

质意味着招标监督丢掉了最主要的内容。而单纯的强调形式

、程序的合法性会形成工程造价合法性监督的空缺，往往会

被一些不法的招投标人所利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表现为其

提供了一件合法的外衣。为什么近期以来，工程交易市场的

恶性竞争势力有所抬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空子

”已经被人发现和利用。 解决当前招标投标中出现的问题，

应该将招标监督和造价管理有机的结合起来。不仅如此，加

强招标投标过程中的造价监督对维护建设市场的健康发展具

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一，加强招标投标过程中的造价

监督有利于引导市场的正当竞争。正当竞争是建设健康有序

的市场的重要前提和保障，其对立面就是不正当竞争、恶性

竞争。造价是工程建设各方利益围绕的核心，工程建设领域

的不正当竞争、恶性竞争集中表现为不规范报价和低于成本

投标。要遏制不规范报价和低于成本投标、引导招标交易市

场的正当竞争，就必须加强招标投标过程中的造价监督，将

不按照规范报价的、价格低于成本的投标排除在外，逐步引

导市场的正当竞争。 其二，加强招标过程中的造价监督有利

于保证中标价格的合法性。中标价格应该符合法律、规范和

招标文件的要求，这是法律的规定，即中标价格的合法性要



求。在招标投标中，中标价格来源于某个投标人的投标价格

，要保证中标价格的合法性也就意味着中标人投标价格要合

法有效。而在招标投标实践中，投标人无论主观故意还是一

时疏忽，投标价格都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譬如错漏、哄抬

价格或低于成本投标价等不合法的因素，需要通过加强造价

监督加以纠正和排除，保证中标价格的合法性。如果在招标

投标中缺乏对工程造价的监督，不仅对投标人报价少了一层

约束，而且对评标专家的评标行为也少了实质性的内容监督

，无异于中标价格合法性要求的监督缺位。 第三，加强招标

投标过程中的造价监督有利于实现招标投标的公正和公平。

公正、公平是招标投标的基本原则，公正、公平原则不仅要

求赋予各投标人同样的竞争起跑线，而且要求各投标人必须

遵守同样的规则。受微观经济利益的驱使，不是所有的投标

人都会主动的遵守这些规则，个别投标人甚至会想方设法的

骗取中标，而骗取中标的技俩主要集中在投标价格上。如果

不加强招标投标过程中的造价监督，这些规则的遵守就缺乏

源动力，表现为“守规”和“违规”的效果一样，客观上为

不规范报价、不正当报价留下了活动的空间，原本应中标的

正当投标人却被抢走了中标资格，其结果是“违法者得利、

守法者受害”，招标的公正、公平得不到保证。加强招标投

标过程中的造价监督，就是要对投标中的各种不法“技俩”

予以排除或纠正，保证各投标人公平的竞争的外部条件。 实

际上，造价监管在招标投标过程中的重要性在国际社会中早

有定论。对此，我们可以从国际工程招标投标的操作中看出

，一般工程，其评标委员会或招标人委托的咨询机构会对投

标价格进行二至三个月的评审，大工程、特殊工程需要半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造价监管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其目的

就是要防止不正当竞争，保证投标价格的合法有效。 对症下

药，要加强招标投标中的造价监督，应从完善招标监督管理

体制出发，丰富招标监督的内涵和外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