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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E_AE_E5_B7_A5_E7_c56_457782.htm 一、工程量清单计价

规范报价的特点 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报价在我国是一种全新

的计价模式，与传统的定额计价办法相比，有着完全不同的

内容。 1、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报价均采用综合单价形式，

综合单价包含了工程直接费，工程间接费，利润和各种税费

等。不象以往定额计价那样有定额直接费表，再有各种费、

税、材料价差表；最后才能知道工程造价。相比之下，工程

量清单计价规范报价显得简单明了，更适合工程的施工招投

标。 2、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报价要求投标单位，根据市场

行情和自身实力报价，从而打破了工程造价形成的单一性和

垄断性，呈现出有高有低的多样性报价。建设工程的招投标

，很大程度是工程单价的竞争，如仍采用以往的定额计价模

式，竞争就不能真正体现。 3、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报价具

有合同化的法定性，工程量清单为投标人提供了一个平等的

报价基础，结算时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计量方法计量实际完

成数量，也就是说数量是司调整的。 4、投标单位报价的多

样性，有利于逐渐推行经评审最低投标价中标法，从而达到

降低工程造价，节约投资之目的。 二、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招标的意义 1、采用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报价更进一步体现

公平竞争。以往投标报价的计算采用指令性计量计价的模式

，计算规则、计算依据相同，这种计价模式由于招标人的标

底计算与投标报价计算都是按相同定额、相同图纸、相同技

术规范进行的计算与取费，因而“人工、材料、机械”的消



耗量与价格是静态的比较、数学计算准确度的比较，根本无

法真正体现投标单位的施工、技术、管理水平。而采用工程

量清单计价规范报价，各投标人在招标人提供统一的工程量

基础上，即可按国家定额并结合本企业的企业定额单价进行

计价，从而避免可能出现的工程量计算错误，不仅真实地反

映出各投标企业的施工、技术、管理和竞争能力，而且使招

投标工作的开展真正做到了符合“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

信用的原则”。 2、推行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有利于促进

施工企业的内部管理、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推

动企业生产经营的发展。采用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报价，使

企业具有了自主定价的权力与市场正当竞争的条件，从而能

促进企业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不断提高综合素质。采用工

程量清单计价规范投标，各投标入真正竞争的方面主要体现

为：企业内部人员素质、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技术生产力

水平、劳动生产率水平、机械化施工水平等方面。而所有这

些，均集中反映在企业定额里。 3、实行工程量清单计价规

范招标，更能体现工程招标投标的本质目的。招标投标是合

同签定的过程，其目的是签定合同并更好地履行合同。工程

量清单计价规范招标投标强调“量价分离，风险分担”，招

标人承担工程“量”的风险，投标人承担工程“价”的风险

，从而使得中标合同价更趋合理。 三、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招标投标的评审 1、《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投

标人不得以低于成本价的报价竟标”；第四十一条规定中标

人的投标应符合“满足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并经评审的

投标价格最低；但是投标价低于成本价除外”；建设部令

第107号规定，施工图预算、招标标底和投标报价由成本(直



接费、间接费)、利润和税金构成。 对于工程成本的构成已经

明确，但成本价的概念却一直比较模糊。因为在建设工程中

成本价的含义很广，它既有社会成本、企业成本，既有直接

成本、又有间接成本等等。笔者认为，确定成本价或投际下

浮幅度时应考虑以下因素：第是工程所需人工、材料、机械

的实际投入量和需要量；第二是虽不直接投入，但为了工程

必须发生和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等等间接发生的费用；

第三是根据承包商的实力和工程实际情况确定一定的利润和

按国家规定应缴纳的税金。根据以上因素考虑的成本价和投

标下浮幅度范围所得出成本价和投标报价，才是比较合理的

价格既“合理低价”，才是建设工程发承包双方真正愿意接

受的工程造价。 2、按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报价，要求企业

在投标报价时应注意“社会平均成本价”与“企业自身个别

成本价”的差别。“不低于成本价”现阶段可理解为：首先

，企业在投标时的报价可以低于社会平均成本价，即通过预

算定额算出的标底价格。其次，企业在投标报价时不应低于

其个别成本价，即通过工程量清单及企业定额确定的价格。

显然，企业定额不仅是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报价真正具有可

操作性的关键，而且也是落实《招标投标法》“合理低价中

标，并且不低于成本价”的关键。同时，企业只有依据企业

定额和自身的特点、优势及发展要求，才能在工程量清单计

价规范招标投标中做出合理的、具有竞争性的投标方案。 3

、由于以往招标投标采用现行定额作为计价依据，所以只对

各投标总报价进行评分，而对投标报价的组成不作分析、评

审。因此，投标报价中的漏项、缺项，甚至为了中标而事后

索赔的故意少报、漏报现象严重存在，恶意压低造价和哄抬



造价的事也时有发生。采用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招标后，特

别强调要对投标报价作系统分析，即回标分析。回标分析是

对有效的投标文件报价进行，目的是查清各投标报价是否有

漏项，是否有过高或过低的报价，是否有哄抬造价和低于成

本的报价。对回标分析中发现的疑问和需要澄清、说明和补

正的事项，经有关投标人作出澄清，说明和补正后，由评标

委员会认可的方可作为评标的依据。 4、建立工程量清单计

价规范招标的澄清制度。评标委员会在审查了回标分析报告

后，作出各投标人需要澄清，说明和补正的明细表，要求各

投标人对此作出澄清、说明和补正。应在评标、定标过程中

，参照国际惯例建立清单报价澄清制度，给投标商一个解释

澄清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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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