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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早

在2000年1月1日起就已经正式实施，《招标投标法》实施近

三年来，对规范招标投标活动的确功不可没，但《招标投标

法》在执行过程中的现实状态与法律规范状态之间的距离之

大不容忽视，否则这部法律将是漂亮的摆设。一、招标投标

是市场经济的产物 招标投标，这种交易方式将竞争机制引入

了交易过程，有利于合理使用采购资金并且保证采购项目的

质量；这种交易方式要求依照法定程序公开进行，有利于减

少腐败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要想实现这种交易方式，它

的前提是：公平竞争的市场运行机制已经建立，招标采购项

目的买方市场已经形成。只有这样，采购方才有可能用招标

方式从多家合格的竞争者中择优选择中标方。二、招标采购

项目的买方市场已经形成有目共睹，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的

建立却任重道远。 《招标投标法》规定招标投标活动必须遵

循的基本原则是：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这也是招

标投标活动中必须满足的最低要求，违反了这一原则，必将

“失之毫厘，谬之千里”。 实践证明《招标投标法》在贯彻

执行过程中的障碍和阻力是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的建立，这

个问题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硬件即客观的公平竞争

的市场机制是否建立；另一个是软件即主观的，人们心中的

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是否真正地建立起来了，要求别人公平

竞争，但不要求自己去参加公平竞争；对违反《招标投标法



》的行为等闲视之，不以为然等等；都是人们主观上的公平

竞争的市场机制没有建立起来。 三、招投标市场管理有法可

依，但招投标过程的程序设计和执行还有待完善。 资格预审

是招标投标活动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对潜在投标人的资格进

行预审是招标人的一项权力，但由于资格预审的结果直接导

致潜在投标人中标权力的丧失，如果招标人滥用这一权力，

是对潜在投标人投标权力和中标权力的剥夺，侵害了潜在投

标人的合法权益。 为实体目标制定的程序应对每一个程序参

加者公平对待，这样有利于更多的人积极的有信心地进行参

与并且真正有效地参与，如果程序参与者得到不公平的对待

，使参与人在参与过程中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人们的参

与就会被动和无效，最终导致法律实体结果的违法。 评标过

程是招投标活动中十分重要的阶段，评标，是按照招标文件

中规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对各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进行评价

、比较和分析，从投标竞争者中选出满足招标项目要求的最

佳，投标人的过程，评标委员会成员能否遵守职业道德，能

否做到客观、公正，决定着整个招投标活动的客观、公正和

公平。 法治的实现离不开程序，资格预审程序和评标程序的

不可操作性，使得《招标投标法》的规范和原则无法转化为

法治的现实，堵住招投标活动中资格预审阶段和评标阶段的

漏洞是控制招投标活动中违法现象的有效手段。四、程序法

治化的重要性 法治既是法律活动的实体合法，又是法律活动

的程序合法，程序合法体现的是法律至上，而不是长官意志

，更不是神仙算命。程序不合法的主要表现形式是，程序规

则根本不存在；第二种是虽有程序规则，但对程序操作者是

否遵守程序缺乏相应的制裁和必要的监督；第三种是程序操



作者虽然遵守程序，但程序操作者滥用程序上的自由裁量权

。程序大于实体的意义在于，无论程序所产生的实体结果如

何，它的过程必须合法。招标投标的实际活动中，程序不合

法主要表现为后二种形式，即程序操作者在操作中违反法定

程序和滥用自由裁量权，并且没有得到相应的追究和制裁，

这样就使得招投标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屡禁不止。五、法律监

督是实现法制的实质要件 有效的法律监督是实现国家法治必

不可少的实质要件，没有有效的法律监督，一切法律制度的

建立如同虚设，要想实现真正的监督，除了赋予监督者有效

的监督权外，更重要的是要明确监督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

且整个监督过程必须依照“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原则进行

，既要纠正、处罚违法行为，又要为受到监督的相对人提供

有效的司法救济，从而体现法治的公正。在招投标活动中，

如果我们对资格预审阶段和评标阶段实施有效的监督，招投

标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和不规范行为应该能够得到控制。 六、

人们法治观念的树立和法治精神的培育是实现依法治国的根

本 法治观念的树立和法治精神的培育，除了进行法律知识的

广泛传播和普及外，人们对法治实践过程的积极、有效的参

与是非常有效的途径。在积极参与的过程中，人们感触到法

律是有生命的，在触摸法律脉博跳动的同时，人们通过法律

的实践，在自己的头脑中形成了理性的思考，切实地感觉到

法律无处不在，法律和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就会有越来越

多的人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就会有更多的人对法律

的实体和法律的程序进行有效的监督，从而树立起法治的理

念并且不断推动法律制度的不断发展，真正实现“法律得到

全社会普遍的尊重并严格的执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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