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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A8_8B_E6_8A_95_E6_c56_543976.htm 建设工程招标投标过

程中，企业之间的投标竞争在形式上表现为投标竞价。在完

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标高报价并不总是意味着高利润，过

高的报价往往会导致企业不能中标，从而根本谈不上实现预

期利润的问题，但是低于成本报价也是法律所禁止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33条规定：“投标人不得以低

于成本的报价竞标”，第41条第2项规定中标条件为：“能够

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并且经评审的投标价格最低；但

是投标价格低于成本的除外。”这里所讲的成本，是指投标

人为完成投标项目所需支出的个别成本，而不是社会成本。 

因此，建设工程的投标报价，高了，表面上可以争取更多的

利涧，但中标机会减少；低了，利润空间受到了压缩，但中

标机会增加。当报价低于企业成本时，按法律规定，不得中

标，即使侥幸中标，接下来也是亏本经营。这是相互矛盾的

两个方面，所以，我们必须重视并加以研究。本文就当前投

标报价低于成本价的判定与企业如何防范谈点粗浅的看法。 

在我国，当前是如何判定投标人的投标报价低于成本价的呢

？ 一般来说，必须针对工程项目自身特点和要求，参考社会

平均成本，并根据每个投标人的不同情况（即个别成本）分

别加以确定。但在实际上，我们很难知道投标人的个别成本

是多少，在评标过程中这一工作由评标委员会来承担，最终

的判定结论也应由评标委员会作出。 不少企业认为，既然现

在工程招标都设有标底，那么，以标底为基数规定一个下浮



幅度，投标报价与标底相比，在该下浮幅度内就认为是可以

接受的，而超出这一幅度范围就认为其低于企业成本，不能

中标。其实，这种做法至少有两点讲不通，一是仍然没有考

虑企业成本间的差异，还是将价格与整个投标方案割裂开来

，这与依据定额编制预算计价的方法本质上没有区别；二是

一旦制定了这一幅度范围，就会导致投标企业顺理成章地往

这一幅度上靠，因为只有在这一幅度范围以内，且接近下限

才最有可能中标。根据煤业集团目前招投标评标办法，一般

参加投标的施工企业，在报价这个问题上，考虑更多的是它

的中标机会和概率，至于企业自身的利润问题倒在其次了。

所以在实践中不宜设定这样的控制幅度，标底只能作为定性

的参考，不宜作为定量判定的依据。 在实际操作中，评标委

员会首先依据标底对投标报价作出初步的定性判断，之后可

以从另外的角度进行分析评判：一是对所有投标人的投标报

价进行对比分析。在成熟的市场竞争条件下，不同企业之间

的报价不应该相差悬殊。如果最低报价与其他几个较低的报

价比较接近，或者虽然相差较大，但仍在可以接受的幅度范

围之内，则该最低报价就有可能是合理的；相反，如果最低

报价比次低报价低很多，则应对其进行更进一步的技术分析

。二是结合企业的综合实力，包括机械设备、技术力量、管

理水平，与投标方案进行评价，重点分析降低成本的具体措

施，如材料采购、采用新工艺、新技术和科学的施工方案，

以及合理的工期安排和劳动力的调配计划等方面，只要这些

措施科学、合理、可靠、得力，能够基本上实现降低成本的

要求，即可以认为该报价是能够接受的。 当然，上述这些判

定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不同的评标委员会成员



对同一问题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在实际操作中，也面临着

一定的困难。而煤业集团评标委员会专家都是临时通知，事

前对评标项目名称及内容了解太少，投标文件又分技术标书

和商务标书，厚厚的一大本，投标人至少在三四家以上，评

审时间难免不足，存在分歧也就理所当然。因此，在招标评

标中，有时出现的意见分歧，一般由评委集体讨论决定，或

者直接采取打分表决的方式，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

结论。 《招标投标法》关于最低报价不得低于成本价的相关

规定，有利于维护招标人、投标人的合法利益和自由竞争的

正常的建筑市场秩序，有效避免投标人以粗制滥造、偷工减

料、以次充好等违法手段不正当地降低成本，保证工程质量

。所以企业作为投标人以低于成本的投标报价竞争，不论是

从国家的角度，还是从业主的角度来讲，都是不愿看到的，

而对企业自身，不亚于一种“自杀”行为，会给企业的远期

利益和持续发展造成不良影响，也不符合公平、公正和诚实

信用的原则。在我国建设市场发育还不完善、机制尚未健全

、有关市场主体的法律意识还比较淡薄的前提下，作为投标

人，企业更应该重视和防范这一问题。 下面，本人就企业如

何对其防范问题提出几点思考：第一，要全面提高自身素质

，综合发挥企业优势。一方面要有独立的估价信息，加强企

业成本核算，对自己的成本水平要有充分的估算，并要根据

企业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建立自己特有的企业内部定额，只

有这样，企业在投标报价时才能做到“心中有数”，不至于

出现盲目报价的情况；另一方面要从技术和管理方面入手，

发挥自身优势，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不断更新工艺、采用

最新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模式，加大企业的“可降价空间”，



以适应残酷的竞争形势。只有这样，企业发展才有动力，市

场竞争力才能不断提高。来源:百考试题网 第二，要适应和遵

循日趋健全的外部制约机制。目前，建设领域制度建设日趋

完善。在招投标环节，已开始全面实施投标保证金、履约保

证金制度。投标人在决定投标报价时，应该“三思而后行”

。避免出现变相“垫资”现象，减轻企业自身压力，加强银

企合作，建立银行保函和其他担保互动关系。 第三，要加强

内部合同管理。投标人在实施工程建设过程中，要严格执行

合同中有关价格的条款，维护招标投标结果的权威性，保证

建设工程合同的严肃性，依法办事，减少纠纷，防止较低价

格中标所可能出现的各种“后遗症”。因为，在市场经济条

件下，不论中标价格高低，招标人丝毫不可能放松或降低对

工程质量的要求，对那些以过低价中标，施工中争取变更，

或由于低价而亏本的企业，决不会姑息迁就。这就是所谓“

市场不相信眼泪”。因此，企业进入市场竞争就必须遵循相

应的“游戏规则”，加强合同管理，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同

时不虚报冒算，不投机取巧。 总之，企业要处理投标报价与

企业成本的关系，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企业应根据目前日

益完善的优胜劣汰机制和约束制约机制，根据自身特点，发

挥自身优势，确保自己以高于自身个别成本的价格中标，从

而开与企业成本的关系，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企业应根据

目前日益完善的优胜劣汰机制和约束制约机制，根据自身特

点，发挥自身优势，确保自己以高于自身个别成本的价格中

标，从而开拓市场，占领市场，争取越来越多份额的“蛋糕

”，立于不败之地。 （百考试题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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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