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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A0_87_EF_BC_9A_E5_c56_89243.htm 串标屡屡发生近来，

工程招投标活动中的串标案件频频曝光于媒体。日前，温州

市政工程串标案一审宣判，所有涉案人员分别被温州市瓯海

区法院以串通投标罪判处6个月至2年、缓刑1年至2年不等的

有期徒刑，同时处5至80万元的罚金。 法院审理查明，24名来

自全国多个省市的7家建筑工程公司的代表，在参加温州经济

技术开发区滨海园区起步区第二标段、温州南塘大道第二、

三标段等三个市政工程项目投标中，为保证自己的利益，经

事先预谋串通让其中一家公司中标，然后从中标公司分取所

谓的“合理利润”。案发后，经公安机关侦查，“三大工程

”投资总额达2.96亿元，参加投标的建筑公司先后从中标单位

分取“好处费”1216万元。 11月16日，厦门同安法院传出消

息，厦门8所中小学10个工程项目招投标，被指存在串标行为

。被指控串通投标者包括1个体装修户、7个建筑公司老板和

两家建筑公司。目前，同安法院已受理此案。 日前，上海市

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查处了一起国有企业腐败案件，涉

案企业从上到下负责基建的7名干部落马。值得注意的是该案

主办检察官的一番话。他说，虽然所有工程都进行了公开招

投标，但实际上，参与投标的企业大多数都是甘标（施工单

位老板，行贿人，化名）拉过来的，甘标的公司通过挂靠的

手段，无论哪个公司中标，实际上都是他获得工程。这分明

也是串标。 串标为何屡禁不止串标往往因为承包方私下运作

，功夫做足，发包方在未进入招标程序前，就已选定意向中



标单位，然后再进入有形建筑市场走过场，使招投标制度流

于形式，这种现象似乎已经很普遍。其结果是浪费大量人力

、物力、财力，使一些企业为找任务投入很大力量，为取得

建设单位的私下承诺，什么招儿都用，联络感情，百般应酬

。有的建设方头面人物也乐此不疲，一旦招架不住，也不乏

下水之人。为找任务，企业每年要投入多少资金？又有多少

钱进入了个人的腰包？串标已经成为大家都知道的“潜规则

”。 在一个内部讨论会上，一些地方招投标监管部门的负责

人纷纷道出苦水。他们说，招投标工程进入到相关监管部门

视野的时候，“不法”勾当已伪装得很好了，监管部门有时

很难对“不法”行为作出判断。杜绝围标、串标对他们来说

，很想，但很难。 串标之所以屡禁不止，专家们认为主要有

以下一些原因： 一是法制环境原因。现行法规体系存在不配

套、不细致、不完善和不严谨的问题，使不法行为有机可乘

。相关法律规定对投标单位和直接责任人的罚金数额较小，

其违规违法的成本远小于所得，难以有效遏制少数不法企业

的投机心理。 与法规不完善相对应的，就是执法的薄弱。归

纳起来就是政出多门，监管不力。按部门分工，工程建设由

政府建设主管部门管理，但实际上工程建设是根据其投资性

质和行业类别分部门来管理的，各行业、各部门根据国家法

规又分别制定一些部门规章。本来这也无可厚非，但问题在

于各行业规章往往尺度不一，执法的力度和水平也有差别，

缺乏协调统一，难免会给不法行为留下空子。 近几年来，为

了加大工程建设反腐败力度，各级纪检、监察、财政、审计

等部门积极介入工程招投标的监督，招标公证也基本普及。

这些措施，对维护招投标的严肃性、查处违法违纪行为起到



了一定作用。但在实践中，则存在职责不明，主次不清，流

于形式的问题。在一些地方，由于监督部门多，反而使政府

主管部门行使监督的职能受到削弱。 二是诚信缺失的原因。

串标是一种投机行为，其根源是工程建设领域乃至整个社会

的诚信缺失。由于政府、企业、公众的诚信问题，工程建设

上的种种不良、不法行为屡见不鲜，串标只是其一。 三是招

标操作原因。招标人在制订招标方案以及整个招标过程中的

措施和操作十分重要。招标方案存在漏洞，资质审查不严格

，评标办法没有有效遏制串标等行为的办法等，都会导致串

标的产生。 杜绝串标还需有效对策对串标这类违法行为的处

理，法律已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在目前的招投标活动中

，为了防范串标、围标，无论是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还是公检

法机构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厦门推行了“背靠背”招标，公

安、检查机关加大了此类案件的侦破力度，一些串标者得到

了应有的惩罚。 但是，要想根治串标这一“毒瘤”，还需多

方共同努力。业内人士纷纷为此支招。他们希望有关部门应

当采取措施遏制低于成本竞标，完善经评审的最低价中标评

标办法，继续推进建筑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创造一个公平、

公正的市场环境，铲除串标滋生的温床。同时，应当由纪检

监察、招投标监管、工商行政和司法等部门联动，在有形建

筑市场设置监管窗口，并提供便捷的监管服务；严肃查处串

标案件，完善各项追究制度；完善有形建筑市场的功能，尽

快建立有形建筑市场和施工现场“两场”联动制度，加强对

招投标活动的事后监督；对招投标的有关信息及时公告，建

立资格预审公示；加大工程造价改革，对工程造价实行动态

监督；切实加强招投标监管；完善评标专家库，加强对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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