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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C_80_E5_85_AC_E5_c56_89326.htm 所谓最高限价，是招

标人在工程项目招标中，按照标底编制的原则设定的最高投

标报价。目前，在建设工程项目招标中，招标人谨防招标响

应人在投标时报价过高，导致高价中标，于是设立个“最高

限价”，让高于最高限价的投标为无效投标，在保证采购项

目质量的前提下，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从实施的效果来看

，设立最高限价确实限制了高价中标，有效地遏制了一些因

此而产生的违法违规行为，但在实际应用中，最高限价的设

定在操作上还很不规范，由此产生的一些问题也不容忽视。 

现状： 过于随意 认识偏差首先，“最高限价”的产生不科学

，随意性大。有些最高限价都是招标单位领导“钦定”的。

比如，某县2005年的11个设最高限价的工程项目，全部由行

政领导和经办人商定最高限价，他们的依据都是目前市场上

较低价。一般是以市场上每平方米多少钱，然后再放宽一点

，至于自身招标项目的特殊性、建筑期间可能出现的风险或

要求中标人垫资的利息等因素一概不问。 其次，对“最高限

价”认识不正确，甚至实施保密。有些招标采购人在开标会

上，当众将设定最高限价信封的撕开，神秘而又谨慎地取出

盖有单位集体章印的信笺，宣布了最高限价。其实科学合理

的最高限价是不需要保密的，应完全公开，并要经得起他人

检查的，目的是让那些完成项目成本高的企业不要投标。 第

三，限价不合理、宣布时间不对。有些招标项目采购人由于

确定最高限价时，缺乏专业知识和考虑欠缺，在评标委员会



的评审中，无法得到认可，导致最高限价不得不突破。从而

让有些投标人产生怀疑，认为招标采购人有意排斥他人，或

者是评标委员会带有偏向性，政府采购机构的监督也有失公

正等。 纠偏之法： 建立科学的最高限价产生程序综上所述，

我们认为，最高限价的产生必须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它的

产生应当由获得国家承认的相应专业资质证书、并应承担相

应责任的专业机构（如建设工程造价事务所等），通过法定

的运算程序，综合各种因素严密的测算出来的。 第一、应以

通常条件为基础。招标采购人首先要考虑所采购的项目在正

常条件下，能够完成所需要的、一般水平的市场价； 第二、

综合考虑完成项目所需要的成本因素。招标采购人应针对采

购项目的“个性”，综合考虑采购产品的制作过程以及必要

的技术措施即施工组织和施工方法、所需的工期和质量方面

的要求所需要的实际成本，同时还应注意到招标项目的个性

，如有特殊内容和要求，在最高限价上应作相应的增减； 第

三、准确判定市场供求状况。不管是工程项目，还是货物类

项目或是服务类项目，绝大多数都有季节性，旺季和淡季在

价格上会存在着一些浮动，这是必须要考虑的客观因素； 第

四、合同实施过程中，由于施工时间较长，不可预测或不确

定因素较多，一些风险等因素应当打入成本；另外，工程预

留金一般为招标采购人掌握使用，但设定最高限价时应在招

标文件中载明占有总价份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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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