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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标底招标采购的理论基础及其制度意义

陈建国，唐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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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多年来一直采用的传统的以标底为主要判据的招标方法，存在操作方法与运作机制上的缺陷，是产生

工程腐败的制度漏洞之一。本文通过相关的应用经济学理论，价值、成本和价格理论，市场竞争理论等，分析讨论

无标底招标采购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意义。实施工程无标底招标，通过从管理制度上和操作方法上采取措施，建立

防腐机制，可以铲除工程采购腐败滋生的环境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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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cademic Base and Practice Meaning of Tendering on Non一Base Price

                          CHEN Jian-guo, TANG Ke-wei

(Department of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Real Estate,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method of tendering applied in

owner. There are some shortcomings of thit method in

China i。mainly based on the base price proposed by project

practice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analyzes the theory base and practice meaning of tendering on non一base price by using

price theory and market competition theory. The application of tendering on non一base price could

and condition that may eradicate the corruption in the domain of construction procurement through system and 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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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1980年代初开始，我国逐步在工程建设领域推行招
标投标制度，这对于健全市场竞争机制、促进资源优化配置，

规范建筑市场交易行为、防止不正当竞争行为等，具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在这一制度实施过程

中，也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如，一些招标人暗箱操作、不
通过竞争程序直接指定承包商;有些招标人与投标人进行权
钱交易，行贿受贿，搞虚假招标，造成相当数量的国有采购资

金流人不法分子的腰包，等等。这些工程领域的腐败现象严

重损害国家利益，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而多年来一直采用

的传统的以标底为主要判据的招标方法，存在操作方法与运

作机制上的缺陷，是产生工程腐败的制度漏洞之一。

2 传统招标方法的问题分析

    自实行招标投标制度以后，长期以来一直采用的以标底
作为评标定标主要依据的招标方法，带有很深的计划经济烙

印。然而，在经济转轨期的一定阶段，这种招标方法的运用，
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其对招标投标的推行应用发挥了非常重

要的作用。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价格是由国家统一制订的，

而统一的定额、统一的价格、统一的取费标准是有标底招标

的基础条件。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花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

力，编制了各种类型的工程定额，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定额体

系，其基本反映了我国建设领域当时的社会平均生产力水

平，可以说，这是一笔宝贵的社会财富。由于体制原因，企业
不可能拥有自己的定额，企业定额的制定也不是一朝一夕可
以成就的。因此，在历史条件下，面对招标投标这一对我们

来说是全新的市场运作方式，以标底为主的招标方法成为主

要应用模式，具有一定的合理因素，否则可能导致初始的招

标投标市场的无序和混乱。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传统招标方法

的弊端日益显露。在以往的工程招投标方法中，工程的价格

是按照国家的定额和取费制度进行计算的。在招标投标时，

招标人和投标人均是按照同一套图纸、同一本定额、同一取

费程序及费率进行标底和投标价格的编制，在所有的投标报

价中最接近标底的投标人将被定为中标人。按这种定价方

法，理论上，标底价格和投标人的报价应是相同的，其间若有

差距也仅仅是计算上的算术误差。因而，这样的招标方法使
得管理水平高、技术先进、成本低的投标人很可能因为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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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低出标底浮动范围而成为废标或失标。又由于标底的

重要性，加之一些招标过程的操作不透明、不规范，缺乏有效

的外部监督等，极易滋生腐败。在这种模式下，投标人为了

中标就纷纷打探标底，甚至会采用各种不当手段;有的招标

人则利用标底，违规操作，甚至进行幕后交易，素贿受贿，谋
取私利。

    此外，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竞争，而竞争的核心是价

格的竞争。但是，传统招投标中投标价格的确定方法根本体
现不出招投标的竞争性，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

3 无标底招标的理论基础

3.1 理性行为理论

    经济学理论是建立在假设人的行为是理性的，而理性要

求最大化，也就是说经济活动的所有参与者是理性人，理性
经济主体行为的基本动力是利益最大化，从而其所追求的经

济目标也体现着最优化原则。在市场当中，消费者追求满足

最大化，生产要素所有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生产者追求收人

最大化，政府则是实现目标决策的最优化。如此，现代企业

的行为通常是以实现最低利润为基本条件而追求收人的最

大化，即有约束的收人最大化。对于最大化的企业增长，企

业所有者和管理者有其共同目标，企业管理者追求企业产品

或服务需求的增长，以增强实力或提高地位;企业所有者则

追求企业资本价值的增长，以增加个人财富。

    经济学理论揭示，从长期经营的角度，一个企业必须以

获取正常利润作为最低要求而在市场中长期生存，因为正常

利润是企业的投资者保持向企业投资所需的最低回报。因

此，在企业各项目标中，长期利润甚至比短期利润更重要，对

于长期行为来说，利润是决定性的。为求不断的发展，就长

期而言企业在市场当中将做出理性的决策。

    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方式得到普遍应用和推广在于它有

一种经济动力和外在环境。作为理性人，招标投标活动中各
参与方的行为必然也符合追求经济目标最大化的原则。

    从招标人来考察，他是买方经济中的买方和投资方，为

了追求自己的经济目标最大化，将会采取“持币选择，货比三

家”的行为方式，即招标人有动力采取招标的交易方式。
    从投标人考察，在买方市场条件下，市场竞争激烈，商品

销售的不确定性增加，价值实现的风险增大。因此，迫于生

存和竞争压力，作为卖方(生产者和经营者)的投标人一方面
不得不冒一定的风险采取主动报价的姿态，以积极争取各种

交易机会和成交对象，另一方面又会千方百计寻求有效的方

式以减少风险。在投标过程中，假设每个投标人都有自己的

生产成本，而且其生产成本独立于其他投标人，那么根据常

理，每个投标人都是根据自己的生产成本进行投标。除非出

于短期目的或特殊考虑，正常情况下投标人将是以收人最大

化为目标做出理性的投标决策。

3.2 价值、成本和价格理论

    价值是商品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为得到商品，需付

出一定的代价，这种代价，最终归结为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

动，得到商品的真实代价是劳动，这是商品的劳动产品性质。

    西方经济学认为，价值由效用决定，商品对人们有用，能
够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能在某种程度上增进人们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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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商品的有用性质。

    成本是指生产活动中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通常分

为两大类。第一类成本直接地随产量而变动，包括工资、原

材料等。在正常的生产能力范围内，这类成本与产量大致呈
现线性关系，所以称为“可变成本”，或直接成本。第二类成

本，在正常的生产能力范围内不随产量而变动，包括固定资

本折旧、租金等，这类成本被称为“固定成本”，也称作间接成

本。

    市场理论的中心任务是预测企业如何确定价格和产量。

在完全竞争条件下，长期竞争中形成的价格将等于企业的可

能的最低平均成本。在完全垄断的条件下，追求高额利润的

企业会限制产量和提高价格，直到边际收人正好等于边际成
本。在垄断竞争或寡头竞争的情况下，市场上企业数目比较

多而存在激烈的竞争、或只有少数企业并存在着产品差异，

此时就没有这样的精确性。

    成本对价格发生着较大影响。大多数采用成本加成定

价策略的企业，是在企业成本之上加上一定百分比的利润

额，以求得一个最终价格。如果一个企业要想维持经营，从

长期来看，价格就不能低于其平均成本。也就是说，成本决

定着价格的底限。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企业定价的决策取决于市场结构和

企业追求的目标。由于市场结构和经营目标有着许多可能

的组合，因而存在一个很宽的价格形成区间。此外，价格的

变动，除考虑成本外还要考虑策略因素，包括对市场份额的

追求、市场细分策略、价格歧视策略、产品差别策略等。

    同一般产品，在价格的形成中，对工程价格影响较大的

并不是市场需求方，而是供给方，它通过工程成本发生较大

影响。在工程招标投标的过程中，投标人投标价格的确定首

先是取决于完成招标工程所需发生的成本，这一成本是基于
反映本投标人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企业定额。企业的整

体情况相异，同一招标工程不同投标人的生产成本也就不

同。在成本的基础上，投标人将根据企业目标、市场结构和
策略因素等对招标工程做出最终的报价。对投标人而言，投

标价格过低，中标后利润有限甚至亏损;投标价格过高，在市
场当中没有竞争力。对招标人而言，当对投标人的能力做出
鉴定，确认投标人是能够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完成招标工程

的，招标人将理性地采用最低价制，招标工程的价格也就形

成。

3.3 竞争理论

    市场经济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市场竞争，它包括

竞争原理、竞争形式和竞争机制等。产生竞争的前提条件是

经济处于供给S大于需求D的状态，在市场上，当S>D时，

竞争就开始了。有效理想的竞争状态是在市场中没有企业

能够拥有足够大的市场份额来对其他企业的行为产生影响，

尤其是在价格和市场进人壁垒方面。

    通常，竞争分析是基于对市场结构的认识。理想的竞争

状态是完全竞争;处于另一个极端状态的市场形式是完全垄

断;介于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之间的是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

两类市场结构。完全竞争市场是一种理论上的理想市场，在

现实经济生活中并不存在，但它的基本特征为分析市场竞争
原理和机制提供了理论和理想的基础。

    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产品的价格完全由市场决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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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价格的接受者，其根据市场价格来调整自己的产量，能够

实现正常利润。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长期均衡的条件是边

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等于平均成本，企业的主要竞争手段是

非价格竞争，除生产规模竞争外，企业能使其产品个别成本

低于产业的平均成本，就可获得高于正常利润的超额利润;

反之，高于平均成本，则只能获得低于正常利润水平的利润，

有的甚至还会亏损。

    在工程招标投标中，为了能够取得合同，投标人会根据
自己的生产成本情况制定最有竞争力的投标价格。投标人

越多，竞争越激烈，投标人的报价会随着投标人数的增加而

降低。特别是当投标人数趋于无穷时，投标人的报价接近于

他的成本。这就给出了招标投标的经济学意义，也就是说，
当投标人数越多时，竞争越激烈，中标结果就越对招标人有

利。

    在现实工程竞争市场当中，通常主要存在的是垄断竞争

市场(如公开招标)和寡头垄断竞争市场(如邀请招标)。

    采用公开招标方式，众多投标人在买方市场上为一个招
标工程或为出售一批商品而进行竞争，每个投标人都期望在

投标竞争中获胜中标，以致相互之间表现为经济利益上的排

他性，同一个招标工程的投标人越多，竟争越激烈。投标人
之间的竞争关系主要受市场机制调节，受市场供求和竞争状

况的影响，其经济利益的分配主要通过投标价格来反映和确

定。在垄断竞争市场当中，生产集中度较低，产品存在差异
性，企业由于个别劳动生产率不同，技术与管理水平有高有

低，竞争的最终结果将会是由综合实力强的投标人以其报价
最低而成为中标人。投标价格是投标人生产费用、利润、风

险和交易费用的货币表现形式，实际上也就是投标人生产条

件、交易条件及综合竞争能力的表现。
    通过以上的理论分析可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程价

格由市场规律支配，受市场机制调节，工程价格生成的最主
要影响方面是市场的供给方。工程标底作为招标人的预期

价格，是以社会平均生产力水平事先测算的招标工程的均
价，只能用来作为观察投标人投标价格的一个参照系。将标

底作为评定投标人个别价格的正确性和定标的决定性因素

没有理论基础和根据。

    工程无标底招标采购是一个完全市场化的模式，是以市

场竞争决定工程价格的做法，其使招标投标的优越性得以充

分体现。理论上，投标人就是依据自身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
平，考虑市场价格波动因素和可能的风险因素，进行自主报
价;招标人则是针对通过投标资格预审、能够满足招标文件

实质性要求、技术方案可行可靠的投标人，采用最低价制。

    实施工程无标底招标，通过从管理制度上和操作方法上

采取措施，建立防腐机制，可以铲除工程腐败滋生的条件。

工程无标底招标采购方法的核心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在工程

招标时不编制招标工程的标底。由于不存在标底，整个招标

过程不存在需要保密的问题，也就不存在泄密问题。投标人
不用打探所谓的合理标价范围，从而可以引导投标人集中精

力于技术方案和管理方案的制定上，通过技术进步，不断降

低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二是制定规范、客观、公正
的评标办法。无标底招标采购不是以标底作为工程招标的

衡量准绳和评标尺度，而是需要通过制定一套严密、规范的
招标操作程序和公正的评标办法来决定工程合同的授予者。

采用无标底招标，招标人的标底虽然不起主导作用或不编制

标底，但招标人却须投人极大的力量编制好招标文件，明确

图纸和技术要求，降低投标人面对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实施
工程无标底招标，可以完全按照市场规律组织公开、公平、公

正的竞争，排除任何人为因素的干扰，保证评标结果的客观

性和公正性。

5 结语

    实施工程无标底招标，是要从管理机制上、招标方法上

建立起防范屏障，使工程建设领域防止腐败和廉政建设有可
靠的制度保证。采用工程无标底招标，评标办法就成为从方

法上和制度上制止违规、防止腐败的关键。这就需要相当的

工程经验、扎实的技术和管理知识、排除各种人为意志和因

素的影响，制定科学、规范、客观和公正的评标办法。此外，
有效杜绝工程招标中的不正当行为和腐败的产生，还需要对

招标过程中的招标技术性方法、招标各个环节之间的相互制

约、制度化的操作规程与监督等进行认真研究与设计，建立

起约束机制。

4 无标底招标采购的制度意义 〔参考文献〕

    由于建设工程的特点以及在建筑市场中的交易特性，为

保证工程招标投标的公开、公平和公正，除须依靠一系列相

关法律、行政手段和思想教育外，招标技术层面的操作方法

与运作机制等的科学设计，尽量消除制度漏洞，也是去除和
隔断产生腐败滋生条件和机会的极其重要的手段和措施。

    在现实经济社会中，靠人性的自省自觉，靠说服教育，靠

他人的监督有时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而只有靠完善的制

度，才能让人遵从规则，让人以纪律约束规范相应的行为。

按现行传统的招标方法，标底价格是工程评标的一个最重要

的依据。从理论上讲，标底编审人员及其他接触过标底价格
的所有人员均负有保密责任，不得泄露，但如何防犯，怎样监

督，始终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光靠个人思想觉悟是远远不够

的，应该有一套行之有效的防范制度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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