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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二、施工投标报价策略

基本策略

报价可高一些：

施工条件差的工程（如条件艰苦、场地狭小或地处交通要道等）；

专业要求高的技术密集型工程，且投标单位在这方面有专长，

声望也较高；

总价低的小工程，以及投标单位不愿做而被邀请投标，又不便不投标的工程；

特殊工程，如港口码头、地下开挖工程等；

投标对手少的工程；工期要求紧的工程；

支付条件不理想的工程。

报价可低一些：

施工条件好的工程，工作简单、工程量大而其他投标人都可以做的工程（如大量土方工程、一般房屋建筑工

程等）；

投标单位急于打入某一市场、某一地区，或虽已在某一地区经营多年，但即将面临没有工程的情况，机械设

备无工地转移时；

附近有工程而本项目可利用该工程的设备、劳务或有条件短期内突击完成的工程；

投标对手多，竞争激烈的工程；

非急需工程； 支付条件好的工程。

【多选题】下列情形中，投标单位报价可低一些的有（ ）。

A.施工条件好的工程

B.施工条件差的工程

C.一般房屋建筑工程

D.投标单位急于打入某一市场、某一地区

E.投标对手少的工程

网校答案：ACD

网校解析：BE 报高价

常用的报价技巧有：

不平衡报价法、

多方案报价法、

保本报价法、

突然降价法等。

不平衡报价法适用于以下六种情况：

（1）能够早日结算的项目（如前期措施费、基础工程、土石方工程等）可以适当提高报价，以利资金周转，

提高资金时间价值。后期工程项目（如设备安装、装饰工程等）的报价可适当降低。

（2）经过工程量核算，预计今后工程量会增加的项目，适当提高单价，这样在最终结算时可多盈利；

而对于将来工程量有可能减少的项目，适当降低单价，这样在工程结算时不会有太大损失。

（3）设计图纸不明确、估计修改后工程量要增加的，可以提高单价；

而工程内容说明不清楚的，则可降低单价，在工程实施阶段通过索赔再寻求提高单价的机会。

（4）对暂定项目要作具体分析。



因这一类项目要在开工后由建设单位研究决定是否实施，以及由哪一家承包单位实施。

如果工程不分标，不会另由一家承包单位施工，则其中肯定需要施工的单价可报高些，不一定需要施工的则

应报低些。

如果工程分标，该暂定项目也可能由其他承包单位施工时，则不宜报高价，以免抬高总报价。

（5）单价与包干混合制合同中，招标人要求有些项目采用包干报价时，宜报高价。

一则这类项目多半有风险，

二则这类项目在完成后可全部按报价结算。

对于其余单价项目，则可适当降低报价。

（6）有时招标文件要求投标人对工程量大的项目报"综合单价分析表"投标时可将单价分析表中的人工费及机

械设备费报得高一些，而材料费报得低一些。

这主要是为了在今后补充项目报价时，可以参考选用"综合单价分析表"中较高的人工费和机械费，而材料则

往往采用市场价，因而可获得较高的收益。

【多选题】根据不平衡报价法的应用，下列情况可以提高单价的有（ ）。

A.将来工程量有可能减少的项目

B.预计今后工程量会增加的项目

C.设计图纸不明确、估计修改后工程量要增加的项目

D.土石方工程项目

E.装饰工程项目

网校答案：BCD

网校解析：AE 报低价

知识点三、施工评标

初步评审

初步评审属于对投标文件的合格性审查，评审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投标文件形式审查

（2）投标人资格审查

（3）投标文件对招标文件的响应性审查

（4）施工组织设计和项目管理机构设置的合理性审查

【多选题】施工初步评审内容包括（ ）。

A.投标文件形式审查

B.投标人资格审查

C.投标文件对招标文件的响应性审查

D.技术标和商务标进一步审查

E.施工组织设计和项目管理机构设置的合理性审查

网校答案：ABCE

网校解析：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委颁布的《标准施工招标

文件》初步评审属于对投标文件的合格性审查，评审内容包括以下四方面：投标文件形式审查，投标人资格

审查，投标文件对招标文件的响应性审查，施工组织设计和项目管理机构设置的合理性审查。选项 D属于详

细评审阶段的内容。

投标偏差分为重大偏差和细微偏差。

（1）重大偏差。

1）没有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供投标担保或者所提供的投标担保有瑕疵；

2）投标文件没有投标单位授权代表签字和加盖公章；

3）投标文件载明的招标项目完成期限超过招标文件规定的期限；

4）明显不符合技术规格、技术标准的要求；



5）投标文件载明的货物包装方式、检验标准和方法等不符合招标文件的要求；

6）投标文件附有招标单位不能接受的条件；

7）不符合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其他实质性要求。

投标文件有上述情形之一的，为未能对招标文件作出实质性响应，除招标文件对重大偏差另有规定外，应作

废标处理。

（2）细微偏差。

细微偏差是指投标文件在实质上响应招标文件要求，但在个别地方存在漏项或者提供了不完整的技术信息和

数据等情况，并且补正这些遗漏或者不完整不会对其他投标单位造成不公平的结果。细微偏差不影响投标文

件的有效性。

评标委员会应当书面要求存在细微偏差的投标单位在评标结束前予以补正。

拒不补正的，在详细评审时可以对细微偏差作不利于该投标单位的量化，量化标准应在招标文件中规定。

【多选题】下列属于投标重大偏差的有（ ）。

A.投标文件没有投标单位授权代表签字和加盖公章

B.投标文件提供的技术信息不完整

C.投标文件明显不符合技术规格、技术标准的要求

D.投标文件载明的货物包装方式不符合招标文件的要求

E.投标文件个别地方存在漏项

网校答案：ACD

网校解析：BE 属于细微偏差

详细评审

评审方法 适用范围 评审结果

最低投标

价法

具有通用技术、性能标准或者

招标人对其技术、性能没有特

殊要求的招标项目。

按经评审的投标价由低到高的顺序推荐中标候选人；

经评审的投标价相等，报价低优先，都相等，招标人

自行确定。

综合评估法
不宜采用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

法的招标项目。

按分值构成和评分标准规定的量化因素和分值进行打

分，总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中标候选人。

【单选题】对于工程投资额大、涉及专业面广的较复杂工程项目，宜采用的评标方法是（ ）。

A.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

B.综合评估法

C.投标报价最低法

D.议标法

网校答案：B

网校解析：综合评估法适用于较复杂工程项目的评标，由于工程

投资额大、工期长、技术复杂、涉及专业面广，施工过程中存在较多的不确定因素，因此，对投标文件评审

比较的主导思想是选择价格功能比最好的投标单位，而不过分偏重于投标价格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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