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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水利工程建设迅速发展的今天,为能够更好地促使工程建设顺利进行,从水利工程招投标工作的角度来看,做

好工程招投标工作可以说意义重大。水利工程招投标工作当中,很多实际性问题显露出来,为此,则需要针对出现的工作问题采

取相应的解决对策,这样才能够确保工程招投标的顺利开展。接下来,本文围绕水利工程招投标工作问题与对策进行分析,望能

够具有一定的可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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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利工程招投标问题分析 

1.1 水利施工标段划分过细 

在我国很多水利工程项目当中,工程招投标前期都需历

经施工标段的划分,可是,受到划分粗糙的影响,工程管理工

作的开展可以说是困难重重。特别是一些大型企业,在工程

量较少的情况下,现有的利润根本无法支撑大型施工设备的

有关调度和管理,从而造成在工程中标的情况下只能从当地

组织施工机械设备和施工人员的形式,将自身企业成本降到

低程度。除此之外,标段划分太多细致的情况下会使得不

同标段间的组织协调工作难度增加,特别是开放商不同的标

段交接位置,经常会因为一些小事出现纠纷,相互推脱责任

的现象更是经常发生。为此,招投标企业需要去投入大量的

人力、物力及时间进行关系的调整,久而久之,不但会造成工

程工期的延误,并且,工程成本投入会提高,影响到整体工程

的质量。 

1.2 标底准确性差 

工程招投标过程当中,有一部分的业主对于工程招投标

工作需招聘专业的人员参与进来这一重要程序完全忽视,这

就会造成工程招投标过程中具体价格发生严重的背离。除此

之外,业主方所实施的合同形式并不会把工程的真实现状呈

现在其中,合同形式的错误选择会由于编制标底的精准度低

造成浪费的现象发生,纵使 终的招投标取得了成功,通常

亦会由于风险系数过低使得业主方与施工单位间出现结算

上的纠纷。 

1.3 投标人串通和作弊 

其一,水利工程招投标参与的施工企业,供应的企业表示

大都源于同一个人的手中,标书存在非常高的相似率；其二,

有意的提升标书的预算造价差,把此投标项目引向废标；其三,

多个施工企业间共同联合,有一些投标人有目的地提高标书

价格,由多家企业中的一家给出适当的投标报价,从而确保此

家企业 后中标,随后再由真正投标人给其他投标企业相应

的补偿；其四,陪标企业故意未遵循招投标文件规定进行投标

书的编制,这种行为与提倡的诚信原则是完全相违背的,对水

利工程招投标工作的正常有序开展是极为不利的。 

1.4 投标人低于成本价报价 

水利工程项目成本通常指的是,水利工程项目建设的全

部成本投入,为此,一般会通过招投标的形式来确定具体的

施工企业,从而挑选出 为适合的投标人,其不但要拥有雄

厚的经济实力,同时要能够提供 优化的施工方案。可是,

在具体的招投标过程当中,一些技术力量、管理水准过低的

投标人,为能够达到中标的目的,有意的上报比成本价要低

的合同报价,这些企业如果中标,必然会采取更多的手段来

达到盈利的目的,较为常见的像,偷工减料、索赔等等。水利

工程项目建设具有非常明显的复杂性特征,通常会造成招投

标人无法明确比成本价较低的投标。从评标专家的角度进行

分析,在得知报价比成本价较低的情况下,经常会由于缺少

此方面的有效证据而导致企业进入到难以做出选择的境地。 

2 水利工程招投标问题的对应策略 

2.1 制定合理的分标方案,确保招投标工作有序开展 

在我国的很多水利工程项目当中,特别是一些大中型的

水利工程由于受到承包人工作能力、工程设计进度等因素的

影响,必然会造成工程招投标的同时无法成功的一次中标。

为此,工程招投标具体工作当中,招投标企业一定要从水利

的实际规模、工程规划、工程特点等入手,同时与投标人的

施工资质、技术水平等因素有效地融合在一起,严格遵循“大

小适中、规模效应”的分标原则,合理制定分标方案,确保招

投标工作的有序开展。 

2.2 精心策划,做好招投标文件编制工作 

首先,明确具体的工程招投标范围与所包含的工作内

容。水利工程招投标工作开始前期,要针对工程的真实状况

来制定科学合理的分标,在这一基本前提下开展工程深入化

设计,从而对不同标段的施工内容、工作范围做好系统性的

划分,促使投标人的报价精准性得到 大限度上得提升,对

工程造价进行有效地掌控；其次,指定科学合理的工程招投

标计量条款。不断完善工程招投标制度,通过完善的计量制

度规定,不但能够更好地促使投标人报价决策的科学性得到

明显地提升,同时可以很好地确保招投标企业在合同执行过

程中的计量与造价掌控更加规范；第三,对工程合同双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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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风险进行合理性的划分。工程投标人的投标报价水准通

常是由工程合同中的双方权利所决定的,进一步明确工程各

参与方所享有的权利以及需要履行的基本义务,同时也要清

楚自身所需承担的风险。 大限度上提高投标人报价决策的

合理性,将工程合同中的执行风险减少到 小的程度；第四,

支付结算条款。不断完善招投标文件,这与支付结算条款存

在非常紧密的关联,为此则需要对工程的总体资金规划、工

程规模等因素进行系统性的分析,明确预付款、进度款等相

关款项的支付时间。除此之外,工程招投标文件当中需要将

中标企业需要缴纳的数量与质量保证金做出明确的界定,同

时明确质量保证金的详细返还程序和扣留水准。 

2.3 合理确定评标标准与方法 

工程评标工作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对水利工程招投标

工作的开展有着直接性的影响,为此,工程招投标过程中的

评标工作需具备评标资质评标人进行正确挑选以外,同时要

制定科学合理的评标标准与方法。国家七部委所推出《评标

委员会和评标方法暂行规定》当中,提出了具体的评标方法,

譬如：经评审的 低投标价法、综合评估法等各种评标方式。

其中,通过评审之后的 低投标价法一般适合在招投标人对

技术或性能没有特别要求的水利工程当中；综合评估法对于

任何类型的水利工程都是比较适用的,此种评标方法通过量

化的形式对各方面因素进行系统性的评估, 后按照总得分

在明确 终的中标企业,可以说这是一种非常不错的评标方

法。 

3 水利工程管理改革建议 

3.1 规范管理制度,确定岗位规范 

若想促使各项改革工作有序开展则需要以规范化的制

度作为基础性保障。可以说,制度是进行一切工作开展的唯

一准绳,若想要促使水利工程管理工作高效率完成,则需在

有关制定规定中进一步明确各单位肩负的重要职责,同时制

定科学合理的操作规范,这样才能够促使相关工作人员能够

在实际工作中遵循既定的规章制度来开展相关工作,使得水

利工程养护与日常维护管理质量得到真正意义上的保障。一

般情况下,水利工程各阶段当中,行政主管单位在不同阶段

肩负的职责是各不相同,像国务院水利行政主管单位则针对

的是国家具有重要影响的大中型水利工程,若具体到个别的

水利工程,则需要由上一级的水利行政单位来进行负责,为

此,进行工程管理制度创建的同时一定要明确做到政企分开,

明确各方面的权责,也就是说,水利工程的具体部分要归属

相对应的部门来进行管理,唯有如此,才能够有效地防止“灰

色地带”的出现,以免在有事故发生后出现互相推卸责任的

现象。 

3.2 规范水费形成机制,加强水费管理 

水利工程管理部门水费制定过程中要做到各方面综合

性分析,具体明确用水的基本属性,将农业用水和非农业用

水价格具体划分清楚,这主要是因为农业用水与大家关注的

民生问题是息息相关的,为此,国家在此方面要给予 大的

优惠,在将经济效益抛开的情况下只对成本进行考虑,非农

业用水在定价的基础上对经济效益进行适当的考虑,与此同

时从各地的实际用水供需现状来做出合理性的调整。 

3.3 充分利用水力工程的优势开展多元化经营 

水利工程供应的水资源在目前许多行业中都有着非常

有利的地位,譬如,种植业、餐饮业、娱乐业等,上述产业可

创造出意想不到的经济价值。然而,各行业在多元化经营过

程中一定要做到政企分离,以免对水利工程管理部门的社会

形象带来不利的影响。 

4 结束语 

新时期,对工程招投标工作作出进一步规范化是可有效

地确保水利工程各项工作顺利开展的基础性保障。水利工程

招投标过程是复杂而又繁琐的,为此,有关企业要对水利工

程招投标过程中的问题认真对待与科学的处理,进一步完善

招投标制度,这样才能够为我国水利建设事业的未来发展保

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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