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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我国招投标法实施以来,招投标过程中出现的,违法乱纪、暗箱操作等问题均实现了有效控制,同时也实现了对投资

资金的高效合理应用,且功能招投标工作已逐渐被施工单位和建设单位所接受,从根本上维护了建筑市场发展顺序。但就目前

实际发展现状来看,在我国的工程招投标工作中,仍然存在较多缺陷和不足,在今后发展中仍需加大监管力度。鉴于此,本文主要

对建设工程招投标监管进行了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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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投标制度在当前的工程建设领域中应用十分广泛,其

属于一种现代化采购方式,具有一定的竞争性,同时也是调

控市场经济的重要手段,不仅能够为业主提供优质承包人和

供货商,同时也实现了对现有资源的优化配置,逐渐形成优

胜劣汰的市场发展机制,使整个建筑市场朝着公平、公正、

透明的方向发展。但纵观当前实际发展现状,发现我国在工

程建设招投标方面还存在一系列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招投标

监管工作未能落实到位,因此也为工程建设埋下很多隐患问

题。鉴于上述情况,在今后发展过程中,我国一定要对招投标

监管机制进行完善,加大监管力度,如此才能我国工程建设

行业的可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保障。 

1 招投标概述 

招投标工作主要就是在建设工程项目的过程中,通过一

种招标的方式,吸引广大企业参与投标,它属于一种现代化

市场交易手段,促进了工程的高效合理买卖,在开展建筑工

程招标工作的过程中,相关招标人可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及要

求,邀请企业参与投标, 后按照采购规定流程,选择优质的

教育对象,之后综合双方的意见和要求,对合同协议进行签

订。在开展招标工作的过程中,为确保该工作的合法性以及

合理性,通常需要派遣一些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监督,同时还

要聘请法律专家给出综合性建议,以此确保招投标工作朝着

公平、公开、公正的方向发展[1]。 

招投标工作 早开始于上世纪 30 年代的英国,随着时

代的不断发展,招投标制度逐渐开始在我国兴起,并进行了

广泛应用,尤其在工程包办、银行走货方面。随着我国综合

实力的不断提高,现如今招投标制度逐渐开始在工程建设领

域中进行实践应用,并逐渐演变成一种现代化交易方式,其

重要性毋庸置疑,它对于我国建筑市场规范、建筑质量提高

以及建筑资金的合理应用均具有重要作用和价值[2]。 

2 建设工程招投标监管现状分析 

第一,建筑工程招投标监管机制不完善,在当前的监管

工作中还存在较多困惑和问题,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改革管

理部门等职责不够明确,同时还存在着职能交叉的问题,不

能对行业监管和综合监管的层次性进行体现,由此也对工程

招投标工作的顺利开展产生了一定影响,因此在今后发展过

程中,我国相关部门必须要对工程招投标监管体制进行完善,

明确各部门管理职责,以确保管理工作妥善落实到位。 

第二,建设工程招投标存在信息化水平低的问题,目前,

虽然各地纷纷建设信息化工程招投标监管平台,但由于招投

标隶属关系、管理内容不同,由此也出现了信息不对称不平

衡的问题。例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所监管的建筑市场、发

改委管理的专家信息库存在对接问题,不能相互适应,从而

逐渐形成孤立资源,难以实现信息共享,且不同信息化平台

之间联系不够密切,这些都对招投标监管工作的顺利开展产

生了阻碍和影响,无法实现全过程管理。为避免上述问题,

首先便是确保信息渠道畅通,还要对相关监管系统信息化平

台进行完善,以确保其能够顺利对接[3]。 

第三,当前的建筑工程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代理部门和

招标人员之间,招投标人员之前,都会因为受到利益的驱使

而产生个各种违法乱纪行为,暗箱操作现象,时有发生,在此

情况下,要求国家相关法律部门对当前的招投标法规定完善,

并结合时代发展需求补充新内容,对违法乱纪行为加大惩罚

力度,如此才能为建筑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保障。 

第四,在开展建设工程招投标监管工作的过程中,除了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发改委管理部门之外,各地方纪检监察

单位也要积极主动的参与到招投标监管工作中,并在其中引

入公平竞争机制,通过各项管理制度和措施妥善落实,能够

为招投标工作的公平性、公开性以及公正性提供良好保障。

在今后发展过程中,随着招投标工作的频繁开展,相关的纠

纷和争议也会随之增加,在此情况下,还有必要引入其他形

式的社会监督,同时还要对当前的法律专业监督进行深入探

讨,从而 大限度提高建设工程招投标监管效率,促进我国

建筑行业的可持续稳定发展[4]。 

3 建设工程招投标监管的有效建议 

3.1 对建设工程招投标监管机制进行完善 

为确保建设工程招投标工作的顺利开展,首先必须要结

合实际情况对监管体制进行完善,实践过程中,发改委管理

部门可负责对招投标活动进行协调和指导,而建设行政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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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可结合法律法规,对各项招投标活动进行全面监督,同

时对招标过程中的各种违法行为进行,依法查处,追究责任

人,以杜绝后患。在当前的法律法规中,虽然对监督基本原则

进行了确定,但若想妥善的落实好这些监管职能,还需要确

保建筑工作的层次性。笔者认为,发改委部门在开展管理工

作的过程中,一般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对争议和纠纷

问题进行协调解决；第二,结合区域发展特征对招投标监管

信息平台管理系统进行统一；第三,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建

设行政管理部门在开展监管工作的过程中,要尽可能实现对

工程招投标的全过程监督,与此同时,各地方纪检委部门也

要积极参与工程建设招投标监管工作,努力履行好自己的工

作职责,提高监管效率,以此形成三足鼎立的管理局面,为建

设工程招投标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保障,并推动着其朝着公

平、公正、公开、透明的方向发展[5]。 

3.2 强化建设工程招投标监管信息化平台建设 

自进入信息化时代以来,信息化系统逐渐开始在招投标

监管工作中进行应用实践,并确保了相关电子信息的顺利对

接,具有可追溯性强、全过程监督的特点,同时也大幅度减轻

了人员的工作量。招投标监管信息化平台,一般包括信息化

行政管理平台、公共服务平台、信息化交易平台等等。金融

信息化交易平台通常是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管和运

营,并与相关的招投标活动信息进行对接,公共服务平台一

般是发改委管理部门、行业协会、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共同负

责,通常是由企业信用系统、投标人信息系统以及综合信息

系统等共同构成,通过该平台的合理应用,能够确保相关法

律的妥善落实,实现对招投标活动的全过程监督。在促进资

源共享的同时,也确保了行业监管职责、综合监管职责的妥

善落实。近年来,随着信息化监管平台的实践应用,在工程建

设、项目结算、施工、招投标审批等方面均实现了信息数据

共享,监管部门能够在第一时间对信息进行动态化查询和管

理,促进了全过程监管目标的实现。 

3.3 完善招投标奖惩机制 

所谓工程建设招投标监管,主要就是通过一系列管理措

施对招投标行为进行规范,同时确保各项招投标活动都能符

合国家规定和要求,从根本上杜绝各项违法操作行为,使招

投标工作真正的暴露在阳光之下。为达到上述目标,还要对

招投标奖惩机制进行完善,对各种违法操作企业进行严格惩

罚,提高其违法成本。实践过程中,可结合违法严重程度,对

以下措施进行实施,具体如一段时间内禁止进入市场、收取

保证金、无效中标、吊销资质等等。与此同时,还要对企业

信用系统进行鉴定,对企业不良行为进行记录,使其意识到

规范操作的重要性和严肃性[6]。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对工程建设招投标监管现状进行了

分析,同时提出建设工程招投标监管的有效建议。总之,通过

工程建设招投标工作的开展,不仅确保了投资资金的高效合

理利用,同时也实现了对建筑市场的有效规范,从根本上杜

绝了违法操作行为,推动着建设工程市场朝着公开化、透明

化方向发展。但为了能够确保招投标工作价值的充分发挥,

还需要妥善做好相关监管工作,以确保各项招投标活动符合

国家法律要求,规范招投标行为,从而为我国建设工程行业

的可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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