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建筑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也

在不断的高速发展。中国加入WTO后，一方面有利于国内建筑市场竞争

机制的建立和市场秩序的规范，推动我国建筑市场的市场化和规范化进

程；另一方面，也给我国建筑业带来挑战，目前我国建筑业缺乏对国际

上先进的承发包模式的研究和应用，而在欧美、新加坡、香港等发达国

家和地区，对承发包模式的研究比较多。D．B总承包模式作为一种先进

的承发包模式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已得到成功广泛的应用。因此对D．B总

承包模式进行研究并将其应用到我国的工程建设项目上，对提高工程建

设管理水平、保证工程质量和投资效益、规范建筑市场秩序、与国际建

筑市场接轨具有重要的意义。

D．B总承包模式的关键技术是如何进行招标与评标，本论文即从此

问题入手展开研究。本论文通过分析D．B模式下的总承包类型，明确各

种总承包类型下业主招标前所需进行的准备工作，比较各承包类型之间

的优缺点、业主与承包商之间的风险承担，确定了D．B模式下的总承包

类型2作为研究的对象；通过参考国内外对D．B模式研究的文献、FIDIC

合同条件及国内外实际案例分析等，提出了适应国内工程建设的D．B模

式的招标程序及其具体内容；深入分析了D．B模式的核心部分(业主规

定的内容)，并结合我国的项目环境特点，提出了D．B模式应用于国内

所需的业主规定内容；综合各种评标方法的优点，建立了国内D．B模式

的评标程序和评标模型，构建了国内D．B总承包模式的评价指标体系，

按照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分开处理的原则，引入层次分析和模糊评判相

结合的综合评价模型对定性指标进行评判，对定量指标采用评标价法处

理。

选择应用D．B承发包模式，评出最有价值的承包商，可以大大提高

业主的投资效益。本论文提出的招标程序及评标模型，考虑了投标报价、

投标工期、承包商的技术和综合实力。进行科学合理的招标与评标，使

有实力的承包商发挥其技术优势，使综合实力最强的承包商中标，提高

了我国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水平。

关键词： D．B总承包模式；业主规定；招标；评标；最有价值；

总承包商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building industry

is developing rapidly as the pillar industry of the national economy．After

China entered WTO，one hand，it is benefit to form the mechanism of market

competition，on the other hand it is challenge to building industry．At

present，it is lack of 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the advanced project

management model．Project management mode is studied much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regions such as America、Europe、Singapore、Hong Kong．D—B

delivery system is successfully and widely used al ready in these countries

and regions．So it is important meanings to research on D—B delivery system

and to apply it to construction project of our country．It will improve

management level，guarantee project quality and investment benefit and

standardize building market order．

It is key to tender and evaluate bid for D—B delivery systems．This

paper will study the problems．this paper analyzes contracting types of D-B

mode and defines the owner’s preparation of the various contracting type．

By comparing the advantage，disadvantage and the risk between the owner

and the contractor of each contract type，it have confirmed general

contracting 2 type of D—B mode as the research target．Through consulting

the document of D—B mode both at home and abroad，FIDIC contract terms

and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actual case analysis about D·B mode etc，

this paper have put forward the bid procedure and concrete Content of D-B

mode which meet domestic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Analyzing deeply the

key part(employ’s requirements)of D—B mode and combining the

environmental characteristic of project of our country，this paper have put

forward employ’s requirements which can apply to the domestic project of

D-B mode；Compfehcnsive advantages of different tender evaluation

methods，it have set up the tender evaluation procedures and tender

evaluation models of domestic D-B mode，and set up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D·B mode．It deals with the qualitative index and the quantitative

index separately，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AHP analysis—model and the

fussy and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which are combined to evaluate the

qualitative indexes，it marks a price to quantitative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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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osing to use D—B mode and selecting out the best-value contractor，

it can improve the owner’s investment benefit greatly．The bid procedure

and tender evaluation model tha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nsider

co珀prehensiVely the tender duration， bidding price，technology and

comprehensiVe strength of contractor． Carrying on the bid and tender

evaluation with rational science，which call make the strong contractor play

its technological advantage and make the contractor with the most

comprehensive strength win the bid．So it has improved the management

level of construction project of our country．

Key words：design·build delivery systems；employ’s requirements；

tender；bidding evaluation；best-value；general contr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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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

先进的承发包管理模式是提高项目投资效益的前提，合理的招投标

程序是建立竟争有序的市场秩序的保证，科学的评标标准是选取对业主

最有价值的(best value)承包商的关键。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建筑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也在不断发展。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建

筑业总产值从1980年的286．93亿元到1998年10061．99亿元，再到2003

年的21865亿元，建筑业的产值在未来几年仍将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

中国加入WTO后，一方面有利于国内建筑市场竞争机制的建立和市场秩

序的规范，推动我国建筑市场的市场化和规范化进程；另一方面，也给

我国建筑业带来挑战，由于我国建筑业长期受计划经济的影响，致使国

内外市场产生隔阂，缺乏对国际上先进的承发包模式和项目管理模式的

研究和应用。而D．B总承包模式正是发达国家和地区应用的比较多的一

种先进的承发包模式，在国内对这种承发包模式的研究和应用还比较少，

因此对D．B总承包模式的研究，尤其是对这种模式中招标与评标的研究

具有重要意义和应用价值。

1．1研究背景

传统的承发包模式(design—bid．build)已有百年的历史，至今仍是一

种通用的模式，并且在我国是一种主要的承发包模式。但随着工程类型

的多样化、复杂化、业主要求的变化及承包商管理水平的提高，许多新

型先进的承发包模式不断出现，而每种管理模式都有其优势和相应的生

存空间，不可能也不应该用一种模式代替所有模式。

目前，在世界建筑业中，实行工程项目建设总承包是一种趋势，世

界上著名的225家大型工程公司中，大都具有总承包的能力，国际上不

少建设项目业主多采用总承包的形式招标。而近年来，D．B模式是在国

外建筑市场增长最快的一种承发包模式。英国皇家特许测量师学会(mCS)

和里丁大学(UniversitY of Reading)的研究表明，截止到1996年，D．B总

承包模式在英国建筑市场的份额已经达到30％111。美国设计一建造学会

(DBIA)的研究也表明，在美国，截止到2002年，采用D．B总承包模式的

市场份额已接近40％，到2005年，采用这种模式的将达到45％以上，超

过传统模式⋯。根据ENR，在新加坡，从1992到1996年期间采用设计



一施工合同的政府工程每年合同额分别是0．74、2．32、4．56、11．39和10．95

亿新元，可见增长速度之快【21。在香港，D．B总承包模式己在著名的汲水

门大桥(主跨430米，边跨160米)和汀九大桥(主跨448米及475米

的三塔式，边跨为127米)得到了成功的应用13l。前100家国际大承包

商以设计一施工形式完成的工业项目合同额1996年达360亿美元f21。20

多年来，D．B总承包模式的应用领域己发展到高技术建筑、办公楼、机

场、桥梁、高速公路、公共交通设旌及污水处理、住宅建设等项目。

我国也在积极发展总承包，建设部在2003年2月13日颁布了《关

于培育发展工程总承包和工程项目管理企业的指导意见》，文中指出工

程总承包主要有设计采购施工(EPC)／交钥匙总承包和设计．施工总承包

(D．B)，鼓励具有工程勘察、设计或施工总承包资质的勘察、设计和施工

企业，通过改造和重组，建立与工程总承包业务相适应的组织机构、项目

管理体系，充实项目管理专业人员，提高融资能力，发展成为具有设计、

采购、旌工(旌工管理)综合功能的工程公司，在其勘察、设计或施工总承

包资质等级许可的工程项目范围内开展工程总承包业务”l。工程勘察、

设计、施工企业也可以组成联合体对工程项目进行联合总承包。面对国

际和国内建筑市场的激烈竞争，采用先进的承发包管理模式，学习西方

发达国家的管理技术，与国际惯例接轨，是我国建筑企业发展的必由之

路。

1．2国内外承发包管理模式概况

1．2．1传统的承发包模式D．B．B(design．bid-build)

十九世纪工业革命之前，设计与施工是相结合的，项目承包方式由

建筑工匠承担所有的设计与旌工工作，这完全适应当时的建筑物结构形

式单一、施工技术简单的情况。工业革命后，业主对建筑物的功能要求

逐步多样化，使得设计和施工技术随之复杂化、系统化，进而分裂为两

个独立的领域。1870年，在伦敦出现了第一个采用“设计一招标一旌工”

的承包模式(design．bid—build)的项目，这种承包模式的做法是项目开始

时挑选合格的设计人员进行设计，然后根据设计图纸和招标文件进行招

标，选择合适的承包商签订合同进行施工。这种承包模式的优点是施工

前已完成主要的或全部的设计工作，选定的承包商往往是最低标的投标

者，业主可直接控制工程的设计和施工。这种承包方式到目前仍是世界

上应用最广泛的承包方式。在我国，这种承包方式更是如此。



正是由于设计与施工的分离，随着工程项目复杂性的增加，“设计一

招标一施工”的承包模式也就暴露出很多不可弥补的缺点：

(1)建设工期长：设计全部完成或主要部分完成后才可进行招标，

整个招标过程通常要经过资格预审一招标一投标一评标一合同谈判一签

约等步骤，这样就延长了项目的建设工期；

(2)设计变更多：由于地质条件的复杂性和设计人员缺乏施工经验，

导致设计图缺乏可建造性，施工时再进行设计交更，往往造成承包商索

赔，使业主蒙受损失；

(3)责任划分不清：工程出现问题时，施工方和设计方往往互相推

诿，使业主因争端和诉讼遭受损失；

(4)业主的合同管理、组织协调工作量非常大：业主要与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监理单位、供货商签订合同，这样就要求业主的管理水平相

当高，而这样的业主却相对较少。

这种模式招标程序简单有效，其合同结构组织如图1．1所示：

图1．1 传统合同格式

1．2．2设计一施工总承包模式D-B(design-build)

D．B总承包模式是业主与单一的总承包商签订合同，而该总承包商

负责项目的设计和施工乃至更广的范围。该总承包商可以是集科研、设

计、施工于一体的建筑集团，也可以是承包联合体。同时，在选定承包

商时，把设计方案的优劣作为一项重要的评标因素，以保证业主得到高

质量的工程项目。

D—B模式的发展经历了由“合”到“分”，再由“分”到“合”的发展进程a

在古希腊，大的教堂、公共建筑、土木工程都采用这种模式建造I”J。这

也是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和专业化协作程度很低、工程的复杂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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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高的原因。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建设规模的扩大，近代建设

项目由于投资大、结构和技术复杂原因，建设各方产生了专业分工，即

设计与施工由不同的承包商来进行。但随着业主要求的提高，即要求项

目产品高质量、快进度、低成本，再加上信息技术等高科技技术的高速

发展，专业分工的进一步整合重新被人们所认同，所以近年来，D．B模

式也是在国外建筑市场增长最侠的一种承发包模式。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设计一施工总承包模式在欧美、新加坡、

澳大利亚、香港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受到越来越多业主的青睐，根据美国

佛罗里达设计一建造模式研究小组的研究结果及英国项目管理专家的观

点，原因如下16J：

(1)传统模式下，业主对监理方控制工程预算和工期信心不足；

(2)传统模式下，当工程出现质量事故后，责任方不易清晰辨识，

设计方和施工方相互推诿责任，导致业主得不到充分的保障；

(3)传统模式下，由于在设计基本完成后才进行施工招标，这样对

工期紧的项目非常不利：

(4)传统模式下，由于设计方的原因，导致设计变更，结果出现承

包商向业主索赔工期和费用；

(5)传统模式下，需要业主有相当高的合同管理和技术水平，而恰

恰在这方面是大多数业主所缺乏的。

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设计一旄工总承包模式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工

程实践中逐渐出现了，它的合同组织关系如图1．2所示：

图1．2设计一施工合同组织关系

从这种合同组织关系和实践中可以总结出设计一施工总承包模式的

特点如下1111 2】【61：

(1)单一责任制，因为业主只和设计一施工总承包商签订合同，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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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出现质量事故责任明确；

(2)降低了整个项目的工期，因为业主较早就可进行招标，确定总承

包商。这样承包商就能够“边设计、边施工”，项目就可在较短的时间内

完成：

《3)减少业主多头管理的负担；

(4)由于设计一施工总承包模式往往采用固定总价合同，有助于业主

掌握相对确定的工程总造价；

(5)使承包商在设计时，会很自然考虑到建设项目的可施工性；

(6)总承包商在保证项目功能的前提下，发挥自己的技术优势和集成

化管理优势，降低工程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

(7)增加了设计一施工总承包商的风险，索赔的机会相应降低，同时

业主承担的风险也相应减少；

(8)业主对设计和施工的控制性相对传统模式会减小；

(9)招标与评标相对传统模式复杂的多，这要求业主在前期筹划阶段

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1．2．3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模式EPC(engineer／procurement／

construction)／交钥匙总承包

EPC是近年来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新的承发包模式，在国外，理论

界一直将它视为设计一施工模式的一个分支。1999年，国际咨询工程师

联合会(FIDIC)认识到这种模式与设计一施工模式的区别和它的广泛应

用前景，将原来的《设计一施工和交钥匙合同条件》划分为《工程设备

和设计一施工合同条件》和《设计采购旋工(EPC)／交钥匙工程合同条

件》两本单独的合同条件，从而确立了EPC交钥匙模式在承发包模式中

的独立地位。

EPC模式由承包商进行全部设计、采购和施工，提供了一个配备完善

的设施【71，在这种意义上的EPC模式除承包商的工作范围更广外，在其

他方面很接近设计一施工模式。

1．2．4施工管理承包模式CM(construction management)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西方国家出现了CM模式，在这种模式下，

业主与CM单位签订合同，由业主委托CM单位采取有条件的“边设计、

边施工”的生产组织方式来进行施工管理，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设计活

动，而CM单位与业主的合同通常采用“成本加利润”方式的这样一种承

发包模式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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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CM模式，项目除了业主、施工单位、设计单位之外，又增加

了一个重要角色一一CM单位，CM单位扮演着非常重要的建设组织者和

管理者角色，CM单位承担的主要工作有18】：

(1)缩短建设工期，要合理的确定合同结构和招标方案，制定周密

的项目进度计划，实现设计与施工的搭接；

(2)控制项目总投资，在项目的各阶段编制项目估算，并不断进行

调整，在设计阶段采用价值工程等手段，向设计单位提供合理化建议；

(3)在施工阶段，协调设计与施工单位的设计变更、各分包商之间

的施工。

这样就要求CM单位非常熟悉施工工艺、施工成本，并且能向设计

单位提供合理化建议，还要求CM单位具有很高的组织和管理能力。然

而，这种模式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设计与施工的分离的状态，只不过协调

矛盾由业主转给了CM单位。

1．3 D．B总承包模式的优缺点

比较D．B模式与其他模式的优缺点，对是否选择采用D．B模式是很

重要的，通过对各种模式的组织协调、招投标情况、投资控制、进度控

制、质量控制、合同管理等评价指标进行系统比较，可以分析出各种承

发包模式的优缺点。参考国内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总结如表1．3。

表1．3各种承包方式对项目管理的影响

传统模式 设计一施工 施】：管理模

评价指标 (D．B．B) 模式(D—B) 式一 CM)

差 由 好 差 中 好 差 d] 好

责任的完备性

组织协调 责任定义的准确性 V

组织控制程度 V V V

招标前期准备 V

招投标情况 招标复杂性

评标复杂性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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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3

传统模式 设计一施工 施工管理模

评价指标 (D．B．B) 模式(D．B) 式(CM)

差 中 好 差 中 好 差 由 好

交易成奉 V

工程成本 V V

投资控制
投资控制程度 V V

费用索碚 V

总工期目标

工程插动措接

进度控制 工程变更影响

工期索赔

进度目标控制 V

总功能日标保证

质量保证体系的一致性

质量管理的方便性

质量控制
质量的可控制性 V

质量问题的防治

质量问题争议

合同数量

责任划分

争执 V

索赔 V

合同管理 台同风险t业主)

合同风险(承包商)

信息淘通的便易性

信息的统一性

信息的麸享程度

监督协调 V

其他管理
管理环节 V

T作
管理成本和效率

通过表1．3所列的各种承包方式对项目管理的影响，可以看出D—B

模式的招投标是比较难以控制的，并且承包商承担的风险也远远大于其



他模式。同时D—B模式在组织协调、投资控制、进度控制、合同管理等

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

1．4国内外对D-B总承包模式的研究及应用概况

1．4．1国内的研究及应用情况

目前，国内对D·B总承包模式的研究还比较少，同济大学工程管理

研究所、华东建筑设计院等单位联合进行过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

还需对D·B模式做进～步的研究。天津大学的张水波、同济大学的孙继

德等对D-B模式都发表过综述性的文章，指出这种模式的关键技术是如

何进行招标、评标，指出我国目前要研究的问题f1 J【6
J；

(1)对我国已经采用这种模式的项目进行大规模的调查，总结经验

和教训；

(2)研究适合这种模式的项目环境；

(3)研究这种模式招标文件的编制方法以及选择承包商的标准和程

序；

(4)编制适用我国的这种模式的标准合同文本；

(5)研究这种模式下的总承包所具备的能力。

从目前D—B总承包模式在国内的应用来看，国内对这种模式应用的

项目很少，主要是由于我国建筑市场等各项条件不成熟，以及应用中未

能理解和掌握D．B总承包模式的运作规律造成的。在我国实业项目中，

有一些项目在应用D．B总承包模式时，就是因为未能理解和掌握D．B总

承包模式的运作规律，才在建设中出现了不应有的失误，造成了很大的

经济损失。例如1987年6月，中国有色金属华昌公司经投标承包了香泗

铁路专用线，承包内容包括初步设计、旌工图设计、工程建设及保驾运

营一年，工程承包投资3550万元，工期2年3个月，要求1989年底竣

工，结果1994年4月才正式交工，最终工程项目总造价6230万元19】。

造成影响工期的原因有：①土地征购、拆迁严重影响旌工，导致线路推

迟开工10个月。②当地外部环境没处理好，影响时间长达半年之久。③

建设资金没保证，是影响工期的另一原因。④项目管理水平低，也影响

了建设工期。造成投资大幅增长的原因有：①国家政策性调整，各类原

材料单价大幅度提高，人工费、机械台班费也作了相应的调整，这部分

增加的投资约1500万元，占调增投资的56％。⑦协调地方关系，增加

大量工程内容和赔偿费用，导致增加投资320多万元。香泅线综合造价

正线294．98万元／公里，铺轨205．04万元，公里。1985年省内的另一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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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设计标准和主要条件相差不大，它的综合造价正线327．32万元／公里，

铺轨221．31万元／公里，考虑到竣工时间的差异及建设条件特别是价格的

大变化，两者比较，以设计施工模式的香泗线的投资控制还是相当显著

的，但同时也暴露出很多问题。

当然目前在我国也有成功应用D．B总承包模式的项目，这对D．B总

承包模式在我国的推广应用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例如2002—2004年进

行的柳州双冲桥项目。本项目采取测量、钻探、设计、科研、施工总承

包，并在《中国建设报》公开发布信息，面向全国无标底公开招标，选

择勘测设计施工队伍，要求参加投标的独家投标人或者联合体投标人应

同时具有甲级地质勘察资质、甲级市政(桥梁)设计资质、施工总承包一级

资质。结果有4家投标入前来投标，专家通过对投标单位的设计、施工、

商务分别打分，综合得分最高的中标。最后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与中铁

大桥勘测设计院组成的联合体中标，设计方案位太桥全长4092．619米，

桥面总宽32．9米、6车道，其中主桥长415米，南引桥长1011米，北引

桥长1375米，中标的合同价格1．7896亿元。与批复的可行性研究26米

宽投资2．2228亿元相比，在增加桥面宽6．9米的情况下，降低投资4332

万元。该项目2002年7月31号开工，2004年8月6号通车，提前两个

月通车【11】。这个项目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成功的，但同时也有很多经验教

训值得我们去总结：①业主的前期征地工作不到位，造成承包方的诸多

麻烦。②从5月初到7月11日为投标人勘测、调查、设计、编制投标

文件时间，如果这段时闻再长一些，勘测、调查工作将做得更充分，这对降

低投标人风险非常必要。 ③投标人对隐蔽工程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结果出现很多设计变更、隐蔽工程的工程量加大。

1．4．2国外的研究及应用情况

在欧美、新加坡、香港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研究D．B总承包模式的

机构相对比较多，如英国的皇家测量师学会(RICS)、土木工程师学会

(ICE)、里丁大学(University of Reading)、美国的设计一施工学会

(Design．Build Institute of American)、建筑师学会(Americ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s)、总承包商协会(Associated General Contractors of

American)、UniversitY of Colorado、Georgia Institule of Technology、

universitv of Florida、美国很多州的交通部门等都对这种模式做了大量的

研究并已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另外，香港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新加坡

大学的学者们也对D—B总承包模式做了不同程度的研究。美国土木工程

学会数据库ASCE(The 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中收有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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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D·B总承包模式的论文和成果，有的学者对D．B总承包模式下承

包商资格预审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1 7-19】；有的学者对D．B工程项目成

功因素做了细致的分析【l引：还有的学者研究了业主对D．B工程项目的质

量管理L”J等。

同时美国等国家也在D—B总承包的研究开发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和研究力量。1997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资助的课题《Design／Build

Selector))，是由科罗拉多州大学开发的基于Web的决策支持系统，以决

定公共工程项目是否适合采用D．B模式(http：／／www．colorado．edu

／enginecring／ci、ril，db)。另外，美国的很多州的交通部门都有对D．B模式

的指导手册，如cDoT(colorado Department of Tfansportation，1997a．Rep．

Colorado Department of Transpoftation design／build manual．Denver；

WSDOT(Washington Department of Transporlation)．1999．Rep．design／build

process for highway projects．Olympia·

在国外D．B总承包模式的应用很广，本文在1．1节中也做了大量的

阐述，在此不再赘述。在D．B总承包模式下，美国各种基础设施类型所

占的比例【26】如图1．4所示：

图1．4 美国各种基础设施类型所占的比例

1．5本论文研究内容及研究意义

本章阐述了D．B总承包模式的研究背景、国内外承发包模式、D-B

总承包模式在国内外的研究及应用情况。我国在政策上、法律上、市场

方面基本具备了应用这种模式的条件，但D．B模式在我国仍无法大量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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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对业主来讲，应用这种模式的关键技术是如何做好招标工作，选择

最有价值(工程造价低、技术先进、工期短)的承包商，这也是项目成

功的关键所在。因此本论文对D．B模式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结合我国

目前工程建设的具体情况，建立了适合我国项目环境的D．B模式招标文

件，并构建了D．B模式的评标程序和模型，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确定D．B模式下的总承包类型：确定各种总承包类型下业主招

标前所需进行的准备工作，比较它们之间的优缺点、业主与承包商之间

的风险承担，确定选择总承包类型2，作为本论文迸一步进行研究的对象。

(2)D．B总承包模式的招标：初步总结出适应国内工程建设的D．B

模式的招标程序，以及招标程序内容。其中业主规定部分包括三部分内

容即一般规定、设计规定、施工规定，提出的业主规定表适合我国工程

建设发展的需要。

(3)D．B总承包模式的评标：主要是确定D．B模式的评标模型，评

出对业主最有价值的承包商。

选择应用D．B承发包模式，评出最有价值的承包商，可以大大提高

业主的投资效益。对承包商来讲，面对国内外建筑市场的激烈竞争，只

有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与国际惯例接轨，增强企业竞争力，

方能在市场竞争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深入研究D—B总承包模式，对深

化我国工程建设项目组织实施方式改革，加快与国际承发包方式接轨，

提高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水平，保证工程质量和投资效益，以及规范建筑

市场秩序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章D．B模式下的总承包类型

工程建设项目必须遵循一定的程序，工程项目从项目立项、可行性

研究、初步设计、技术设计、旌工图设计、施工到竣工验收、投入生产

或交付使用的整个建设过程中，各项工作必须遵循先后工作次序。这是

工程建设过程客观规律的反映，是工程项目科学决策和顺利进行的重要

保证。每一阶段的工作深度，决定着项目在下一阶段的发展，彼此相互

联系、相互制约。D．B模式的招标可以开始于不同的工程项目阶段，因

而被划分为不同的总承包类型。业主应该首先选择D．B模式下的总承包

类型，做好招标前准备工作，这是招标过程中很重要的一步，关系到招

标的成功与否，进而决定整个项目的成功与否。

本章通过分析D．B模式下的总承包类型，确定各种总承包类型下业

主招标前所需进行的准备工作，比较它们之间的优缺点、业主与承包商

之间的风险承担，确定选择能够最大发挥D．B模式优点的总承包类型一

一总承包类型2，作为本论文进一步进行研究的对象。

2．1 D-B模式下的总承包类型分析

做好D．B模式的前期准备工作，为D．B模式的招标做好充分的准备，

这其中存在项目从哪一阶段开始招标，以使双方能够更合理的分担风险、

最大发挥D—B模式优点的问题。D—B模式下的总承包类型可以从可行性

研究阶段开始，也可以从初步设计阶段开始，还可以从技术设计及施工

图设计开始。但是，当施工图设计完成以后再进行工程总承包，这种模

式就变成了施工总承包。如图2．1所示：



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技术设计 。施工图设计 ．施工

D．B模式F的项目总承包1

D，B模式下的项目总承包2

D．B模式下的项目总承包3

D，B模式下的项目总承包

施工总承包

图2．1 D．B模式的总承包类型

因此发挥D．B模式的优点，抑制D．B模式的缺点，可以使工程对承

包商更具有吸引力。下面分别对以上4种D．B模式下的总承包类型进行

分析评价：

一、D．B模式下的项目总承包1：

2004年7月22日，国务院颁布实施了《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

决定》，文中确立了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按照“谁投资、谁决策、谁收

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对企业不使用政府投资

建设的项目，一律不再实行审批制，区别不同情况实行核准制和备案制。

企业仅需提交项目申请报告，不再经过批准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

告和开工报告程序。政府对项目提交的项目申请报告，主要从维护经济

安全、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优化重大布局、保障公共利

益、防止出现垄断等方面进行核准。这就为这种承包类型提供了法律法

规的依据I”】。

显然，D．B模式下的这种项目总承包类型比较适合简单的、有类似

项目的资料、工程造价较低且容易确定出工程的投资、隐蔽工程很少、

地质条件不复杂的项目。对工程复杂的项目，用这种承包类型对双方的

风险都很大，对业主来讲，不能全面深刻的认识自己投资的项目，也不

能确定项目投资额和项目的建设方案；对承包商来讲，每个承包商都要

进行地质勘查、方案设计评估、并做进一步的设计方能确定工程造价以

进行投标，这样承包商承担的风险太大，投入很多精力和资金也可能投

标失败，承包商也就不会有积极性进行投标。所以往往不鼓励采用这种

类型的总承包。

从图2．2可以看出，这种类型的总承包业主只需提交项目申请书，获



得核准后业主就可进行招标。

二、D-B模式下的项目总承包2：

这种项目总承包是业主的项目申请书经核准后，业主请社会中介机

构的咨询工程师对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完成可行性研究后业主即可组

织人员编制招标文件进行招标。其中工程可行性研究需解决的问题包括：

①迸行市场研究，以解决项目建设的必要性；②进行工艺技术方案的研

究，以解决项目建设的技术可能性：③进行财务和经济分析，以解决项

目建设的合理性。工程可行性研究的内容为：

(1)项目提出的背景、投资的必要性和研究工作依据；

(2)需求预测及拟建规模、产品方案和发展方向的技术经济比较和

分析；

(3)资源、原材料、燃料及公用设施情况：

(4)项目设计方案及协作配套工程；

(5)建厂条件与厂址方案；

(6)环境保护、防震、防洪等要求及其响应措施；

(7)企业组织、劳动定员和人员培训i

(8)建设工期和实施进度；

(9)投资估算和资金筹措方式；

(10)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第四条项目设计方案及协作配套工程，对土建工

程而言，必须做详尽的地质勘查，采用D．B模式的业主为投标者提供这

些资料，就使所有的承包商不需要再重复性的进行地质勘查。业主虽然

投入了一定的资金，但减少了承包商准备投标书所需的资金和时间，降

低了承包商的投标风险，使工程对承包商更具有吸引力，提高了承包商

投标的积极性，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有效竞争。

这种项目总承包类型中，业主通过详尽的可行性研究，可以较深入

的了解项目的建设方案和投资估算；业主在地下工程的勘查方面投入了

很大的资金精力，但能够使承包商不需要为下一步设计做过多的假设，

对承包商来讲降低了投标报价的风险13扪，并且业主也能够将投资估算做

的更准确些，便于业主的投资决策。当然，承包商投标时还可以对业主

提供的可行性研究的设计方案做进一步的优化，提出对业主更有价值的

方案，以加大承包商的中标几率，这样就有机会使有实力的承包商发挥

其技术优势，使综合实力最强的承包商中标。这种类型的项目D-B总承

包适用于不同规模的工程，所以采用这种D．B模式的项目工程总承包应

该是可行的。

14



三、D．B模式下的项目总承包3：

这种项目总承包是业主获得项目核准后，进行详细的可行性研究，

再进一步的做完项目的初步设计，并由业主组织人员编制完标书进行招

标。初步设计文件，应根据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可靠的设计基础资

料进行编制，具体内容如下：

(一)初步设计的内容，一般应包括以下文字说明和完整的设计图

纸：

(1)设计依据；

(2)设计指导思想；

(3)建设地址概况；

(4)总体规划概况；

(5)建设规模；

(6)产品方案；

(7)原料、燃料、动力的用量及来源：

(8)工艺流程：

(9)主要设备选型及配置；

(10)总图运输：

(11)主要建(构)筑物；

(1 2)公用、辅助设施(包括水、电、路等外部配套工程)；

(13)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采用情况：

(14)主要材料用量；

(15)外部协作条件；

(16)占地面积和土地利用情况；

(1 7)环境保护和“三废”治理；

(18)消防；

(19)工业卫生和职业安全；

(20)抗震和人防措施；

(21)生产组织和劳动定员；

(22)各项技术经济指标；

(23)建设顺序和期限；

(24)生活区建设；

(26)总概算、总投资、总资金及资金来源。

(二)初步设计文件的深度应满足以下要求：

(1)比较、选择和确定设计方案：

(2)确定土地征用范围；



(3)进行主要设备、材料订货；

(4)确定建设项目投资；

(5)进行技术、施工图设计；

(6)进行施工组织设计：

(7)进行施工准备和生产准备等。

(三)总概算的深度应满足下列要求：

(1)设计总概算是初步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必须如实地反映设

计内容及设计标准，做到景价准确，其深度应熊满足控制投资、计划安

排和筹集资金的要求；

(2)设计总概算的编制原则、内容、计算办法、费率和费用标准必

须符合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设计概算必须包括项目建设全过程中所需的

全部合理费用。设计概算既要全面、客观、合理、符合工程实际，又能

利于控制工程投资；

(3)设计总概算应包括静态投资和动态投资。静态投资主要包括建

筑工程费、设备购置费、设备安装费、其它费用和基本预备费。动态投

资主要包括建设期贷款利息、汇率变动、投资方向调节税及国家新批准

税费和建设期价格变化引起的投资增加等。生产经营性项目还考虑铺底

流动资金。

这种项目总承包类型中，业主通过初步设计制定项目的设计方案后，

即可计算出设计的总概算，因此业主已经很清楚项目的总投资和建设方

案，承包商只是在初步设计的基础上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减少了承包商

的风险，这对承包商来说无疑是有利的。但是，这就要求业主花很长的

时间准备初步设计，在方案确定以后，承包商只是被动的完成业主尚未

完成的设计，不利于实力强的承包商发挥其技术实力，业主得到的技术

方案也不一定是最好的。这种项目总承包类型适用于不同规模的工程，

也是可行的。

四、D．B模式下的项目总承包4：

这种项目总承包类型一般针对技术复杂的工程，业主获得项目核准

后，进行详细的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在完成技术设计的内容后，组

织人员编制完招标文件后进行招标。技术设计应根据初步设计和详细的

调查研究资料进行编制，以进一步鳃决初步设计中的重大技术问题，如：

工艺流程、建筑结构等，使工程建设项目的设计更具体、更完善、技术

指标更好。

在业主完成设计方案、解决了重大技术问题的情况下，承包商只是

在此基础上进行施工图设计，而后进行施工。这种类型的项目总承包限



制了承包商的技术发挥，业主要花很长时间准备初步设计和技术设计，

影响了建设总工期。当然承包商的投标风险大大减少了，承包商不需要

花很长时间准备初步设计和技术设计，只要在施工图设计中多注意细部

设计、满足业主的美学要求即可。这种类型的项目总承包比较适合技术

非常复杂的工程项目，对一般的工程项目显然是多余的。

2．2确定D．B模式下的总承包类型

D．B模式下各种总承包类型各有其优缺点，选择哪种类型，对业主

的要求均不同，业主准备的工作也就不尽相同，因此在编制D—B模式的

招标程序时，要首先确定D．B模式下的总承包类型，以便于更准确的编

制招标程序。

在我国D．B模式的应用少，投资主体日趋多元化，业主对工程管理

的水平也不高，因此选择哪种类型以适合业主的要求是很重要的。本章

通过界定D．B模式下的项目总承包类型，分析业主招标前的准备工作以

及各种D．B模式下的总承包类型，以及总承包商和业主所面临的风险，

确定以第二种总承包类型作为编制招标程序的依据，即由业主聘请咨询

部门做详细的可行性研究，然后再进行招标。这种总承包类型使有实力

的承包商极大程度的发挥其技术优势，使综合实力晟强的承包商中标，

这样便能够使D．B模式的优点得到最大发挥，使招标过程中业主和承包

商承担的风险合理。

此外本论文建议，业主应选择在可行性研究阶段聘请的咨询工程师

继续协助自己进行以后的工作，包括招标与评标、设计与施工管理、直

至工程的竣工投产，因为咨询工程师从开始7就全面介入工程的管理，有

利于工程管理的连续性、高效性，这也是建设部《关于培育发展工程总

承包和工程项目管理企业的指导意见》所提倡的。



第三章D．B总承包模式的招标

招标是平等基础上的竞争，业主通过编制统一的招标文件，要求参

加投标的承包商严格按照招标文件的嫂定报价和递交投标书，以便业主

进行对比分析，选出对业主最有价值的承包商。D．B模式作为一种先进

的承发包模式，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已被成功的应用，而在我国的应用和

研究还很少。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结合我国的工程建设实际情况，对

D．B模式的招标进行深入研究，以使D．B模式更好的为我国建筑业服务。

本章通过参考国内外对D．B模式研究的文献、FIDIC合同条件及国

内外实际案例分析等，提出了适应国内工程建设的D．B模式的招标程序，

以及招标程序内容。深入分析了D．B模式的核心部分(业主规定的内容)，

并结合我国的项目环境特点，提出了D．B模式应用于国内所需的业主规

定内容，其中业主规定部分包括三部分内容即一般规定、设计规定、施

工规定。

本章主要研究内容：

●国内外招标制度总概述

●D．B模式的招标程序

●D．B模式招标文件的编制

3．1国内外招标制度的概述

由于建设工程的招标受各国法律制度、文化传统、外贸战略等因素

的影响，必然导致各国的招标制度的宗旨、内容、和形式不可能完全相

同，比如，就实行招标采购制度的目的而言，世贸组织和欧洲委员会的

出发点是要打开大门，参与国际竞争，确保自由贸易、消除歧视；而世

界银行的重点则在保护贷款人的利益，使贷款获得最佳的投资效益。不

同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的招标制度的根本出发点都体现了自身的利益，

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招标制度的实现也呈多样化。纵观各国、各地

区及国际组织的建设工程招标制度，主要模式有以下几种：

1．世界银行模式151

世界银行，即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是根据1944年7月布雷顿森林会

议签订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于1945年12月在美国华盛顿成

立的。世界银行的宗旨是向成员国以及瑞士和台湾机会均等的提供用作

生产性投资的长期贷款，以促进经济的复兴和发展，其贷款的对象是政



府或政府担保的私营企业。世界银行招标模式，适应于所有由世界银行

参与投资或提供优惠贷款的项目。其主要特点是：①、对项目采购强调

和贯穿三个基本理念，一是组织实施项目讲求经济性和效益；二是处理

项目发包承包事务必须公平合理，对所有合格的承包商要给予同等的竞

争机会；三是对借款国采取优惠措施(如评标时，借款国的承包商享受

7．5％的优惠)，以促进借款国承包业和制造业的发展；②、项目的发包

方式，主要(占60％一70％)是采用国际竞争性招标，并须以FIDIC合

同条款(主要是其第一部分“通用条款”)为项目管理的指导原则，承发

包双方还须执行由世界银行颁发的《世界银行采购指南》、《国际土木

工程建筑合同条款》、 《世界银行监理指南》等文件。此外，在有充足

理由和特殊原因的情况下，经世界银行同意，可以采用国际有限招标方

式发包；不宜和没有必要进行国际招标的工程，经世行同意，也可以采

用国内竞争性招标、国际或国内选购、直接购买、政府承包或自营等发

包方式；③、世界银行对项目的选择和项目的实施过程有参与意见和进

行监督的权利，对某些关键性问题如资格预审文件、招标方式、授标条

件、工程管理方法等，还有审查批准或决定权。

2．英联邦地区模式【”J

英联邦地区推行的招标模式，主要源于英国的做法。其主要特点：

①、认为国际竞争性招标方式不如国际有限招标方式优越，所以项目发

包方式主要是采用国际有限招标。其步骤一般是，对承包商进行资格预

审，确定有资格接受投标邀请书的企业名单；规定预选投标人的数目，

一般为4—8家；对拟邀请的承包商进行初步调查，发现无意投标的即换

上招标组织保留的一份常备的经批准的承包商名单中的另～家替补，承

包商也可主动谢绝邀请，这并不影响其以后的投标机会；②、项目招标

执行的文件，主要是英国土木工程协会(ICE)编制的《土木工程施工合

同条款》(ICE合同条款)、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编制的《建筑业标准合

同条款》(RBA条款、也称JCT条款、或称RIBA／JCT条款)；③、对

世界银行或国际多边援助机构援助的工程项目，在遵循援助机构的有关

招标规定和要求的前提下，常常以改良的方式实行国际竞争性招标，以

保持其传统特色。如：他们在发放招标文件时，习惯上都要将己发给招

标文件的承包商的数日告知投标人等。

3．美国招标模式Iz 6J

美国的招标制度是国际上最有影响的制度之一。美国的工程招标主

要有以下几个特点：①、 实行多渠道的工程招标制度和管理方法。美国

在传统上属普法系国家，但美国在工程招标方面实行的是多渠道的制度



和管理方法，其中应用的较普遍、影响较深远的合同条款主要有：美国

建筑师学会(AIA)制定的有不同种类的合同条款(AIA合同条款)：美

国总承包商协会(AGCA)发布的建筑工程分包合同标准格式(AGCA合

同文件第600号)；美国仲裁协会(AAA)制定的建筑业仲裁规则(AAA

仲裁规则)：美国工程师合同文件联合会(EJCDC)制定的建筑合同通

用条款(EJCDC条款)；美国联邦政府发布的联邦政府标准合同格式

(SF-23A合同)条款。美国各州都有工程招标的法律规定，执法很严；

②、工程招标的范围十分广泛。大中型工程要实行招标，小型工程也实

行招标，如1—2万美元的政府出资工程，也都实行招标，政府通常不设

日常办公机构加以管理；③、招标由业主出面，对投标公司无名额限制。

承包工程超过5万美元以上的投标，必须通过资格预审，承包商的公司

级别由专门确认信用的公司做资格审查，承包商只能承担相应级别的工

程量的工程，特殊情况只允许超过工程量的10％。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业主有权拒绝通过投标人资格审查或拒绝接受投标文件：资格预审中有

任何一项不合格的；没有支付前一项工程的帐单或有过工程欠款的；前

一项工程还未完工，不宣再接新工程的；对承包商以前或正在进行的施

工不满意的：有任何一项违约记录的；对承包人行为道德有疑虑的；④、

评标定标的原则，通常是投标报价擐低的投标人中标，在某些个别情况

下也有例外，如以投票得票最多的投标人为中标人。

4．法语地区模式126J

法语地区推行的招标模式，主要特点是项目发包通常采用询价式招

标和拍卖式招标。询价式招标是法语地区工程招标发包的主要方式，其

具体做法与世界银行所推行的竞争性招标差不多。询价式招标的主要特

点是：①、招标广告的内容与国际通行的做法有所不同，主要是允许投

标人根据招标细则的要求提出或推荐若干种方案，招标人的选择余地大；

②、开标方式是秘密的。

询价式招标一般分为公开询价式招标、有限询价式招标和竞争性询

价式招标。公开询价招标是指所有对招标项目有兴趣的承包商均可参加

投标报价。有限询价是指招标人根据发包工程的规模、性质和技术要求

等决定邀请一定范围的承包商参加投标。竞争性招标既可以是公开的，

也可以是有限的，其特点是增加了竞争内容，招标文件中有设计任务书，

没有工程量及价格清单，也没有详细概算书和特别说明书或专用条件。

在法语地区，一般采用公开询价式招标和拍卖式招标。

拍卖式招标是指以报价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在取得投标资格的投

标人的报价低于招标人的标底价格条件下，以其中报价最低的中标。其



主要特点是：①、投标人可以报总价、也可报单价。标底一般分为总价

标底和单价标底。总价标底是招标人根据工程各种因素计算出的能够接

受最高工程总价(投标报价不能超过标底价的20％，此即为授标极限)。

单价标底是招标人要求的以某一特定同业价目表或单价表为基础的投标

报价的最少降低数或百分比，或在招标人确定工程量、不规定基础价的

情况下业主能够接受的投标报价的最高价。依次为依据，拍卖式招标也

可分为总价式拍卖招标和单价拍卖招标；②、对各投标人的报价必须公

开宣布；⑨、至少有一家投标报价低于标底的就必须宣布中标结果；如

果报价全部超过标底的20％的，即为招标失败，招标人可对招标条件做

适当修改后重新招标。

5．独联体和东欧地区模式[261

独联体和东欧地区由于曾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他们

所推行的招标模式，与国际通行的做法区别较大，主要特点：①、议标

方式是主要的招标方式；②、不实行工程监理制度；③、承包风险大、利

润也大；④、合同不采用国际惯例、缺乏规范性。

6．国内招标制度的发展概述

我国的招投标制度起步较晚，以1984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改革建

筑业和基本建设管理体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城

乡建设环保部联合颁发的《建设工程招标暂行规定》为标志，我国建设

工程的招标投标制度正式实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建筑业改

革的深入，我国实行招投标工程比例逐年上升，全国绝大部分地市都建

立了招标管理机构，自1996年开始，全国各地市又陆续建立了建设工程

交易中心，把建设工程项目招投标纳入交易中心统一管理，实现了建筑

市场从无形到有形、从无序到有序、从隐蔽到公开的转变，把建设工程

招标投标的管理又推上了新台阶。长期以来，我们国家一直没有招标方

面的法律依据，直到2000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

实施，它是我们国家招标投标管理方面的第一部法律，为建设工程招标

投标实施与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

我国的《招投标法》对法定招标投标的项目是这样规定的，工程建

设项目包括项目的勘查、设计、施工和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项目有关的

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纳必须实行招标投标。这里的工程建设项目是指

各类土木工程的建设项目，既包括各类房屋建筑工程项目，也包括铁路、

公路、机场、港口、矿井、水库、通信线路等专业工程建设项目；既包

括土建工程项目，也包括有关的设备、线路、管道的安装工程项目。具

体的包括：①、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众利益、公众安



全的项目；②、全部或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③、使用

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

根据《招标投标法》的规定，我国的招标投标可分为公开招标和邀

请招标两种方式：公开招标即招标人以招标公告的方式邀请不特定的法

人或其他组织投标：邀请招标，是指招标人以投标邀请书的方式邀请特

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投标。 《招标投标、法》把议标方式排除在外，认

为议标不具有竞争性，不能算做一种招标方式110】。

《招标投标法》中规定评标应由招标人依法组建的评标委员会负责，

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评标委员会应当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标

准和办法，对投标文件进行评审和比较，招标人根据评标委员会提出的

书面评标报告和推荐的中标候选人确定中标人。确定中标人的原则：一

是能最大限度的满足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综合评价标准；二是能够满

足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并且经评审的投标价格最低Il⋯。

由于《招标投标法》实施的时间短，各方面的相应法规制度还不健

全，跟国际做法也没有完全接轨，所以我国招标投标仍处在一个初始阶

段，还没有一套成熟的理论和程序，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如：在确定供

应商、供货商的过程中“暗箱操作”，不通过公平竞争程序直接指定供应

商、供货商；招标投标程序不规范，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甚

至有些招标人与投标人进行权钱交易，行贿受贿，搞虚假招标；投标人

串通投标，进行不公平竞争；一些地方和部门在招标投标问题上搞地方

保护和部门封锁；做出违反公平竞争原则的规定，有的还利用行政权利

强行指定中标人等。这些现象既有悖于《招标投标法》，又不符合世界

贸易组织的有关规定，制定一套规范的招标程序指导招标投标活动，对

解决上述问题是有帮助的。

3．2 D．B模式招标程序的建立

资料显示，在国内采用D．B模式的项目还不多，这些项目的招标投

标程序都是业主依据国外的资料摸索制定的，招标方式以公开招标和邀

请招标为主。目前国内还没有形成一套系统规范化的D-B模式的招标程

序，为便于D．B模式在国内大范围推广应用，制定一套规范的招标程序

是必要的。本文通过参考国内外对D．B模式研究的文献、FIDIC合同条

件以及国内外实际案例分析，对D—B模式的招标做了一定程度的研究，

提出了适应国内工程建设的D．B模式的招标程序。

为使D．B模式的招标程序在国内具有广泛的适应性，本文在初步建

∞



立国内D．B模式招标程序时遵循了以下原则：

(1)程序上尽量体现招标投标活动“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2)能适应中国的惯例：

(3)能够帮助业主依据招标文件获得可靠的竞争性投标，使他们能

够迅速、高效地去评价每份投标文件；

(4)招标程序能够努力为承包商提供机会，鼓励他们对那些有资格

承担的项目邀请做出积极的反应；

(5)招标程序能够使招标费用降至最低，并能确保所有投标人得到

公平同等的机会，使他们按照合理可比的条件提交他们的投标文件；

(6)招标程序应尽可能的发挥D．B模式的优点，使有实力的承包商

能最大的发挥自己的技术实力和报价优势。

3．2．1 D．B模式的招标方式

《招标投标法》第十条规定，招标分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议标不

具有公开性和竞争性，因此不作为法定的招标方式。邀请招标和公开招

标程序的差别主要在于选择投标申请人的方式上：公开招标必须在国家

指定的媒体上公开发布资格预审公告，属非限定性竞争；邀请招标方式

下业主可根据以往的经验和资料以投标邀请函的方式选择特定的投标

人，属限定性竞争。除此之外，邀请招标的程序与公开招标基本是相同

的。所以业主在招标之前应该确定哪种招标方式。

在《国务院关于取消第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02124

号)取消了工程总承包资格核准的行政审批后，为加强对工程总承包工

作的监督管理，建设部印发了《关于培育发展工程总承包和工程项目管

理企业的指导意见》 (建市【2003】30号)。按照《指导意见》的规定，

《工程总承包资格证书》废止之后，没有对从事工程总承包业务的企业

设立专门的工程总承包资质。具有工程勘察、设计或施工总承包资质的

企业可以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工程项目范围内开展工程总承包业务，而

目前我国大部分企业都是勘察、设计、施工分离的企业。因此，在我国

大部分企业不具备设计施工于一体能力的情况下，进行邀请招标可能就

面临设计施工总承包商不足的问题。由此可见在目前的情况下，进行公

开招标，让勘察设计单位与施工单位组成联合体、由设计施工能力总承

包商进行投标是比较恰当的，这样才会产生更有效的竞争。

3．2．2 D．B模式招标程序

目前在发达国家，D—B模式的招标程序大多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

段就是资格预审程序，第二阶段是招标程序。参考国外的招标程序，并



结合国内传统模式的招标程序，本论文提出了国内D．B模式的招标程序。

具体内容如下：

一、 D-B模式资格预审程序

1．编制资格预审文件

·资格预审程序介绍

·项目信息

·资格预审申请书

2．资格预审公告

在国家指定的发布招标公告的媒体上发布资格预审公告说明：

·业主和招标代理机构

-项目概况(范围、位置、计划、资金来源等)

-颁发资格预审文件和提交资格预审申请书的日期

·申请资格预审须知

·资格预审的最低要求

·承包商资格预审资料的提交时间

3．资格预审文件的颁发和提交

颁发资格预审文件及调查表，要求每个公司／联营体提交如下资料：

-组织机构

·近5年的财务状况表

·近5年承担类似工程的经验

·拟派驻本工程的主要人员情况

·拟派驻本工程的机械设备情况

·近五年履约情况，包括工程项目的优良率、合格率、诉讼史情况

·拟安排本工程的设计分包商、施工分包商的情况

对联合体必须符合其他～些条件

·成员不得超过两家

·均通过资信登记，单独提交申请

·内部签协议，明确主办入及各方承担的责任

4．分析资格预审申请书

对公司／联营体结构、提交的资料进行分析

5．选择投标人，编制投标人名单

名单少于三家的，招标人应当依法重新招标。

6．通知申请人

二、D．B模式的招标程序

1．编制招标文件



·投标邀请函

·业主规定

·评标标准

·合同条件

·投标函、投标书附录和附件

·业主提供的技术资料(包括可行性研究报告技术方案、地质勘察

资料等)

2．颁发招标文件

·法定招标项目，招标文件自发出之日起至投标人提交投标文件截

止之日最短不得少于28天

3．投标人现场考察

·掌握现场的自然地理条件包括气象、水文、地质等情况以及这些

因素对项目实施的影响

·了解现场所在地材料的供应品种、供应渠道，设备的生产、销售

情况

-掌握现场所在地的空运、海运、河运、陆运等交通运输及运输工

具买卖、租赁的价格等情况

·掌握当地的人工工资及附加费用等影响报价的情况

-了解现场的地形、管线设置情况，水电供应情况，三通一平情况

．为贯彻《招标投标法》的保密原则，防止泄漏潜在投标人的名单，

踏勘现场应当单独组织

4．投标人置疑

·为贯彻《招标投标法》的保密原则，防止泄漏潜在投标人名单，

投标人答疑应当单独组织，并做文字记录

5．招标文件补遗

·招标人应当在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至少20日前

将澄清和修改的内容提交给投标人

．招标文件对已发出的招标文件进行必要的澄清或修改的，应当以

书面形式通知所有投标人

·招标人对于已发出的招标文件所进行的澄清或修改的内容视为招

标文件的组成部分，与已发出的招标文件具有同等的效力

6．投标文件的提交和接受

三、 D—B模式的开标、评标、定标程序

1．开标

·邀请所有投标人参加开标会议



·检查投标文件的有效性

·提交有效投标文件的投标人少于三家的，招标人应当依法重新招

标

·投标人唱标

·宣读并记录下因投标人迟到而被取消投标资格的投标人名称

2．初步审查投标文件

·拒绝基本上不符合要求的有重大偏差的投标文件，并通知有关投

标人

3．详细评审投标文件

-评标委员会根据评标标准评价投标文件，最终确定每份标书的评

审结果

4．初步确定中标人

-与中标人对技术方案、合同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

5．中标公示，在指定媒体公示下列内容：

·招标项目的名称、地点、建设规模

·招标人名称、地址、性质

·招标方式

·招标代理机构名称、地址、资质等级、法定代表人

-中标人名称、地址、资质等级、法定代表人

6．签发中标通知书

7．履约保证

8．编制合同协议书、签订合同

．招标人与中标人签订合同后5个工作日内，应当向中标人和未中标

的投标人退还投标保证金

9．通知未中标的投标人

3．3 D．B模式招标文件的编制

详尽的招标文件是项目运作成功的保证，按照我国《招标投标法》

的规定，招标文件应当包括招标项目的技术要求、对投标人资格预审的

标准、投标报价要求和评标标准等所有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以及拟签合同

的主要条款。招标文件既是投标单位编制投标文件的依据，也是招标单

位与将来中标单位签订工程承包合同的基础，招标文件提出的各项要求，

对整个招标工作乃至承发包双方都有约束力。建设工程招投标分为不同

种类，每个种类招标文件的编制内容及要求都不尽相同。目前，国内对



D—B模式的应用很少，并且没有标准的合同文本，因此确定从哪几个方

面对招标文件进行编制十分重要。根据国内外文献13111211“1，成功的D．B

模式合同应包括以下几个要素：

。详尽的工程可行性研究，包括全面的地质勘察资料、设计方案等

·尽早获得工程所需用地

·清楚识别工程范围

·工程对承包商有吸引力

·有机会让承包商发挥自己的技术优势(包括设计和施工)

·全面及详细的业主规定

·充足及详细的投标资格预审

·限制通过投标资格预审的数目

·要充分及详细的估计承包商的设计技术和施工技术

·要预留合理的时间进行投标工作

·要有完整和详细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措施

·要有合理的工期计划

D．B模式招标文件的内容应该充分体现出这些成功的要素。根据

FIDIC黄皮书《生产设备和设计一施工合同条件》和我国的《招标投标法》，

通常D．B模式招标文件的内容包括投标资格预审、业主规定、合同条件

和由投标人填写的投标函和资料表。下面就对这几项进行详尽的阐述分

析。

3．3．1 D．B模式投标资格预审

招标项目的投标人应当具有承接该项目的能力，这是项目中标后，

中标人能够切实履行合同义务，保质保量完成招标项目的前提。资格预

审是招标人发出资格预审公告或邀请，要求潜在投标人提交资格预审的

申请及有关证明材料，经过资格预审合格的方可参加正式的投标竞争。

进行资格预审是选择有能力的承包商的关键一步。投标资格预审包括：

①、投标人资格预审的标准。这点作为评标内容的一部分，将在下一章

做全面的分析；②、限制通过资格预审的数量：其一，由于D．B模式评

标比较复杂，数量太多会增大业主的工作量，在短时间内难以评判出中

标人；其二，通过资格预审数量太多，降低了投标人的投标热情，因为

这样降低了投标人的中标几率，造成了工程对投标人的吸引力不足；其

三，还可能大大降低投标人投标的技术含量，造成有效竞争不足。所以

限制通过限制资格预审的数量是十分必要和有效的，通常通过资格预审

的投标人数量限制在3～7家。



3．3．2 D．B模式项目的业主规定

业主规定是业主对承包商的工作指示，详细的业主规定对成功的D．B

模式项目关系重大，业主规定和承包商的技术计划两者之间的任何差异

或错漏所引起的问题由承包商负责，但当业主更改业主规定，会令工程

价格增加，因为更改业主规定会影响设计程序，增加设计费用和延长工

期等，这个责任应由业主负责。所以在D．B模式下项目的业主规定要清

楚说明工程范围、目的、设计和其他技术标准【36】。

业主规定因不同的工程项目会有不同的变化，本文提出的业主规定

是根据FIDIC出版的《生产设备和设计一施工合同条件》[361的内容、结

合我国工程建设的具体设计与施工管理138l总结而出。将业主规定分为三

部分内容即一般规定、设计规定、施工规定。一般规定主要是明确承包

商投标时的注意事项及业主的一般要求，一般规定中要清楚说明工程的

范围，因为工程范围定义的清楚与否直接影响工程建设的完整性，一般

规定具体包括工程范围、质量标准、工期要求、对未中标的承包商的经

济补偿、联合体要求、投标书格式等，值得注意的是对未中标承包商的

经济补偿是为了吸引承包商高质量完成投标书的任务，当然只有达到业

主规定的技术要求并且他的技术标得分大于规定值的承包商才可获得。

设计规定主要是针对承包商对项目的设计所提出的要求。对业主来讲，

工程的功能设计、设计技术要求是最重要的；地下工程的设计的深入与

否，影响着承包商的投标报价和设计技术可靠性；具体的设计规定包括

工程的设计功能、技术标准、设计技术先进可靠、设计荷载、地下工程

和水文条件、设计分包、美学及环境要求、设计人员标准、设计组织、

设计程序等做出明确的规定。施工规定是业主对承包商施工所提出的要

求，主要是对施工方案、旅工分包、施工机械、施工人员、安全文明生

产、环境保护、质量控制、进度控制、材料的试验与检验等的要求。下

面就通过表的形式列出业主规定的主要内容(详见表3．1)。

业主规定越是详细明确，业主承担的风险就越小，对以后的评标工

作也具有指导意义，承包商做的投标书也就会更加完整，承包商按照业

主规定做的越是深入、细致，中标的几率也就会越高。



表3．1业主规定内容

1．业主规定 一般1．1工程范围及位置 1．16可以提交投标文件替代方案

1．2工作程序 1．17颁发招标文件的补遗要求

1．3规格要求 1．18履约担保金额

1．4质量标准 1．19为业主人员的操作培训

1．5工期要求 1．20现场可供的的电、水等和其他服务

1．6承包商文件的份数 1．21环境约束

1．7业主取得的许可要求 1．22进场时间和开工时间

1．8要求达到的工程预期君的 1．23基础、结构、生产设备分阶段的占

用权或进入的方法

t．9承包商的组织结构 1．24对未中标的承包商的经济补偿

1．10投标书的格式 1．25操作和维修手册

1．11投标文件提交、修改、撤回要求 1．26总价合同是否因成本的改变面调整

1．12投标有效期要求 1．27预付款要求

1．13投标保证金 1．28支付期限和次数及合同方式

1．14现场踏勘和答疑安排 1．29支付的货币

j．15开标的时问和地点 1．30联合体要求

2． 业主规定一一设计

2．1设计功能要求 2．8设计分包要求

2．2设计工程的技术标准 2．9美学及环境要求

2．3 T程拟用材料和生产设备的技术 2．10设计审核批准程序

要求

2，4设计技术要求可靠、先进 2．11投标时承包商的设计深度要求

2．5设计人员的标准 2．12提交设计质量管理和进度控制计划

2，6放线的基准点、基准线和基准标高 2．13设计荷载

2．7地下工程和水文条件设计要求

3． 业主规定一一施工

3．1施工方案要求 3．6安全文明生产

3．2施工分包要求 3．7环境保护要求

3．3施工机械要求 3．8竣工试验

3．4施工人员要求 3．9竣丁图和工程的其他记录

3．5材料的试验与检验 3．10承包商提交质量控制和进度计划



3．3．3 D-B模式的合同条件

D-B模式的合同条件和业主规定是设计与施工合同的核心部分，通

过合同条件确定承包商和业主相互间的责任。按照FIDIC出版的《生产

设备和设计一施工合同条件》，D．B模式的合同条件共分20条，包括：

一般规定；业主；工程师；承包商；设计；员工；生产设备；材料和工

艺；开工、延误和暂停；竣工试验；业主的接收；缺陷责任：竣工后试

验；变更和调整；合同价格和付款；由业主终止；由承包商暂停和终止；

风险和职责：保险；索赔、争端和仲裁[361。

这20条包括167款，分别从合同文件管理，工期管理，费用和支付，

质量管理，环保、风险分担以及索赔和争端的解决等方面对合同双方在

实施项目过程中的职责、义务和权利做出了全面的规定。这些规定为业

主和承包商之间正式合同的制定提供了一个“起始点”，业主和承包商的

谈判过程中往往还需大量的修改和细化。下面对其中的问题进行分析：

一、D-B模式合同中主要事件的典型顺序

颁发 提交 颁发 开工 颁发 颁发

招标 投标 中标 日期 接收 履约

文件 书 函 让 止哥

缺陷

基准 通知

日期 竣工日期 期限

28 <驾 承包商
(2l

缺陷 天天
天 造成的

延误
遥知

投标期恒
剐胭 竣广 修补

担保函
>28天 试验 缺陷

L

罐诛il垂c|

图3,2 D．B模式合同中主要事件的典型顺序

担保函

二、D．B模式的合同管理方式

D．B模式的合同条件下，有业主、承包商、工程师三方。工程师是



由业主任命，履行合同中指派给他的任务。工程师可行使合同中规定、

或必然隐含的应属于他的权力。当对任何事项进行商定或确定时，工程

师应与每一方协商，尽量达成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工程师应对所有

有关情况给予应有的考虑后，按照合同做出公正的确定。工程师应将每

项商定或确定，向双方发出通知，并附详细依据。

三、D．B模式业主的权利和义务

·现场进入权

·许可、执照或批准

·业主的索赔

四、承包商的权利和义务

-承包商应按照合同设计、实施和完成工程，并修补工程中的任何

缺陷。完成后，工程应能满足合同规定的工程预期目的。

·承包商应严格履约取得履约担保，保证金额和币种应符合投标书

附录中的规定

·承包商不得将整个工程分包出去，承包商应对任何或雇员的行为

或违约负责

·承包商应根据合同中规定的或工程师通知的原始基准点、基准线

和基准标高对工程放线。承包商应负责对工程的所有部分正确定位，并

纠正工程的位置、标高、尺寸或定线中的任何错误。业主应对规定或通

知的这几项基准的任何错误负责，但承包商应在使用前，做出合理的努

力，对其准确性进行验证。

·承包商应建立质量保证体系，以证实符合合同要求。承包商应在

每～设计和实施阶段开始前，向工程师提交所有程序和如何贯彻要求的

文件的细节，供其参考。

-业主应向承包商提供其掌握的现场地表以下和水文条件包括环境

方面所有有关数据，供其参考，承包商应负责解释这些资料。

·承包商遇到他认为不可预见的不利物质条件，应尽快通知工程师，

此通知应说明物质条件以便工程师进行检验，并提出认为不可预见的理

由。承包商应采取合理措施继续施工，并应遵循工程师可能给出的任何

指示。

·承包商应为其所需的专用和临时道路，包括进入现场道路的通行

权，承担全部费用和开支。

·承包商应采取适当措施保护环境，限制由其施工作业引起的污染、

噪音及其他后果对公众和财产造成的损害和妨害。

·承包商应负责提供其所需的所有电力、水和其他服务。



·承包商应编制进度报告，一式六份提交给工程师。

五、承包商的设计和施工

-承包商应进行工程的设计并对其负责。应由符合业主规定中规定

标准的工程师或其他专业等合格的设计人员进行设计，承包商应将拟用

的每位设计人员和设计分包商的名称及详细情况，提交工程师，取得其

同意。

·承包商应按照业主规定的要求提交给工程师审核和批准承包商文

件。其中承包商文件包括业主规定的技术文件、为满足所有规章要求报

批的文件、竣工文件、操作维修手册中所述的文件。

·承包商承诺其设计、承包商文件、施工和竣工工程符合工程所在

国的法律、技术标准。承包商应编制并随时更新一套完整的、工程施工

情况的竣工记录，如实记载竣工的准确位置、尺寸和已实施工作的详细

说明。

·在竣工试验开始前，承包商应向工程师提供暂行的操作和维修手

册。

·承包商文件中有错误、遗漏、含糊、不一致、不适当或其他缺陷，

承包商应自费修正这些缺陷和其带来的工程问题。

·承包商应对生产设备、材料和工程进行规定的试验。

·每当任何工作准备好，在将其覆盖、掩蔽、或包装以便储存或运

输前，承包商应通知工程师，工程师应随即进行检查、检验、测量或试

验，不得无故拖延。如果承包商未发出此类通知，而当工程师要求时，

他应除去物件上的覆盖，并随后恢复完好。全部费用由承包商承担。

·如果从检查、检验、测量或试验结果，发现任何生产设备、材料、

设计或工艺有缺陷，或不符合合同规定，工程师可向承包商发出通知，

并说明理由，拒收该生产设备、材料、设计或工艺。承包商应立即修复

缺陷，并保证被拒收的项目符合合同规定。

六、开工、延误和暂停

·工程师应至少提前7天将开工日期通知承包商。

·承包商应在收到工程开工的开工发出的通知后28天内，向工程师

提交一份详细的进度报告，包括设计、施工等各个阶段的预期时间。

·在承包商已努力遵守了工程所在国依法成立的公菇当局制定的程

序、这些公共当局延误或打乱了承包商的工作、且此类延误或中断是不

可预见的条件下，承包商有权延长竣工时间，其中不可预见的原因：①

合同条件的变更规定：②异常不利气候：③由于流行病或政府行为导致

可用的人员或货物的不可预见的短缺；④由于业主或业主的其他人员造



成或引起的任何延误、妨碍或阻碍。

·工程师可随时指示承包商暂停工程某～部分或全部的施工，是承

包商的原因，承包商对此负责，如是工程师的原因，承包商因复工而遭

受延误和招致增加费用，承包商有权获得索赔的要求

七、竣工试验、业主接收、缺陷责任

·承包商应在竣工文件、操作和维修手册后，按照各项规定进行竣

工试验，以证明工程符合合同规定。

·如果工程未能通过竣工试验，工程师或承包商可要求按相同的条

款和条件，重新进行此项未通过的试验和相关工程的竣工试验。

·工程已按合同规定要求，承包商可在他认为工程将完工并做好接收

准备前不早于14天，向工程师发出申请接收证书的通知，工程师在收到

承包商的申请后28天内，应向承包商颁发接收证书。

·承包商应在工程的缺陷通知期限满以前，按照业主或工程师通知

的要求，完成修补缺陷或损害所需的所有工作。

·直到工程师向承包商颁发了履约证书，证明承包商完成合同规定

的其各项义务的日期后，才应认为承包商义务已经完成。工程师应在最

后一个缺陷期满后28天内颁发履约证书，或在承包商已提交所有承包商

文件并完成所有工程的施工和试验，包括修补任何缺陷。

八、变更和调整

·在颁发接收证书前的任何时间，工程师可通过发布指示或以要求

承包商提交建议书的方式，提出变更。

·有经验的承包商认为不可预见的物质条件下，可以提出变更。例

如地下发现化石、工程所在国的法律改变从而影响承包商履行合同规定

的义务等。

九、合同价格和付款

·采用固定总价合同，合同价格应为总额中标合同金额，如因合同

变更，应按照合同规定进行调整。

·当承包商提交一份保函时，业主应支付承包商一笔预付款，作为

用于动员和设计的无息贷款。预付款总额、分期付款的次数和时间安排，

以及实用的贷款和比例，应按投标书附录中的规定。

·承包商应在合同支付期限末(如无规定，则在每月月末)后，按

工程师批准的格式向工程师提交报表一式六份，详细说明承包商有权得

到的款额。这其中的款额包括承包商已完工程的款项、工程变更的款项、

承包商已运至现场的经检验合格的材料和生产设备且还未用在永久生

产设备上。



·在业主收到并认可履约担保前，不确认或办理付款。其后，工程

师应在收到有关报表和证明文件后28天内，向业主发出其中付款证书，

说明工程师公正确定的应付金额，并详细证明材料。工程师可在任一次

付款证书中。对以前任何付款证书做出应有的任何改正或修正。

-首期预付款，支付时间在颁发中标函后42天，或在收到履约担保

和预付款的规定提交文件后21天，二者中较晚的日期内。各期中付款

证书中确认的款额，支付时间在工程师收到报表和证明文件后56天内。

最终付款证书中确认的款额，支付时间在业主收到该付款证书后56天

内。

·当已颁发工程接收证书，且工程已通过所有的规定的试验时，工

程师应确认将保留金的前一半付给承包商。在最末的缺陷通知期限期满

日期后，工程师应立即确认保留金尚未支付的余额支付给承包商。

·在收到工程接收证书后84天内，承包商应向工程师递交竣工报表

并附证明文件，一式六份，列出：①截止到工程接收证书注明的日期，

按合同要求完成的所有工作的价值；②承包商认为应付的任何其他款

项；③承包商认为根据合同规定将应支付给他的任何款项的估算款额。

估算款额应在竣工报表中单独列出。

·承包商在提交最终报表时，应提交～份书面结清证明，确认最终

报表上的总额代表了根据合同与合同有关事项，应付给承包商的所有款

项的全部和最终的结算总额。

十、风险和职责

·承包商应保障和保持使业主免受以下所有索赔、损害赔偿费、损

失和开支的伤害；①任何人员的人身伤亡、生病、疾病或死亡，不论是

由于工程的设计、施工、竣工以及修补任何缺陷引起，或在其过程中、

或因其原因产生的除非由于业主的任何疏忽、故意行为或违反合同造成

的；②由于工程的设计、施工、竣工以及修补任何缺陷引起，或在其过

程中，或因其原因产生的；③由于承包商的任何疏忽、故意行为或违反

合同造成的。

·承包商应从开工日期起至颁发工程的接收证书之日止，承担照管

工程和货物的全部职责。此后，照管工程的职责移交给业主。

·业主的风险：

①战争、敌对行动、入侵、外敌行动；

②工程所在国内的叛乱、恐怖主义、革命、暴动、军事政变或篡

夺政权，或内战；

③由承包商人员以及承包商和分包商的其他雇员以外的人员，在



工程所在国内的骚动、喧嚣或混乱：

④工程所在国内的战争军火、爆炸物质、电离辐射或放射性污染，

但可能因承包商使用此类军火、炸药、辐射或放射性引起的除

外：

⑤由音速或超音速飞行的飞机或其他飞行装置产生的压力波；

⑥不可预见的，或不能合理预期一个有经验的承包商应已采取适

当预防措施的任何自然力的作用。

十一、保险

·应由承包商作为应投保方办理保险并保持有效：

·应对上面未列入业主风险的任何原因导致的所有损失和损害提

供保险：

·应对由于雇主使用或占用工程的另一部分而对工程的某一部分

造成的损失或损害提供保险，以及一个有经验的承包商无法预见的任何

自然力的作用提供保险。但提供的保险不包括下列部分的损失：①由于

本身设计、材料或工艺缺陷造成的处于缺陷状况的工程部分；②业主已

经接收的部分。

·由承包商履行合同引起的、并在履约证书颁发前发生的任何物质

财产的损失或损害，或任何人员的死亡或伤害(不包括承包商人员、业

主人员、工程师)，办理第三方责任险。此类保险对发生每次事件的保

险金额应不低于投标书附录中规定的数额，事件发生的次数不限。

·承包商应为由承包商雇用的任何人或任何其他承包商人员的伤

害、生病、疾病或死亡引起的索赔、损害赔偿费、损失和开支的责任投

保，并保持有效，其中业主和工程师也应由该保险单得到保障。

十二、不可抗力

·不可抗力是指某种特殊事件或情况，它满足以下四个条件：①一

方无法控制的；②改方在签订合同前无法对之进行合理准备的；◎发生

后，该方无法合理回避或克服的：④不能主要归因于另一方的。特殊事

件常指战争、叛乱、承包商人员以外的人员造成的骚动、战争军火、自

然灾害(地震、台风、火山爆发)。

·承发包双方应始终尽合理的努力，使不可抗力对履行合同造成的

任何延误减少至最小。

·不可抗力妨碍承包商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使承包商遭受延误和

增加费用，承包商有权提出索赔。

十三、索赔、争端和仲裁

·如果承包商认为根据合同条件的任何条款或与合同有关的其他规



定，他有权获得竣工时间的任何延长和任何追加付款，他应通知工程师，

说明引起索赔的事件或情况。该通知应尽快在承包商觉察或己觉察事件

或情况后28天内发出。如果承包商未能在上述28天期限内发出索赔通

知，竣工时间不得延长，承包商应无权得到追加付款，而业主应免除有

关该索赔的全部责任。

·对争端，双方应尽力以友好的方式解决。在友好方式不能解决的

情况下，双方可以通过任命的裁决委员会进行裁决。

3．3．4 D-B模式的投标函和投标书附录

投标函和投标书附录作为招标文件的一部分，其内容格式详见附录B

和附录C。

3．3．5资料和附件

由于本文是业主从完成详细的工程可行性研究后进行招标的，所以

由业主提供的资料应该包括：

·业主的方案设计及其图纸

·业主做的地质、水文勘察数据资料

-其他工地现场的一些数据资料等

业主提供的附件包括：

·投标保函

-履约保函

·预付款保函

·保留金保函

·业主支付保函

3．3．6评标标准

评标标准是业主选择最有利投标的主要依据，为了确保评标工作的

公开、公平、公正，应在招标文件中具体说明评标标准，根据D—B模式

的特点，对投标书裁定的主要依据包括：

·合同价格

·投标工期

·技术质量

·投标单位的综合实力

D．B模式的评标标准相对传统模式的评标标准要复杂的多，本文第

四章将对D．B模式评标标准做详细的研究。



第四章D．B总承包模式的评标

D．B模式是一种先进的承发包模式，招标与评标是这种模式的关键

技术。对业主来讲，选择最有价值的承包商(best．value)无疑是最重要

的，这里所说的最有价值是要求承包商报价低、技术可靠先进、工期短。

评标作为招标的重要内容，做好评标工作，选择对业主最有利的承包商，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项目的成功与否。本章通过参考国内外文献，建立

了适合我国工程建设项目需要的D．B模式的评标程序；通过分析研究国

内外对评标的研究成果，综合各种评标方法的优点，建立了D．B模式的

评标模型及评标指标体系。本章研究的主要内容如下：

●D．B模式评标与传统模式的评标区别

●D，B模式评标方法研究

●D．B模式评标程序分析

●D．B模式评标模型的建立

●D—B模式评标实例分析

4．1 D．B模式评标与传统模式评标的区别

国家计委等七部委颁发的《评标委员会和评标办法暂行规定》，评

标办法包括经评审的最低价法、综合评估法或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办法。

施工招标中，国内各地采用的评标标准主要有两种：百分制评标标准和

经评审的最低价中标标准。其中经评审的最低价中标标准将合同报价作

为最主要的评价指标；百分制评标标准则统筹考虑了投标文件的商务因

素和技术因素，是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施工招标评标标准。

施工招标评标标准中，合同报价所占的权重往往最大，国内把合同

报价指标的权重往往定在60％～80％这个很高的范围内，重报价是施工

招标评标的最主要特点。百分制标准的另一个主要特点：为使评标工作

直观、简单、具有可比性，标准中可采用的都是可以量化的指标，而对

一些不确定的不便于评标的因素，往往采用回避的做法。采用百分制评

标，如果投标人采用新技术、新的施工方案降低了工程造价，体现在投

标报价上，则极有可能因报价过低而被判为废标；另外投标人如果对项

目的设计提出可行的重大改进建议，降低了项目投资、优化了使用功能、

缩短了建设工期，但在采用百分制进行评标时，也不一定能中标。制定



百分制评标标准的初衷是为了倡导招标评标工作的公开透明，防止暗箱

操作，在这方面，百分制评标确实起到了作用，但在评价投标文件、择

优选择队伍方面却难以做到科学合理。下面是某市的施工招标评标百分

制评标标准(表4，1)：

表4．1某市施工招标的百分制评标标准

项目 分数 评价标准

满分60分，最终报价比评标价每增加0．5％扣2分。每
投标报价 60

减少0．5％扣1分。

质量目标符合要求者得1分。上年度企业质量一次验收

合格率100％者得2分，达不到100％的不得分．优良
工程质量 10

率在40％以上者得2分，以40％为基数，每增加10％

加1分，满分10分

商
该项目经理上两年度施工得工程中，获得国家级优良丁

项 业绩 10 程的得10分，获得省优工程的得7分，获得市优工程

务
目 的得3分

经 安全生
标 该项目经理上两年度施工的工程中，获得国家级安全文

理 产文明 5

明工地的得5分，获得省级安全文明工地的得3分
工地

社 类似工
3 企业一年来承建过类似工程每项工程加1分，满分3分

会 程经验

信 奖惩
2 一年来投标中每发生一次违规事故扣1分，扣完为止

誉 记录

工期安排合理得1分，工序衔接合理得1分．进度控制

技 点合理得1分，施工方案合理、先进得2分，机械设备

施]二组织
术 8 满足工程需要得1分，管理人员及专业技术人员配备齐

设计
标 全、劳动力组织均衡得1分．质量安全保证体系可靠、

文明施工管理措旅得力得1分，不足之处酌情扣分

D．B模式评标与传统模式评标的本质区别：D．B模式的评标是对投

标人设计能力、施工能力、投标报价、建设工期等指标的综合评价，传

统模式的评标则以投标人的投标报价为主。采用D—B模式的项目要求投

标人具有相当高的设计、施工能力，同时要求投标人具有相当高的社会

信誉、经济实力。D．B模式的大部分评标指标都很难用一个量化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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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并且D—B模式的评标指标多于传统模式评标指标，其评标过程要

远比传统模式复杂。采用D—B模式的项目，如果使用百分制标准和经评

审的最低价标准则很难科学、客观的评价投标文件，因此有必要研究一

种新的评标标准来适应D．B模式评标的需要。D．B模式的评标所涉及的

因素很多，许多因素又不能确切的量化，可以把D．B评标归类为一个复

杂的系统，建立一个综合评价模型对D．B模式评标是比较合适的。

4．2 D．B模式的评标方法研究

4．2．1现行评标方法研究

常用的评标方法有合理低标价法、综合评价法。

一、合理低标价法

合理低标价法是指评标委员会对各个投标文件按各项评标指标分别

做出评价，在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各项实质性要求的前提下，以投标

报价最低(投标报价低于成本价者除外)的投标人作为中标人。采用这

种方法，在投标文件经过初审(符合性鉴定、技术评估合商务评估)后，

投标报价继承为决定中标与否的最终依据。

合理低标价是国际上普遍采用的评标方法，其最大优点是能推动投

标人之间的充分竞争，以低价中标实现招标项目投资的最大节约。在运

用合理低标价法时，应注意评标初审的全面性和严格性，防止一昧追求

低价而使其他重要评标指标不合格的投标人中标。同时，对进入终审的

投标人的投标报价要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必要时要求投标人进行澄清，

以防投标人以低于成本价中标，给项目顺利实施留下隐患。

合理低标价法突出强调了投标报价在评标决策中的作用，对一般的

建设工程的评标无疑是实用的，对大型的复杂工程的评标，应综合考虑

多种因素基础上来确定中标人，因此不宜采用合理低标价法，而应采用

综合评价法。

二、综合评价法

综合评价法是指评标委员会对投标文件按招标文件规定的各项评标

指标逐一进行评估、比较，并对单项评估结果加以综合，择优选择中标

人的评标方法。采用这种方法，投标报价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投标人能

否中标。在实际操作中综合评价法可分为评议法、打分法和评标价法、

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灰色综合评价法应用于评标，下面分别

进行说明和讨论。



(一) 评议法

评议法通常采取专家会议的形式，由评标委员会对各投标文件审阅

后，在会议上对各评标指标进行定性的分析、讨论和比较，最终达成一

致意见，选择各指标都较优者为中标人，也可以用投票表决的方式确定

中标人。

这种方法简单易行，是招标形式在我国应用早期普遍采用的评标方

法。但在实践中，该方法越来越暴露出明显的缺点。

1．评价结果粗糙，一般是定性评语；

2．评价的主观性强，由于缺乏科学定量的衡量标准，专家对投标人

的评价只能凭主观印象，这样的评价结果难免有失偏颇；

3．在定性评价中，评议法之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容易使个别专家的

意见左右评标结果，而有时会因评价标准是较软的约束而出现意见相持

不下的局面。

(二)打分法

打分法是目前普遍使用的评标方法。它是根据招标项目情况预先设

置各评标指标对应的权重和评价标准，评标时评委依据评价标准对各投

标文件的指标进行评分，最后以加权总分最高者为中标人。具体计算步

骤如下：

设变量Pf(，=1,2爿3·j七)为评委，变量Q(f-1,2，3，．．jn)为指标，首先对不合

乎招标人强制性条件的评议对象予以剔除，只评议合乎条件的投标人。

设第．，个评委对投标人就第i项指标所评分数为Ri。则某投标人第f项

指标的得分为R，R一(R。+R：+R，+⋯+心)·|／七
而该投标人各项指标所得加权总分Ⅳ可以由下面的公式计算：

Ⅳ=罗彬·R臼‘‘
式中，雕为第f项指标在指标体系中的权重。

打分法的好处是简便易行，而且将各评标指标甩打分进行定量化后

进行比较，选出最好的投标文件，比只凭经验和直觉进行评价的评议法

更科学和规范。但该法在事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各评委独

立给分，受评委的知识经验和个人偏好的制约，主观随意性较大。而且，

有些指标(如投标报价)已经具有确定的数值，经评委打分换算成分数

后，部分的丢失了原始数据信息。再者，打分法对各评标指标权重往往

予以硬性规定，不能根据实际情况而变化，即便在具体项目中由决策人

打分确定权重，在评标指标体系指标较多、结构复杂的情况下，各指标

权重的精确性与合理性也值得怀疑。

(三)评标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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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法是综合考虑投标文件中投标报价以外的各项评标指标，并将

这些指标值运用特定方法换算成货币形式表示，然后在投标报价的基础

上增加或减去这些费用来得到综合评标价，评标价最低者中标。

该方法的优点是把各评标指标值都折算进评标价，各投标都在同一

单位一一货币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具有很强的直观性。缺点是，综合评标

价的换算有较大难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评标人的经验和水平，主观

干扰性大。

(四)模糊综合评价法

模糊综合评价法是运用模糊集合理论对某一对象多种影响因素进行

综合评价的一种方法，是模糊数学在多目标评价问题中的应用。所谓模

糊集合是指那些没有明确的边界，或者说是外延不明确的事物，例如对

评标体系中施工工艺的评价就是一个典型的模糊问题。用这种方法进行

评标包括如下步骤【39l：

1．构造评标指标集Ut每，，H2，⋯，“．}。

2．确定权数分配W一“，M，⋯，％}。这实际上是U中各元素心的权重。
当行较小时，可以请专家直接打分并进行平均得到权重；当靠较大、直接

确定有困难时，可以采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权重。

3．构造评语集V a k，V2，一j％}，即为评价等级的集合。如评语集

V=行艮好，较好，一般，差}。

4．组织评标人对每一投标的各个评标指标做出评语，并按各评语类

型所占比重确定单指标模糊评价向量。

设投标个数为P，有Ni(f一1,2，⋯，n)个专家对某投标的第i个指标进行评

判，得到M，个v1级评语，Ⅳj：个v2级评语，．．：，‰个v爪级评语，显然，
Ⅳ{。+M：+，⋯，+％一Ni，则可用ro-“／Ni表示从第i个指标着眼对某一投标第
，《，=1’2，．．-’朋)级评语的可能程度，即第f个指标属于第，评语的隶属程度，

I一(‘。，‘：，⋯，‰)就是y上的一个模糊集，表示从第i个指标着眼，对于某～
投标所作出的单指标的模糊评价向量。

5．计算第f个投标的模糊评价矩阵R(O。这是一个由评标指标集U到

评语集y的模糊映射(也可看做是模糊变换)。

R(‘)害

罐’氆’
世’吐’

； ；

r嚣r垃

⋯氆’
⋯捌
⋯ ；

⋯删

其中元素0。’表示第1个投标的第i个指标属于第，级评语的隶属度
O一1，2，⋯，p；i=1,2，-一，n；j=】'2，⋯，m)。

6．进行模糊综合评价，评判矩阵为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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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一Ⅳ。R(‘)一(wl，w2，⋯，％)。

水’趣’⋯棚
咄’吐’⋯趔

嘏’0：’⋯出

；盼)，6}’，⋯，砖’)

式中。为合成运算符，是广义模糊算子，进行综合评价时，可根据具体情

况选用适当的合成方式。具体到评标而言，一般采用(·，+)合成方式，即加

权平均的方法进行合成运算。即醇’=∑Ⅵ《7’(f一1,2，⋯，p；J=1，2，⋯，胁)。
月

7．对∥)进行归一化处理。若了67)≠1，采用归一化处理口(’)成为
倒。

扣。眇’，⋯，6i})l濮蝴。％卅j=1,2,---,m
、 ／ ／箭’

这样就可以看出，在对某个投标进行综合评价后，该投标对各等级评语

的隶属度占”J(f一1,2，⋯，P)的结果，我们就可以对该投标作出评判和识别。
8．计算综合评价值，并对投标方案排序。为了便于对各投标直观、

清楚的加以比较，可以对各归一化模糊评价向量进行综合，得出一个综

合评价值。从而达到利用全部评价信息并进行投标方案排序的目的。常

用方法如下：

设F一(，l，，2，⋯，，历y是分数集，为一个列向量，其中，，(，一1，2，⋯，棚)表示
第，级评语对应的分数，则第，个投标的最终综合价值为：

z”J=B”JF U=L2，⋯，p)

求出所有投标的各自z(f)值后，按zo)值由大到小对投标进行排队，次序靠

前者较优。

模糊综合评价法比专家打分法对问题的分析更为细致，对定性指标

的量化处理更为科学、合理，解决了评价过程中边界不清的问题，从而

使评价方法更为科学。但是，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来评价也有其不足之

处，这种方法为了求出各指标的隶属度，必须把指标值进行特征化，即

构造评语集并按其对各指标进行评判。这样，有些定量指标(如投标报

价)已经具有确定的数值，经特征化后，使原来确定的数值变成区间里

的模糊值，就会不同程度的丢失信息，因此便给评价结果带来误差，甚

至出现错误。

(五)层次分析法[401

层次分析法f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简称AHP)是美国运筹学

家，匹兹堡大学教授萨蒂(T．L．Saaty)于七十年代初期提出的，八十年代初

期引进我国，已成为一种常用的多属性决策方法。这种多目标属性分析

法把一个复杂问题表示为有序的递阶层次结构，通过人们的判断对决策



方案的优劣进行排序，它能够把决策中的定性定量因素进行统一处理，

显得比较简洁、系统，很适合在社会经济系统的决策分析中使用。层次

分析法形式简单、结构严谨、理论深刻，具有极其广泛的应用领域，在

多目标决策领域中有不可争辩的优先地位。

目前层次分析法已经在我国的经济分析和规划、能源和资源政策分

析、科研管理、人才预测和规划、产业部门规划、企业管理等许多领域

得到广泛的应用。

AHP法的步骤主要有：

1．对构成决策问题的各种要素建立多级递阶的结构模型。在深入分

析面临的问题之后，当问题所包含的因素划分为不同层次(如目标层、

准则层、指标层、方案层、措施层等等)时，用框图形式说明层次的递

阶结构与因素的从属关系。当某个层次包括的因素较多时，可将该层次

进一步划分为若干子层次。

2．对同一等级的要素以上一级的要素为准则两两比较，根据评定尺

度确定其相对重要程度，并据此建立判断矩阵。一般采用1～9及其倒数

的标度方法。

3．层次单排序及其一致性检验。通过判断矩阵A的特征根的求解

(AW=；LmaxW)得到解w，经归一化即为同一层次响应因素对于上一层次

某因素相对重要性的排序权值，这一过程称为层次单排序，为进行判断

矩阵的一次性检验，需要计算一次性指标为

CI。生§二!
n—l

对于1～9阶判断矩阵，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RI的值如下：

表4．2随机一致性指标RI

I阶数 1 2 3 4 5 6 7 8 9

『RI O．00 O．00 O．58 0．90 1．12 1．24 1．32 1．41 1．45

当随机一致性比率cR。!冬c o．10时，认为层次单排序的结果有满
删

意的一致性，否则需要调整判断矩阵元素取值。

4．层次总排序

计算同一层次所有因素对于最高层(总目标)相对重要的排序，称

为层次总排序。这一过程是从最高层次到最低层次逐层进行的。若上一

层次A包含m个因素A1，A2．⋯，A。，其层次总排序权值分别为d。，d：，⋯，％，

下一层次B包含n个元素且，垦，⋯，哦。它们对于因素月』层次单排序权值分



别为‰J，％，，⋯，％(当Bk与一，无联系时，％；0)。此时B层次总排序权值

可由表4．3给出。

表4．3总排序权值

权值 ＼层次 A1 A2 ⋯ Am
、

＼ P a
1

a
2

。一 a
m

B层次总排

层次兮＼＼ 序值

Ⅲ

B1 b11 b12 ⋯ blm 夏。叩，，

B2 b21 b22 ⋯ b2m 摹。叩：，

Bn bnl bn2 ⋯ bnm 善，口jb,j

5．层次总排序一致性检验。这一步骤也是从高到低逐层进行。如果

B层次某些因素对于A，单排序的一致性指标CIj，相应的随机性指标为

罗口fCI，

RIj，则B层次总排序随机一次性比率为：cR：毒L一。类似的，当CRt 0．1

荟叫，
时，认为层次总排序结果具有满意一致性，否则需要重新调整矩阵的元

素值。

AHP方法体现了人们决策思维的基本特征：分解、判断、综合，具

有系统性、综合性与简便性等特点。AHP法的核心在于通过两两比较来

构造判断矩阵，判断矩阵一经确定即可用多种方法求出排序权值，一些

学者先后提出了EM法(特征向量法)、LSM法(最小二乘法)、GLSM

法(几何最小二乘法)、LLSM法(对数最小二乘法)、LDM(最小偏

差法)等。值得指出的是，AHP法的缺点和限制条件是①、判断矩阵是

由评价者或专家给定的，因此必然受到有关人员的知识结构、判断水平

及个人偏好等许多主观因素的影响；②、判断矩阵有时难以保持判断的

传递性：③、评价方案中方案数的增减有时会影响方法的保序性；④、

综合评价函数采用线性加权和式，因而有属性的线性及独立性的限制。

44



(六)灰色系统关联分析法

灰色系统关联分析法是利用灰色系统理论关联分析的基本性质，根

据诸投标方案的指标数据列，构造出最优的技术经济指标参考数据列，

通过诸投标方案的指标数据列计算该最优参考数据列关联度，获得关联

度，即投标方案的优劣次序。

在评标工作中应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具有如下特点：①、这是一种发

展态势的量化分析比较方法，这种比较是系统统计数据列几何关系的比

较，认为评标系统中各投标单位的统计数据列所构成的曲线几何形状越

接近，则发展变化态势越接近，关联度就越大；②、通过计算各投标单

位的关联系数、关联度。择优选取中标单位。从而为制定决策、采取措

施提供了科学的依据。③、不会出现反常情况，如将正相关当作负相关

等反常情况。

灰色关联分析法有以下几个主要步骤：

1．确定比较数据列。在评标系统中，我们可以选择n个评价指标，

设第i个承包商的投标的评价指标数据列为xj。则蕾一k，^：，靠}。在此关
键是：把非量化的评价灰数指标作白化权函数的量化处理，例如承包商

的施工技术指标为非量化的指标。在招标工作中，各投标单位在这两方

面的资料，是根据专家小组评分得到的，对分量化的评价指标，作白化

权函数的量化处理的方法是通过建立白化曲线，即可分别求出各投标单

位在这两项指标的白化值。

以旄工技术这一指标为例，我们来求各投标公司在这指标上的白化

值。设对m个承包商，专家小组(n个专家)的评分结果为表4．4：

表4。4专家评分结果

＼家
承台八 1 2 n ‘‘；善～

-

1 X11 X12 X1“ 葺

一

2 X21 X22 X2n 也

-

m Xml Xm2 XmII
Xm



其中，x；j表示第J个专家对第i个公司在施工技术措施指标上由专家

小组评分的得分平均值。取当z；‰，白化值Y=1：取当工一‰，白化值
Y一0。建立白化啦线如图4．5，由函数Y=ax+6， 根据各承包商的得分平

均值玉得出其响应的白化值Yj。

2．确定参考数据列

确定参考数据列的原则是：参考数据列

的各项元素是从各个承包商评价指标数据列

里选出昂佳值组成的。在评标系统中，对于

报价、工期等评价指标，在构造最优参考数

据列时，应选取最小值作为参考数列相应的

元素，对施工技术，承包商信誉等评价指标，

则选该数列中最佳值(即最大白化值)作为数

据列相应的元素。设最优参考数据列为k}，则
f 、 l I

th，2 P％(1)，Xo(2)，⋯，％(。)，

V

xⅫ X— z

图4．5白化曲线

3．计算各个承包商的投标方案的评价指标数据列对于最优参考数据

列的关联度。为了求关联度，我们先求关联系数由下式：

皇⋯是比较数据列Xi的第k个元素与参考数据列xo的第k个元素的

关联系数。由关联系数岛恤)，求关联度，按公式：I=±罗§(。)，考虑各指
标在方案评价中影响程度不同，则把关联度进行加权讦算，得出关联度：

t，丢瓤鼽，
式中w㈨为各指标在评价中权重系数。在评价系统中，权重的分配

应尽可能符合实际，目前评价指标的权重的大多数是根据数理统计方法

或由专家小组确定的。～般的，关联度的值越大，其对应的承包商越理

想，根据计算出的各承包商的关联度值，可以评出最优的承包商。灰色

关联分析法应用于评标时的缺点在于：①、它只是从形式上找到一种最接

近理想点的承包商，而不能给出原因；③、存在一种可能性：n个指标中

当n．1个指标与所谓理想点非常接近，而只有一个距离非常远，但是该指

标却是起到关键作用的指标，这样用该方法却可能得到不尽如人意的结

果：③、由于计算关联度的方法不同，可能得到的评价结果也不同。

4．2．2 D．B模式评标方法的建立

大型复杂项目的评标是个复杂的多目标决策问题。这种复杂性表现

在：一方面，需要进行比较的评价指标很多且具有一定层次结构，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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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较结果的相对重要性要予以合理确定；另一方面，在各种评标指标

中，既有定量指标，又有定性指标。而对定性指标的评价是建立在评价

者的知识水平、认知能力和个人偏好之上的，很难排除人为因素带来的

偏差，这就使评价者在评价中提供的信息不确切、不完全。

D．B总承包模式评标是一个复杂的多目标决策问题。首先，D．B总

承包模式是由一个总承包商承揽这个项目所有的设计与施工的，这就要

求这个总承包商有很高的技术、经济实力，因此对总承包商的实力做一

个合理的评价是非常重要的；第二，D．B模式的技术标评审是对总承包

商的设计与施工全面的评审，所以如何建立D．B模式的评价指标，如何

合理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也非常重要；第三，D．B模式一般采用固定总

价合同，工期采用不大于业主规定的投标工期，对这些定量的指标是经

过处理后与定性指标一起进行综合评价，还是采用原来的数量与定性指

标分开评判，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通过上一节的阐述分析，可以看出各种评标方法的优缺点，所以应

该集中这几种评标方法的优点于一体对D．B总承包模式的项目进行评标

是本文所做的主要工作。本节结合国外的研究，提出了D．B模式的评价

指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了定性评价指标权重(定性指标主要是指对承

包商资格预审的评价指标和承包商技术标的评价指标)，用模糊评判法

对各定性指标进行了评价，并结合层次分析法得出的评价指标权重，得

出各投标人的技术标和资格预审得分；对定量指标投标报价和投标工期

进行评标价法处理，得出每个承包商的综合报价。然后将承包商的综合

报价与承包商的技术标和资格预审加权综合得分相比较，最终排出各个

投标的优劣次序，选出对业主最有价值的承包商。

4．3 D．B模式的评标程序

D．B总承包模式要求总承包商具有丰富的经验、相当高的设计和施

工管理水平，通过分析研究国内外的评标管理办法，两阶段评标己被大

多数业主所采用。两阶段评标即是把资格预审作为评标的第一阶段，再

对通过资格预审的总承包商的技术标和商务标进行评审，综合两阶段评

判，运用建立好的模型，选出对业主最有利的总承包。由于D—B总承包

模式的评标工作量非常大，所以通过资格预审的总承包商也往往限制在

3～7个。通过研究国外D．B模式的评标程序，结合我国工程建设项目的

实际需要，本论文建立了国内D．B总承包模式的评标程序，具体如图4，6

所示：



图4．6选择最有价值承包商程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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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D-B模式评标模型的建立

4．4．1 D—B总承包模式的评标模型

对业主来讲，选择最有价值的承包商要求承包商报价低、工期短、

质量标准高。所以评标也就是对报价、工期、质量做综合评判，用最科

学的评标方法评出对业主最有价值的承包商。

建立D-B模式评标模型的指导原则为；考虑投标工期与业主的计划

工期之差的时间价值、承包商的投标报价、承包商技术标和资格预审加

权综合得分，业主要求评选出的承包商技术标准越高，综合报价越低越

好越好。技术标准是通过技术标和资格预审加权综合得分体现出的，综

合报价是通过承包商的投标报价和投标工期的时间价值综合体现出来

的。

通过4．2节对评标方法的研究，可清楚的知道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

评判法对定性指标的评价是它们的优点，本论文将层次分析法和模糊评

判相结合，建立了多因素模糊层次综合评价模型，对定性指标进行评判，

其中D．B模式的定性评价指标主要是指承包商资格预审的评价指标和承

包商技术标的评价指标；同时本论文采用评标价法对定量指标进行处理，

其中D．B模式的定量指标主要是指承包商的投标报价和投标工期，评标

价法的优点是把各评标指标值都折算成评标价，各评价指标都是在同一

货币单位的基础上进行比较的。

综上所述，提出建立如下评标模型：

z：慨f华1 f：1,2，⋯，n (4．1)
＼ of ／

其中： VT；=叩y木仃一t)
Si=卢+只S+(1一卢)8碣
与战

z一满足业主条件的单位得分最低的综合报价

只一第i个总承包商的投标报价，单位为元

vZ,一第i个总承包商投标的工期时间价值

￡删一单位时间价值，单位为元／天
r一业主的计划工期，单位为天

Z一第i个总承包商的投标工期，单位为天

PSi一第i个总承包商的资格预审得分

(4-2)

(4-3)

(4·4)



强

墨一

卢一

品一

n

第j个总承包商的技术标得分

第i个总承包商的资格预审与技术标加权综合得分

赋予总承包商资格预审的权值

加权综合得分的最低要求分，它是能满足工程质量的最低要求

技术综合评分

综合得分大于S的承包商个数

该模型综合考虑了投标报价、投标工期、承包商的技术和综合实力，

选出单位得分最低的综合报价为最有价值的承包商。对业主来讲，工期

的时间价值主要是指缩短计划工期给业主带来的收益，可通过公式(4—

2)啊一叩y+仃一王)计算，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如何计算单位时间价值
叩y。叩y是由业主所决定，它必须在招标文件中明确规定以便让每个总

承包商都知道。目前国内外的研究还没有标准的计算方法，在美国，不

同卅l的交通部门有他们自己不同的计算方法，不同的行业也会有不同的

计算方法。们y可根据由于工期推迟一天给业主所带来的损失计算，例如

一座办公楼装修，工期如果推迟一天，uⅣ即为业主需要支付的租赁办公
楼一天的费用及其他一些费用之和：在公路建设方面，们y的大小可以等

于因承包商工期推迟一天而对承包商的罚款数额；【，Ⅳ也可根据由于工期
提前一天给业主所带来的收益计算，例如一座旅馆提前营业，uⅣ就可由
每天给业主所带来的纯收入所决定。

公式(4—1)中(只一暇)相当于承包商对业主的综合报价，对业主
来讲它的值越小越好；S是总承包商的资格预审(Ps,)与技术标(碣)
加权综合得分，可由公式(4—3)计算得到，它的值越大表明承包商的

综合实力越强，越有能力承揽此项工程，飓与碣的计算可见4．4．2节和
4．4．3节。目标函数z是满足业主条件的单位得分最低的承包商综合报价，

即为(只一髑)与Si的比值，z的值越小，表明承包商的投标对业主最有
利。

4．4．2 D．B总承包模式资格预审

D．B总承包模式的资格预审是D．B模式评标的第一阶段，所以本节

的主要内容就是建立D—B模式资格预审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模型。

4．4．2．1建立D．B总承包模式资格预审评价指标

作为一个科学可行的指标体系，它的建立遵循以下原则：

(1)、系统性原则：指标体系应能全面反映评价对象的本质特点，从

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来衡量投标企业的综合实力，以保证综合评价的全

面性和可信度；

(2)、不相容原则：将每一个指标看成是一个独立的、确定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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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方面的内容分别纳入不同的指标中，

复或相容；

(3)、易于操作原则：指标含义明确，

于掌握；

同一层次中的不同指标互不重

数据收集方便，计算简单，易

(4)、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相结合原则：通过横向比较，了解投标企

业在同行业中的位置和竞争能力，纵向比较揭示企业发展变化的趋势。

D—B总承包模式的资格预审主要是对总承包商的经济实力、信誉、

本工程拟安排的人员、机械设备以及分包商情况做综合的评价。参考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于2002年发布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

标文件范本》“”，本文在已有的评价指标(经济实力和信誉)之外，又增加了

一项评价指标(对本工程的计划安排)。评价指标体系可划分为3类7项指

标，具体内容如下表4．7所示：

表4．7 D—B模式资格预审评价指标体系

序号 一级评价指标 序号 二级评价指标

1．1 承包商的年营业额
1 经济实力

1．2 流动资金额与可贷款金额数量之和

2．1 近5年接过的类似工程情况
2 信誉

2．2 近几年的履约情况(合同完成率、工程优良率)

3．1 派驻本工程的主要人员情况

对本工程的计划
3 3．2 派驻本工程的机械设备情况

安排
3．3 派驻奉工程的分包商情况

4．4．2．2建立D．B总承包模式资格预审评价模型

通过4．2．2节的阐述分析，可知对定性指标的资格预审采用的是多因

素模糊层次综合评判决策模型，该模型的建立可分以下几步：

1．运用群决策层次分析法确定最底层评价指标的组合权重。

此模型采用GAHP方法确定评价指标权重，具体步骤如下：

(1)、由群决策组成员4(七=1，2，⋯，f)通过对准则层元素两两比较，建

立各自的判断矩阵P；∽) 式中，《为第k个专家认为i指标比，指标的

重要程度，判断时，可按(同样重要，1)、(稍微重要，3)、(明显重要，5)、

(重要得多，7)、(极端重要，9)的等级对各指标间的相对重要性进行判断。

如果认为各指标问的相对重要性介于以上5个等级之间，还可分别使用

2、4、6、8等数字来对指标间的相对重要性进行描述。

通过判断矩阵p的特征根的求解(P‘W’=A。，Ⅳ’)，对判断矩阵进行



一致性检验(①、计算一致性指标a一当署}，式中n为判断矩阵的阶数；
②、计算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R，，彤是多次重复进行随机判断矩阵特征值

的计算之后取算术平均数得到的，表4．8给出1～13阶矩阵重复计算1000

次的平均随机一致性；③、计算一致性c尺，CR；罟，当CRt。．1时，一般认
为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是可以接受的，否则需要调整判断矩阵，使之具有

满意的一致件。)。

表4．8一致性指标脚

l阶数 1 2 3 5 6 7 8 9 10 13

R1 0 0 0．52 0．89 1 1 2 l 26 1．36 1．4l 1．46 1．49 1．52 1．54 1 56

(2)、进行群决策协调，建立协调判断矩阵P。

P—kL。。 式中～=|n砖’『，从而确定判断矩阵P的最大特征根对应L⋯ J

的标准化特征向量，并进行一致性检验。

(3)、计算各层元素的组合权重。层次总排序需要从上到下逐层进行，

目的是算出最低层中各个元素对于最顶层决策目标的权重。若已知上一

层次中所有元素4，4，⋯，以的组合权重，其权值分别为al,a：，⋯，n。，本层次

包含n个元素E，最，⋯只，它们对于元素4的层次单排序的结果为

bi，噬，⋯，《怕B，与4无联系时，6；=oJ，则本层次中元素的组合权重可根据表
4．9进行计算。直至算出最低层次各项指标组合权重∥



表4．9组合权重

＼层次

权重 ＼A
4 4 A

口层元素组合权重测 口l 口2 ⋯ 口m

且 日 砰 ⋯ ” 6l 2酗研

岛 6i 霹 ⋯ b7 也‘善n属
●

：

E 噬 《 ⋯ b7 ‰。善n艇

为评价层次总排序计算结果的一致性，也需要应用与层次单排序类

似的方法进行检验，即：CI；善aiCli，RI=菩a,Rli，cR 2茜
CI一一层次总排序一致性指标；

RI一一层次总排序随机一致性指标；

CR一一层次总排序随机～致性比例。
2．确定评价因素集【，与评判集V

根据参评指标性质将其分成若干一级指标，再将每个一级指标分为若

干个二级指标，即：U=“，，“：，⋯，‰)，其中吨一“jl，％：，⋯，‰l(f=1,2，⋯，")，n为
～级指标个数，t为二级指标个数。设评判集为V=fVl，V2，一j‰J，m为评价
等级的个数，评判集是评判者对评价对象可能做出的各种评价的评判结

果所组成的集合，得出评价等级分值向量为D=ld，J，=1,2，⋯tn。

例如可设V={很好，较好，一般，差}， 设各评语的评价值

万；f90一100,75—90,60～75，40～60}，取其平均值D；{95，82，67，50J。
3．计算单因素评价矩阵R

对单个因素％(f z1,2，⋯一)评判，可得到V上的模糊集k，一：，⋯，‰}，组成

评判矩阵：胄；kR：⋯R。lr=(rqI。．，式中～E[0,1l J；1，2，⋯，m。在上述过程中，

关键是确定隶属度函数、计算隶属度咯。定性指标(因素)的隶属度确定，

通常采用模糊统计的方法。即：咕=该评语的人数／评价总人数a
4．综合评价

设各因素的权重W：(w】，％，⋯，％)，统筹兼顾各种因素的影响，采用“加



权求和型”广义模糊算子M(·，o)来计算各c；， 则综合隶属度

为：C=W‘Rt(c1，。2，一，％)，综合评分值船aC·D7。

4．4．3 D-B模式技术标评审

D—B总承包模式的技术标评审主要是对总承包商的设计和施工的技

术评审。通过建立设计与施工的一套完整的评价指标，运用多因素模糊

层次综合评判决策模型(方法同资格预审评审，在此不再赘述>求出技

术标评分醛一c-D7。本节根据第三章提出的业主规定内容(表3．1)，建

立了国内D．B总承包模式技术评审的评价指标，如表4．10所示：

表4．10技术标评价指标

1．1．设计功能 1．1．1．使用功能满足情况

1．1．2．实用、安全情况

1．2．1．设计工程的所需用的材料、设备质

量情况

1．2．设计质量保证、 1，2．2．设计技术的可靠性、先进性

控制情况 1．2．3． 基础处理技术措施情况
1．

1．2．4． 设计质量目标、控制措施情况
设

1．2．5．设计分包情况
计

1，3．1．总体布局的合理性

1．3．美学及环境要求 1．3．2． 自身结构的美观情况

1．3．3．对环境的影响情况

1，4．1，设计组织体系情况

1．4．设计组织 1．4．2． 设计进度安排及保障措施

1．4．3．设计与施工的协调性安排

2．1．旃工质量保证、 2．1．1．施工方案的可靠性、先进性

控制情况 2．1．2．施工分包情况

2．1．3．施工质量目标、控制措施
2．

2．2．施工计划组织安 2．2．1．旅工进度安排及保障措施情况
施

捧情况 2．2．2．施工总体布置的合理性
工

2．2．3．施工组织体系情况

2．3．安全文明生产、 2．3．1．安全文明生产措施情况

环境保护措施 2．3．2．环境保护措臆情况



4．5 D-B模式的评标实例分析

本章中上述章节已经建立了D．B总承包模式的评标模型，下面就应

用这个模型进行评标的实例分析。

某一桥梁建设采用D．B总承包模式，业主完成工程可行性研究后，

采取地质勘测、设计、施工总承包，公开发布信息，面向全国无标底公

开招标，选择勘测设计施工队伍，要求参加投标的独家投标人或者联合

体投标人应同时具有甲级地质勘察资质、甲级市政(桥梁)设计资质、施工

总承包一级资质，该工程计划工期630天，业主的每天时间价值uTv为

3．5万元。有五家联合体参加了资格预审，有三家通过了资格预审。随后

的时间三家承包商买取了招标文件，并递交了投标书。三家联营体的投

标价和投标工期如表4．11所示，现用已建好的模型对三家联营体进行评

标。

表4．11投标价和投标工期

承包商 投标报价(元) 投标工期(天)

田 188 493 590 590

乙 178 962 826 610

丙 173 952 000 615

1．首先根据已确定好的本项目的资格预审评价指标，运用层次分析

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对资格预审一级评价指标经济实力、信誉、对本工

程的安排构造判断矩阵，请五位专家采用1—9标度法对各指标的相对重

要性予以量化，第一位专家的判断矩阵： ．

P‘=
，求出k，一3．00，

M，t(otlll o．444 o．4螂进行一致性检验， a=每孚一33-_一231=o，查表得

R／：0．52，所以有CR—C1 jL，0。0。1，因此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从第
R1 0．52

二位专家到第五位专家的判断矩阵分别为：P：。

1—4

1

l

1—4

l

l

i

4

4

1—5

1—3

1

1—2

1

3

l

2

5

1～4

l

1

1—3

1

1

1

3

4



，经检验都具有满意的～致性。将以上五个判

P，k)。睦．247二．·308 0。．。2539223949 084 1 1其中：％；【斑《】泸，由此得出三指标的P，k)。13． 1 o。 I 其中：％；l卉《l’，由此得出三指标的
I． 1． I L“1 ’

权重w_(口，岛焉)t(o·122 o．413 o．465)， a一墨雪孚·三!；竿·0．0005，

CR．—C—I。—0．00—05．O．001《0．1。

①、经济实力的评价指标包括承包商的年营业颧、流动资金额与可

贷款金额数量之和。同理得五位专家的协调判断矩阵P．E 11，

A。。。t2，CI，t o，c墨-0<0．1，因此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wl-珏，噬)一(o．5,O．5)。
②、信誉的两项评价指标近5年接过的类似工程、近几年的履约情

况，同理得五位专家的协调判断矩阵尸一l玎，^。。z*2，a：*o，锄：-。c o．1，

因此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一瞬，蟹)一(0．5,0．5)；
③、对本工程的计划安排包括3项评价指标派驻本工程的主要人员

情况、派驻本工程的机械设备情况、派驻本工程分包商情况。回理得五

位专家的协调判断矩阵：

P。I，278 3’≯揣1，^。，一2．9997，CI，—n0001s,CR3*加．0003t0．1，因此矩阵具有
【0608 2．096 1 J

满意的一致性。嵋-∽，噬，霹)·(o．531,0．150,0．319)：

④、计算组合权重(详见表4．12)，并进行一致性检验，

an=∑3 qCIi=-0．00007，R／a=妻口}魁；一o．2697， CR总。一oI麟t olk总排序计算

1—4

2

l

1—5

1

l一2

l

5

4

l～3

1

l

1—3

1

l

1

3

3



表4．12 资格预审评价指标

一级评价 一级指标 序 二级评价指标 二援指 二级指标

序 指标 权重 号 标权重 组合权重

号

l O．1 22 1．1 承包商的年营业顿 O．500 0．06l

经济实力

1，2 流动壹金额与可贷敕金额数量之和 0．500 0．061

2．1 近5年接过的类似工程情况 0．500 0．206

2 信誉 0．413 2，2 近几年的履约情况(合同完成睾、工 O．500 0．207

程优良苹)

对本工程 3．1 撮驻奉工程的主要人员情况 O．531 0．247

3 的计划 0．465 3．2 派驻本工程的机械设备情况 O．150 O 070

安排 3，3 掘驻奉工程的分包商情况 O，319 0．148

2．确定评价因素集u和评判集v。评价因素集就是表4．12所列的二

级评价指标共7项，评判集V。椒好，较好，一般，差}，设各评语的评价值

万。{如一100，75～90，60—75，40—60'，取其平均值D。{95，82，67，50}。下
面有5位专家对各承包商资格预审的二级评价指标做出评判，对甲承包

商的评判详见表4．13。可计算出甲承包商资格预审综合得分93．4分，同

理可以计算出乙、丙承包商的资格预审分数PS分别为89．8分和83．3分。

表4．13 专家评判表

一缓评 序 二锾评价 指标综合 专家评价等级

价指标 号 指标 权重wj 好 较好 一般 差

(95) (82) (67) (50)

1．1 承包商的年营业额 0．061 5(1)

经济
1．2 流动资金额与可贷 O．061 5(1)

实力
款金额数量之和

2．1 近5年接过的类似工程 O．206 5(1)

信誉 2．2 近几年的履约情况(受列 0．207 4(0．8) 1(0．2)

奖励、惩罚情况】

对本工 3．1 派驻本工程的主要^员 0．247 4(0．8) 1(0．2)

程的计 3．2 派驻奉工程的机械设备 O．070 5(1)

划安排 3．3 派驻本工程的丹包商 0．148 4(0．8) 1(0．2)

综合隶属度 0．8796 O．1204

综合评价结果
综合得分 93．4

说明：括号前的数字为专家对此指标的投票人数，括号内的数字为隶属度七一该评语的人数／评价总人数



3．根据已确定好的本项目技术标评价指标，和资格预审确定指标权重

的方法一样确定技术标评价指标的权重(详见表4．14)。5位专家对三家

承包商的技术标做出评判，得出甲、乙、丙的评分TS分剐为88．1分、

85．5分、80．6分。

4。运用已建好的模型，将数据代入4．4．1节中公式(4—1)、 (4—

2)、(4—3)、(4—4)，其中公式(4～3)中赋予资格预审的权值口=

0．25，S。定为80分。可以计算甲：

VT_=L呵y}(丁一z0 J=35000 X(630—590)一1400000元

禺一声+只砩+(1一卢)4z砩=0．25X93．4+0．75X88．1=89．4分如(警)_些铲--2092769．5元／分，同理可以求出
z 6=2058462．2元／分，z日=2133173．4元，分，这样就可选择最小的z值

(乙承包商)作为该项目的中标商。

通过模型的应用，可以分析得出承包商必须报价合理、投标工期短、

技术先进才能中标，否则根据这个评标模型很难中标。目前我国已经加

入WTO，建筑业市场面临着国内和国际的激烈竞争，如果本评标模型能

够应用，则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承包商全面提高自身素质、增强竞争力，

这对国内建筑业的健康发展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表4．14技术标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 一级指 二级指 三缎指 三级指标

标视重 标权重 标权重 综合权重

1．设计 0．622

1．1．设计功能 0．345

1．1．1．使用功能满足情况 0．694 0．149

1．1．2．实用、安全情况 0．306 O．066

1．2．设计质量保证、控制情况 0．431

1．2．1．设计工程的所需用的材料、设备质量情况 O．180 0．048

1．2．2． 设计技术的可靠性、先进性 0．405 0．109

1．2．3．基础处理技术措艟情况 0．253 0．068

1．2．4． 设计质量目标、控制措施情况 0．094 0．025

1．2．5．设计分包情况 0．068 0．018

1．3．美学及环境要求 0．118

1．3．1总体布局的合理性 O．251 0．018

1．3．2自身结构的美观情况 0．216 0．016

1．3．3对环境的影响情况 0．533 O．039

1．4设计组织 0．106

1．4．1设计组织体系情况 0．169 O．011

1．4．2设计进度安排及保障措施情况 0．374 0．025

1．4．3设计与施工的协洒性安捧情况 0．457 0．030

2 施工 O．378

2．1．施工质量保证、控制情况 0．606

2．1．1．施工方案的可靠性、先进性 O．527 O．121

2．1．2．施工分包情况 O．203 0．047

2．1．3．施工质最目标、控制措施情况 O．270 0．062

2．2．施工计划组织安排情况 0．277

2．2．1施工进度安排及保障措施情况 0．462 0．048

2．2．2施上总体布置的合理性 O．279 0．029

2．2．3施1二组织体系情况 O．259 O．027

2．3安全文明生产、环境保护措旌情况 O．117

2．3．1 安全文明生产措施情况 0．500 0．022

2．3．2 环境保护措施情况 O．500 0．022



结束语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固定资产投资呈逐年递增的趋势，特别

是大中型项目的增长速度非常快，建筑科技的发展使建设项目的结构、

工艺、技术日趋复杂化，在建筑市场的承发包管理方面，虽然我国陆续

引进了一些国际承发包管理模式，但一些现有的项目承发包模式已不能

适应发展的需要、建筑理论的不足、项目管理模式的单一化势必会影响

项目投资效益的发挥，进而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大局，因此完善我国的

建筑理论具有熏要的现实意义。

D．B总承包模式是一种先进的建筑承发包模式，从二十世纪八十年

代开始，这种模式在欧美、新加坡、澳大利亚、香港等发达国家和地区

受到越来越多业主的青睐，并且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说明D．B模式在国

际市场中具有旺盛的生命力。D—B模式在进度控制、投资控制、质量控

制、合同管理等方面的独特优势预示其在国内也将具有广阔的应用市场，

建设部在2003年2月13日颁布了《关于培育发展工程总承包和工程项

目管理企业的指导意见》，文中指出工程总承包主要包括设计采购施工

(EPC)／交钥匙总承包和设计一施工总承包(D．B)，鼓励具有工程勘察、设计

或施工总承包资质的勘察、设计和施工企业，通过改造和重组，建立与

工程总承包业务相适应的组织机构。然而我国建筑市场各项条件仍不成

熟，从目前D．B总承包模式在国内的应用来看，其应用的项目还比较少，

并且有些项目在应用中也未能理解和掌握D．B总承包模式的运作规律。

这就使研究D．B总承包模式招标文件的编制方法以及选择承包商的标准

和程序，成为目前我国D．B总承包模式研究中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本论文正是在国际国内建筑市场、国内政策法规的形势下，对D．B

模式和其他模式的优缺点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比较，站在业主的角度，对

D．B模式下的总承包类型、业主的招标前准备工作、业主的招标与评标

做了详细的研究。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结合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

在国内首次提出了国内D，B总承包模式下业主规定的具体内容；构建了

国内D．B总承包模式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现有评标方法的优缺点分

析，建立了国内D．B总承包模式的评标模型，试图把D．B模式中国化后

应用到工程管理中，提高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水平，保证工程质量和投资

效益，与国际惯例接轨。

在工程建设项目中应用D．B总承包模式时，科学合理的招标评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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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和承包商来说无疑非常重要。对业主来讲，选择应用这种承发包模

式，通过招投标，评出最有价值的承包商，对业主的投资效益是显而易

见的；对承包商来讲，面对国内外建筑市场的激烈竞争，只有不断提高

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增强企业竞争力，方能在市场竞争大潮中立于不

败之地。

本论文虽然在D．B模式下的总承包类型、业主招标前的准备、招标

和评标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如果具体应用到工程项目上，还需要注意

以下几个问题：(1)并不是所有的项目都适合采用D．B模式，对什么样

的项目适合采用D．B模式值得深入研究；(2)D．B模式的风险合理分担

问题也值得深入研究； (3)评标指标及其权重在不同的项目中会有不同

的变化。

D-B模式在国内的发展应用还不成熟，尚在探索实践阶段。现有参考

资料不是很多，限于时间的仓促和作者的水平，论文中难免有不妥之处，

诚恳的请有关专家给予批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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