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工程评标工作指引（试行）

为规范评标委员会的评标行为，充分发挥评标结果对定标工

作的参考作用，特制定本指引。

一、评标步骤

评标委员会应按以下步骤进行评标：

（一）各评标专家独立对各投标人技术标书分别进行评审；

（二）各评标专家独立对各投标人商务标书分别进行评审；

（三）评标委员会集体汇总各评标专家对各投标文件的评审

意见；

（四）评标委员会出具《评审意见汇总表》；

（五）评标委员会确定进入定标程序的投标人名单，出具评

标报告。

二、单个评标专家的独立评审技术标书

单个评标专家应对所有进入评标环节的投标人分别进行独立

评审，出具评审意见。

（一）根据招标文件《技术标书评标要素表》，对各评标要

素逐条进行评审，指出存在优点的具体事项，或指出存在缺陷或

签订合同前应注意和澄清的具体事项。对评标要素逐条评审时，

应当给出具体的评审意见，不得以“合格、不合格、可行、不可

行、优、良、中、差”等分级、评价性意见代替。

（二）各评标要素评审完成后，对该投标人给出综合评价等

级，分为“合格”与“不合格”，其中“不合格”仅限于投标文

件违反国家强制性条文标准的情形或出现招标文件否决性条款规

定的情形。

三、单个评标专家的独立评审商务标书

（一）根据招标文件《商务标书评标要素表》，对各评标要

素逐条进行评审，出现违反国家强制性条文标准、违反招标文件

否决性条款规定或评标要素表中规定为不合格的情形的，评价等



级为“不合格”，其他均应评定为“合格”。

（二）招标文件中设置有成本参考价的，评标专家应同时对

投标文件中提供的证明材料进行评审，认定其是否属于投标报价

低于成本的情形。

（三）各评标要素评审完成后，对投标人给出综合评价结论，

分为“合格”和“不合格”。评标要素中有任意一项或以上为“不

合格”的，综合评价等级为“不合格”；每项评标要素评价等级

均为合格的，综合评价等级为合格。评标专家发现投标文件存在

签订合同前应注意和澄清的事项等情形的，应当在评标结论中指

出。

四、评标委员会集体汇总对同一投标人的评审意见

在各评标专家独立对所有投标人评审完成之后，评标委员会

应集体汇总各评标专家对同一投标人的评审意见。

（一）根据招标文件《技术标书评标要素表》和《商务标书

评标要素表》，对“评审要素”逐条进行汇总。汇总单条“评审

要素”的评审意见时，评标委员会组长将各评标专家对该投标人

该评审要素的评审意见罗列在一起，集体讨论后形成评标委员会

集体对该投标人该评审要素的评审意见。

（二）评标委员会集体对同一投标人给出综合评价等级。

（三）评标委员会在汇总各评标专家意见时，如果有评标专

家对汇总意见持保留意见的，则应在《评审意见汇总表》中注明。

（四）投标人综合评价等级为不合格的，仅需指出不合格的

具体原因，不必再指出投标文件优点和存在缺陷或签订合同前应

注意和澄清的事项。

各评标要素的评审意见以及综合评价等级要求与本指引第

二、三条相同。

评标委员会给出不合格的综合评价等级时，应当向投标人说

明情况，允许投标人进行答辩。

五、评标委员会集体会签《评审意见汇总表》



在评标委员会集体对所有投标人完成本指引第三条的汇总工

作后，直接汇总形成《评审意见汇总表》，各评标专家集体会签。

汇总《评审意见汇总表》时，某一投标人的所有优点汇总在

一个方格之内，表现为“【评标要素名称 1】+优点的具体事项；

【评审要素名称 2】+优点的具体事项……”。同理，某一投标人

的所有“存在缺陷或签订合同前应注意和澄清事项”也汇总在一

个方格之内，表现为“【评审要素名称 1】+存在缺陷或签订合同

前应注意和澄清事项，【评审要素名称 2】+存在缺陷或签订合同

前应注意和澄清事项……”。

六、评标委员会集体出具评标报告

评标委员会集体会签《评审意见汇总表》后，确定进入定标

程序投标人名单，并出具评标报告，评标工作完成。

附件：参考示例



附件：参考示例 1

招标文件中的《技术标评标要素表》

技术标评标要素表

招标工程名称： 投标人：

序号 评标要素 评审内容 优点
存在缺陷或签订合同

前应注意和澄清事项

1
工程重点难点与

技术措施

工程重点难点、对应技术措施和施

工关键技术工艺把握及应用情况。

2

质量管理

体系与措施

质量管理体系和材料采购、过程控

制及检验、分项措施情况。

3

安全管理

体系与措施

安全管理体系，单位工程安全防护

方案、防护措施情况。

4

工程进度

计划与措施

工程进度计划、关键路径和进度控

制措施情况。

5 合理化建议 结合实际提出的合理化建议。

6 其它意见 对投标文件的其它意见。

综合评价等级：囗合格 囗不合格 不合格原因：

评标专家： 评标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1.本表适用于评标专家独立评审使用。



2.指出各评标要素的优点、存在缺陷或签订合同前应注意和澄清事项。

3.综合评价等级分为“合格”或“不合格”两个等级，“不合格"仅限于投标文件违反国家强制性

条文标准的情形或出现招标文件否决性条款规定的情形。

招标文件中的《商务标评标要素表》

商务标评标要素表

招标工程名称： 投标人：

序

号
评标要素 评审内容 评价等级 不合格原因

1 总价
投标报价不得高于最高投标限价。

投标报价不得低于成本。
囗合格 囗不合格

2
不 可 竞 价 费

用

暂列金额、暂估价等不可竞争费用

与最高投标限价中一致
囗合格 囗不合格

3 规费税金 规费税金符合相关规定。 囗合格 囗不合格

4 不平衡报价 不得存在不平衡报价情况。 囗合格 囗不合格

5 清单格式 清单格式符合招标文件要求。 囗合格 囗不合格

6 其它内容
不得存在招标文件规定的其它情

形。
囗合格 囗不合格

综合评价等级：囗合格 囗不合格 不合格原因：

工程报价中存在的问题及对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的风险警示：

评标专家： 评标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1.本表适用于评标专家独立评审使用。

2.出现招标文件否决性条款规定的情形的评价等级为“不合格”，其他均应评定为“合格”。3.综

合评价等级分为“合格”或“不合格”两个等级，评标要素中有任意一项或以上为“不合格”的，

综合评价等级为“不合格”；每项评标要素评价等级均为合格的，综合评价等级为合格。评标专家

发现投标文件中存在签订合同前应注意和澄清的事项等情形的，应当在评标结论中指出。

专家A对X公司的独立评审结果

技术标评标要素表

招标工程名称： 投标人：

序

号
评标要素 评审内容 优点

存在缺陷或签订合同

前应注意和澄清事项

1
工程重点难点

与技术措施

工程重点难点、对应技术措施和施

工关键技术工艺把握及应用情况。

重点、难点突出，

措施得当。

2

质量管理

体系与措施

质量管理体系和材料采购、过程控

制及检验、分项措施情况。

3

安全管理

体系与措施

安全管理体系，单位工程安全防护

方案、防护措施情况。

4

工程进度

计划与措施

工程进度计划、关键路径和进度控

制措施情况。

路径清晰可行，逻

辑清楚。

5 合理化建议 结合实际提出的合理化建议。
合理化建议第 2 项可

行性差。

6 其它意见 对投标文件的其它意见。



综合评价等级：√合格 囗不合格 不合格原因：

评标专家：专家A 评标日期： 年 月 日

商务标评标要素表

招标工程名称： 投标人：

序

号
评标要素 评审内容 评价等级 不合格原因

1 总价
投标报价不得高于最高投标限价。

投标报价不得低于成本。
√合格 囗不合格

2
不 可 竞 价 费

用

暂列金额、暂估价等不可竞争费用

与最高投标限价中一致
√合格 囗不合格

3 规费税金 规费税金符合相关规定。 √合格 囗不合格

4 不平衡报价 不得存在不平衡报价情况。 √合格 囗不合格

5 清单格式 清单格式符合招标文件要求。 √合格 囗不合格

6 其它内容
不得存在招标文件规定的其它情

形。
√合格 囗不合格



综合评价等级：√合格 囗不合格 不合格原因：

工程报价中存在的问题及对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的风险警示：

评标专家： 专家A 评标日期： 年 月 日

专家B对X公司的独立评审结果

技术标评标要素表

招标工程名称： 投标人：

序

号
评标要素 评审内容 优点

存在缺陷或签订合同

前应注意和澄清事项

1
工程重点难点

与技术措施

工程重点难点、对应技术措施和施

工关键技术工艺把握及应用情况。

重点难点理解透

彻，措施合理。

2

质量管理

体系与措施

质量管理体系和材料采购、过程控

制及检验、分项措施情况。

有完善的质量管理

体系。

3

安全管理

体系与措施

安全管理体系，单位工程安全防护

方案、防护措施情况。

有完善的安全管理

体系。



4

工程进度

计划与措施

工程进度计划、关键路径和进度控

制措施情况。

X工序施工时间跨越

春节，需考虑预留更

多时间。

5 合理化建议 结合实际提出的合理化建议。

合理化建议第 3 项

能够有效提高施工

效率。

6 其它意见 对投标文件的其它意见。

综合评价等级：√合格 囗不合格 不合格原因：

评标专家：专家B 评标日期： 年 月 日

商务标评标要素表

招标工程名称： 投标人：

序

号
评标要素 评审内容 评价等级 不合格原因

1 总价
投标报价不得高于最高投标限价。

投标报价不得低于成本。
√合格 囗不合格

2
不 可 竞 价 费

用

暂列金额、暂估价等不可竞争费用

与最高投标限价中一致
√合格 囗不合格



3 规费税金 规费税金符合相关规定。 √合格 囗不合格

4 不平衡报价 不得存在不平衡报价情况。 √合格 囗不合格

5 清单格式 清单格式符合招标文件要求。 √合格 囗不合格

6 其它内容
不得存在招标文件规定的其它情

形。
√合格 囗不合格

综合评价等级：√合格 囗不合格 不合格原因：

工程报价中存在的问题及对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的风险警示：起重设备台班费略高于市场价。

评标专家： 专家B 评标日期： 年 月 日

专家C对X公司的独立评审结果

技术标评标要素表

招标工程名称： 投标人：

序

号
评标要素 评审内容 优点

存在缺陷或签订合同

前应注意和澄清事项



1
工程重点难点

与技术措施

工程重点难点、对应技术措施和施

工关键技术工艺把握及应用情况。

采用的措施需保证设

备和技术人员持续投

入。

2

质量管理

体系与措施

质量管理体系和材料采购、过程控

制及检验、分项措施情况。

3

安全管理

体系与措施

安全管理体系，单位工程安全防护

方案、防护措施情况。

防护措施相对落后，

可以优化。

4

工程进度

计划与措施

工程进度计划、关键路径和进度控

制措施情况。

进度科学合理，工

期响应提前于招标

文件要求。

5 合理化建议 结合实际提出的合理化建议。
合理化建议第 2 项性

价比低下。

6 其它意见 对投标文件的其它意见。

施工总平面布置、特

别临时排水排污设施

布置不合理，易引发

周边居民投诉。

综合评价等级：√合格 囗不合格 不合格原因：

评标专家：专家C 评标日期： 年 月 日



商务标评标要素表

招标工程名称： 投标人：

序

号
评标要素 评审内容 评价等级 不合格原因

1 总价
投标报价不得高于最高投标限

价。投标报价不得低于成本。
√合格 囗不合格

2
不可竞价费

用

暂列金额、暂估价等不可竞争费

用与最高投标限价中一致
√合格 囗不合格

3 规费税金 规费税金符合相关规定。 √合格 囗不合格

4 不平衡报价 不得存在不平衡报价情况。 √合格 囗不合格

5 清单格式 清单格式符合招标文件要求。 √合格 囗不合格

6 其它内容
不得存在招标文件规定的其它情

形。
√合格 囗不合格

综合评价等级：√合格 囗不合格 不合格原因：

工程报价中存在的问题及对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的风险警示：

评标专家： 专家C 评标日期： 年 月 日



专家D、专家E对X公司的独立评审结果省略

评标委员会集体对X公司评审意见汇总过程

评标要素表（汇总过程）

招标工程名称： 投标人：

序

号

评标要

素
优点 优点（汇总）

存在缺陷或签订合

同前应注意和澄清

事项

存在缺陷或签订合

同前应注意和澄清

事项（汇总）

1

工 程 重

点 难 点

与 技 术

措施

【专家A】重点、难

点突出，措施得当。

【专家B】重点难点

理解透彻，措施合

理。

重点难点理解透

彻，措施合理得当。

【专家C】采用的措

施需保证设备和技

术人员持续投入。

采用的措施需保证

设备和技术人员持

续投入。

2

质 量 管

理 体 系

与措施

【专家B】有完善的

质量管理体系。

有完善的质量管理

体系。

3

安 全 管

理 体 系

与措施

【专家B】有完善的

安全管理体系。

有完善的安全管理

体系。

【专家C】防护措施

相对落后，可以优

化。

防护措施相对落

后，可以优化。

4

工 程 进

度 计 划

与措施

【专家A】路径清晰

可行，逻辑清楚。

路径清晰，逻辑清

楚，工期响应提前

于招标文件要求。

【专家B】X工序施

工时间跨越春节，

需考虑预留更多时

X工序施工时间跨

越春节，需考虑预

留更多时间。



【专家C】进度科学

合理，工期响应提

前于招标文件要

求。

间。

5
合 理 化

建议

【专家B】合理化建

议第 3 项能够有效

提高施工效率。

合理化建议第 3 项

能够有效提高施工

效率。

【专家A】合理化建

议第 2 项可行性

差。

【专家C】合理化建

议第 2 项性价比低

下。

合理化建议第 2 项

可行性差、性价比

低下。

6
其 它 意

见

【专家C】施工总平

面布置、特别是临

时排水排污设施布

置不合理，易引发

周边居民投诉。

施工总平面布置、

特别是临时排水排

污设施布置不合

理，易引发周边居

民投诉。

7
商 务 标

书

【专家B】起重设备

台班费略高于市场

价。

起重设备台班费略

高于市场价。

综合评价等级：√合格 囗不合格 不合格原因：

评标专家： 评标日期： 年 月 日



评标委员会集体会签《评审意见汇总表》

评审意见汇总表

招标工程名称：

序

号
投标人名称

综合评

价等级
优点

存在缺陷或签订合同前应

注意和澄清事项

1 X公司 合格

【工程重点难点与技术措

施】重点难点理解透彻，措

施合理得当。

【工程重点难点与技术措

施】采用的措施需保证设备

和技术人员持续投入。



【质量管理体系与措施】有

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

【安全管理体系与措施】有

完善的安全管理体系。

【工程进度计划与措施】路

径清晰，逻辑清楚，工期响

应提前于招标文件要求。

【合理化建议】合理化建议

第3项能够有效提高施工效

率。

【安全管理体系与措施】防

护措施相对落后，可以优

化。

【工程进度计划与措施】X

工序施工时间跨越春节，需

考虑预留更多时间。

【合理化建议】合理化建议

第 2 项可行性差、性价比低

下。

【其它意见】施工总平面布

置、特别是临时排水排污设

施布置不合理，易引发周边

居民投诉。

【商务标书】起重设备台班

费略高于市场价。

2 … … … …

3 … … … …

… … … … …

评标委员会签名：

评标专家保留意见

专家姓名 评标专家对汇总意见持保留意见的情况（注明涉及的投标

人、评审等级、具体的优点、存在缺陷或签订合同前应注意

的澄清事项）

专家签名

无。



参考示例 2

商务标定性评审表

招标工程名称： 投标人：

一、投标总

价概况

投标总价（万

元）

投标总价与招

标控制价的差

额（万元）

投标总价的

净下浮率

（%）

投标总价中

分部分项

金额（万元）

措施项目

金额（万元）

其他金额（万元）

二、指定单

位工程报价

分析

单位工程名称

招标控制价

（万元）

投标价

（万元）

单位工程净下

浮率（%）

A=投标总价净下浮率-单位工程

净下浮率

给排水

电气

通风空调

消防

电梯

幕墙

钢结构

装饰

智能化

其他

三、清单子

目招标控制

清单子目编号及工程名称

招标控制价

（万元）

投标价

（万元）

下浮率（%）

B=投标总价净下浮率-清单子目

报价相对招标控制价下浮率



价超过 5万

元报价分析

（列出 B≥

±3%的清

单项）

四、措施项

目费合计的

异常报价分

析

措施项目费投标价合计（元）

招标控制价

合计（元）

下浮率（%）

C=投标总价净下浮率-措施项目费相对招标控制价

下浮率

五、其他报

价问题以及

对合同签

订、履行过

程中的风险

警示

投标文件商务标还存在 等其他报价问题，并对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的风险提出如下警示：。

六、评审结

论（商务标

报价是否合

理）

商务标专家签名： 评标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

1、本表适用于各专家独立评审或评标委员会汇总意见时使用。作为汇总表使用时，所有商务标专家均需签名。

2、部分评审结果在本表中无法全部列出的，应另页单独列出。



J-DX-1、技术标定性评审表（一）

招标工程名称： 投标人：

序

号

评审要素 评审子项及评审意见 评定标准 表决

一 同类工程业绩评审（明标评审部分）

1.1

企业同类工程业绩要求：

（招标人填写）

企业同类工程业绩

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问题是指标不符合要求。

1.2

项目班子成员

同类工程业绩要求：

（招标人填写）

项目经理（建造师）同类工程业绩

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问题是指标不符合要求；

项目技术负责人同类工程业绩

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问题是指标不符合要求。

二 项目管理班子人员配备表及相关说明（明标评审部分）

2.1

项目经理（建造师）资格等

级、专业、职称、工作经历

要求：

（招标人填写）

项目经理（建造师）个人能力

较好，亮点是

资格等级高于招标文件要求

职称高于招标文件要求

工作经历丰富；

符合要求，理由是资格等级、专业、职称、工作经历等各

项指标均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问题是

资格等级低

专业不对口且工作经历不丰富

职称低。

至少有 1项指标高于

招标文件要求、其他

指标符合要求的，评

为“较好”；至少有 1

个本表所列问题的，

评为“不符合要

求”；其他为“符合

要求”。



2.2

项目技术负责人专业、职

称、工作经历要求：

（招标人填写）

项目技术负责人个人能力

较好，亮点是

职称高于招标文件要求

工作经历丰富

符合要求，理由是专业、职称、工作经历等各项指标均符

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问题是

专业不对口且工作经历不丰富

职称过低。

同上

2.3

项目管理机构设置及其他

人员配备要求：

（招标人填写）

项目管理机构设置及人员配备

较好，亮点是

项目管理机构细化和科学，如；

管理人员数量比招标文件规定数量多个；

等人员素质高于招标文件要求；

符合要求，理由是各项指标均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问题是

项目管理机构不够细化，如；

管理人员数量不符合要求；

等人员素质不符合要求。

同上

三 施工总体部署、施工进度安排和施工资源需求计划（技术标采用暗标评审的，此项需满足暗标要求）

3.1

施工管理重点和难点分析

（重点和难点为招标人填

写）

施工管理重点、难点分析及对策

较好，亮点是；

可行；

待改进，问题是

缺少等重点、难点分析

缺少等的对策

等内容未表述清楚

内容太多，无针对性；

评审子项符合招标文

件要求且至少有 1个

亮点（亮点内容须高

于本次招标的平均水

平），该评审子项评

为“较好”；至少有 1

个本表所列问题的，

评为“待改进”；其

他为“可行”。



3.2

施工总体部署、施工总平面

布置图（包括主要机械设

备、堆场、加工场、临时道

路、临时供水供电、临时排

水排污设施等的布局；主要

施工阶段总平面图）及相关

说明

施工总体部署评为□较好；□可行；□待改进；其中：

1．总体施工程序

较好，亮点是；

可行；

待改进，问题是

等施工程序不合理

等内容未表述清楚；

2．施工区段划分

较好，亮点是；

可行；

待改进，问题是

□等片区的区段划分不合理

等内容未表述清楚；

3．对各片区机械设备及临时设施的布置

较好，亮点是；

可行；

待改进，问题是

等片区的机械设备或临时设施的布置不符合要

求

等内容未表述清楚；

4．施工总平面布置图

较好，亮点是；

可行；

待改进，问题是

布置不合理

缺少等内容

等内容未表述清楚。

评审子项符合招标文

件要求且至少有 1个

亮点（亮点内容须高

于本次招标的平均水

平），该评审子项评

为“较好”；至少有 1

个本表所列问题的，

评为“待改进”；其

他为“可行”。

评审要素中每个子项

均符合招标文件要求

且至少有 2个子项为

“较好”的，该评审

要素评为“较好”；

评审要素中有 1个子

项评为“待改进”

的，该评审要素评为

“待改进”；其他为

“可行”。



3.3

施工进度网络图或带关键

线路的横道图及相关说明

施工进度安排评为□较好；□可行；□待改进；其中：

1．工期安排

较好，亮点是；

可行；

待改进，问题是

总工期不符合要求

等节点工期不合理；

2．工序时间参数安排及关键线路

较好，亮点是；

可行；

待改进，问题是

等工序安排不合理

等时间参数错误

等关键线路错误

等内容未表述清楚。

同上



3.4

主要机械设备、劳动力和主

要周转材料的需求计划表、

相关说明

施工资源需求计划评为□较好；□可行；□待改进；其中：

1．主要机械设备的数量配置和性能

较好，亮点是；

可行，配置齐全、性能符合要求；

待改进，问题是

等的数量不满足要求

等的性能不满足要求

缺少对等的表述；

2．主要施工阶段各工种的人数配置

较好，亮点是；

可行；

待改进，问题是

等的数量不满足要求

缺少对等的表述；

3．主要周转材料的品种和数量配置

较好，亮点是；

可行，品种齐全、数量符合要求；

待改进，问题是

等的数量不满足要求

缺少对等的表述。

同上

四 对招标文件中材料设备参考品牌及（或）施工技术要求的响应（技术标采用暗标评审的，此项需满足暗标要求）

4.1

对招标文件中材料设备参

考品牌及（或）技术要求的

响应

对招标文件中材料设备及（或）施工技术要求的响应

较好，亮点是；

可行；

待改进，问题是

等材料设备未响应招标文件要求

等施工技术未响应招标文件要求；

五 招标人要求编制的专项施工技术方案（技术标采用暗标评审的，此项需满足暗标要求）



5.1

方案 A：

（招标人填写，多项方案

的，表格可以往下拓展）

本评审要素为□较好；□可行；□待改进；其中：

1．施工程序

较好，亮点是；

可行；

待改进，问题是

施工程序不合理

等内容未表述清楚；

2．主要施工方法

较好，亮点是

等施工方法具备先进性和可操作性；

可行；

待改进，问题是

等施工方法落后

等施工方法不具备可操作性

等内容未表述清楚；

3．确保工程质量、安全文明、“绿色施工”的措施和总、分

包管理措施

较好，亮点是；

可行；

待改进，问题是

等措施不合理

等内容未表述清楚。

评审子项符合招标文

件要求且至少有 1个

亮点（亮点内容须高

于本次招标的平均水

平），该评审子项评

为“较好”；至少有 1

个本表所列问题的，

评为“待改进”；其

他为“可行”。

评审要素中每个子项

均符合招标文件要求

且至少有 2个子项为

“较好”的，该评审

要素评为“较好”；

评审要素中有 1个子

项评为“待改进”

的，该评审要素评为

“待改进”；其他为

“可行”。

六 项目经理答辩情况（技术标采用暗标评审的，此项需满足暗标要求）



6.1 答辩情况

本评审要素为□较好符合要求；□符合要求；□不符合要求；

其中：

对本次招标工程的整体部署和重点、难点的把握

较好符合要求，亮点是；

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问题是

对等的把握不全面

对等的把握不准确；

对具体问题的回答

较好符合要求，亮点是；

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问题是

对等的回答不正确

对等的回答无针对性。

评审子项符合招标文件要

求且至少有 1 个亮点（亮点

内容须高于本次招标的平

均水平），该评审子项评为

“较好符合要求”；至少有

1个本表所列问题的，评为

“不符合要求”；其他为

“符合要求”。

2个评审子项均为“较好

符合要求”的，该评审要素

评为“较好符合要求”；评

审要素中有 1 个子项评为

“不符合要求”的，该评审

要素评为“不符合要求”；

其他为“符合要求”。

七 其他评审要素

7.1

是否遵守暗标评审规定、技

术标篇幅限值等，限值为不

超过（招标人填写）页

（技术标不采用暗标评审

的，此项目不评审）

是否遵守暗标评审规定、技术标篇幅限值等其他评审要素

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问题是

投标文件中存在违反暗标评审规定

篇幅超限

等问题。

7.2 其他评审要素

需提醒招标人注意的其他事项： ；

对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的风险提出如下警示： 。

评标专家签名： 评标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

1、本表适用于各专家独立评审使用。

2、评标专家须针对每个评审子项，从几个档次的评审意见中钩选出一个，钩选“较好”档的须注明亮点，钩选“不符合要求”



或“待改进”档的须注明问题；再针对每个评审要素，从三个档次的评审意见中钩选出一个；最后还须填写“其他评审意见”栏目；

3、技术标书中暗标评审部分不得出现投标人的名称、标志或者管理班子人员姓名，否则将作废标处理；暗标评审部分内容应

当按照统一的文档格式编制，不得出现其他可能识别投标人的标记和内容。



J-DX-2、技术标定性评审表（二）

招标工程名称： 投标人：

序

号
评审要素 评审内容

评审

意见
评审说明

1

项目管理班子

人员配备表及

相关说明

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及土建、电气、给排水、造价等

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专业、工作经历与个人业绩情况。

2
施工资源需求

计划

主要材料、机械设备、大型工具、生产工艺设备、施工

设施的需求计划情况。

3
施工总平面布

置规划

施工总平面布置图应包括主要机械设备、堆场、加工场、

临时道路、临时供水供电、临时排水排污设施等的布局；

主要施工阶段总平面图合理性情况。

4
施工工期管理

策划

工期目标响应招标文件情况；工序安排、关键线路的管

理策划情况。

5

工程施工的重

点和难点、质

量保证措施

结合现场情况和施工图纸，对工程重点、难点部位的理

解及施工方法及质量保证措施情况。

6 企业业绩

提供近五年投标人自认为最具代表性的类似工程业绩

（不超过 10 项），注明在建或已完工；证明资料为施

工合同，已完工的须提供竣工验收证明。

不评审

7 其他

1、投标人可自行提供综合实力证明材料，例如企业获

奖证书、贯标情况等。

2、投标人体现自身特点的其他情况。

综合评价等级及意见：



评标专家签名： 评标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

1、本表适用于各专家独立评审使用。

2、专家根据评审内容指出其存在的缺陷和问题，并提示招标人在签订合同时需注意的事项。

3、评标委员会应当在充分讨论后提供汇总意见及建议，供招标人定标委员会投票时参考。

4、第 6项企业业绩不评审。

5、综合评价等级分为“合格、不合格”两个等级。



J-DX-3、技术标定性评审表（三）

招标工程名称： 投标人：

序

号
评审内容及要求

评审

意见
评审说明

1 工程概况的描述情况

2
施工管理组织机构配置情况（项目经理资质、

业绩以及人员配置情况）

3
分部分项工程施工方法是否合理可行，能否体

现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和新设备应用情况

4 工程施工的重点和难点及保证措施情况

5 项目劳动力组织计划情况

6 施工机械设备数量及配套情况

7 施工进度计划响应招标文件情况

8 工期保证措施情况

9 施工工程质量保证措施情况

10 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环境保护保证措施情况

11
雨季、台风和夏季高温季节的施工保证措

施情况

12 施工现场平面布置情况

13 总承包管理和协调措施情况

14 主要材料设备响应招标文件情况

综合评价等级及意见：

评标专家签名： 评标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

1、本表适用于各专家独立评审使用。

2、专家根据评审内容指出其存在的缺陷和问题，并提示招标人在签订合同时需注意的事项。

3、评标委员会应当在充分讨论后提供汇总意见及建议，供招标人定标委员会投票时参考。

4、综合评价等级分为“合格、不合格”两个等级。



J-DX-4、技术标定性评审表（四）

招标工程名称： 投标人：

序

号
评审内容及要求 评审意见 评审理由

综合评价等级及意见：

评标专家签名： 评标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

1、本表适用于各专家独立评审使用。



2、专家根据评审内容指出其存在的缺陷和问题，并提示招标人在签订合同时需注意的事项。

3、评标委员会应当在充分讨论后提供汇总意见及建议，供招标人定标委员会投票时参考。

4、综合评价等级分为“合格、不合格”两个等级。



J-DX-HZ、技术标定性评审汇总表

招标工程名称：

投标人名称 总体评审意见
存在的缺陷和问题及招标

人签订合同时应注意事项

评标委员会签名：

评标专家保留意见

专家姓名 评标专家对评标委员会做出的总体评审意见持保留意见情况 评标专家签名



J-DL-1、技术标评分表

招标工程名称： 投标人：

序号 评审要素 具体内容 分值 评分 评分理由

技术标评审总分 100

评标专家签名： 评标日期： 年 月 日

评分说明：

1、公司同类工程业绩和人员的业绩均指年 1月 1日至今已完工的项目，以竣工验收时间（以竣工验收报告中最后签字

时间）为准；

2、项目班子人员需在本公司缴交社保（至少含养老）截标当月之前至少连续 12 个月以上的人员才能作为拟派驻项目

班子人员的评分（每人各自单独打印一份社保）

3、评分指引（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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