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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地铁的评标程序
蔡　荧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深圳　518026）

摘　要　以香港铁路有限公司在深圳投资建设的地铁4
号线机电设备评标程序为例�详细介绍评标的流程。纵观
港铁整个评标流程可以发现�港铁的评标程序比较系统、
流畅�评标办法公平和择优�评标的结果也较满意。
关键词　香港地铁　机电项目　评标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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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地铁4号线二期工程是由香港铁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港铁 ”）投资建设、国内首条采用ＢＯＴ方式
的轨道交通项目�目前已完成了大部分的土建、机电项目
招标工作。众所周知�香港地铁有着丰富的地铁建设和运
营经验�其独树一帜的评标方式很值得大家参考�以下主
要介绍深圳地铁4号线二期工程机电项目的评标程序。
1　开标前准备
1．1　编制项目控制价

深圳地铁4号线机电项目的设计由港铁的设计顾
问完成�按项目招标图纸编制造价估算�作为项目控制
价。考虑到机电系统不同品牌的差异性�招标时一般
不设最高限价。
1．2　资格预审
1．2．1　申请人提交的资料

造价超过200万元的机电项目采用资格预审�申
请人须提交商务和技术两部分资料。

商务部分内容包括：投标意向书；资质证明；联合
体合作声明与责任分工 （如有 ）；近2年经会计事务所
审计的报告书等。

技术部分内容包括：企业简介；近5年内完成和正在
进行的业绩及相关证明；近5年的管理经验简介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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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企业拟派驻组织架构�以及项目经理、主要技术和
管理人员的履历及资格证书；联合体的合作经验 （如
有 ）；近5年有关工程的获奖情况和处罚情况；推荐采用
的主要设备明细表；企业的质量保证标准及认证证书等。

申请资料内容需详细丰富�以便招标人对申请人
有大致了解。
1．2．2　资格预审方法

资格预审一般采用打分制�评分权重为：公司的规
模和信誉约占20％�以往业绩和管理经验约占50％�
拟派驻人员的构架和履历约占30％。

港铁按照申请人的得分情况�择优选择不少于7名
符合资格条件的申请人参加投标 （潜在投标人不超过
7名的除外 ）。当提交投标文件的合格投标人不足3名
时�港铁将重新组织招标。
1．3　投标保证金

投标人应提交规定数额的投标保证�作为其投标
的一部分；投标保证金不超过投标总价的2％�最高不
超过80万元人民币。

下列任何情况发生时�投标保证将被没收：
①投标人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有效期内撤回其

投标文件；②在收到中标函后的30ｄ内�投标人未能与
招标人签订合同；③在招标人通知的期限内�投标人未
能开具可接受的履约担保；④投标人在投标过程中被
发现有违法违规行为。
2　评标
2．1　评标委员会的组成

评标委员会人数一般为7人以上 （单数 ）�其中1～
2人为业主代表。业主代表一般由港铁设计、建造或合
约等部门派员组成�业主代表十分了解项目情况�不仅
可现场解答评标专家的疑问�更重要的是在一定程度
上确保评标的方向不会脱离业主的要求。除业主代表
外�其余评标专家从深圳建设工程交易服务中心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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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 “服务中心 ” ）专家库和港铁专家库中按比例随机
抽签产生；对于某些技术复杂或专业性强的工程�可直
接从港铁专家库中抽签产生。

服务中心专家抽取时间为当天通知。由于港铁专
家库是由香港轨道交通专家组成�专家抽取通知时间
一般提前1ｄ�以确保被抽取的评委可以及时参加评
标�保证评标质量。
2．2　评标方法

机电系统主要采用综合评标法�技术和商务的权
重一般为4∶6。评标委员会在完成技术评审后�才开始
商务标书的开启程序。
2．3　技术评审
2．3．1　开技术标

技术标开标一般在服务中心进行�由服务中心或
招标代理机构的工作人员主持。在检查标书的密封情
况后�进行开标、唱标和填写技术标开标一览表的工
作�由投标人代表及相关工作人员签字确认开标记录。
同时�密封商务标书�待技术评审结束后才开启。
2．3．2　清标

港铁技术评审中很特别的是采用清标工作�清标
表在开标前由招标人按招标文件的技术评标要点完

成�清分表需包括所有技术分值的评分要求。开标前
由招标人指派3～5人组成清标小组�并报服务中心备
案。开标后�清标小组用1～2ｄ时间将各投标文件的
技术方案按要求进行清理和汇总�并初步列出各投标
人需澄清或补正的问题清单�以方便专家了解和比较
不同的方案。清标记录需初步判定投标文件是否响应
招标文件的要求�并详细记录投标文件回应的页码�以
方便专家查找。清标记录表的格式如表1所示。

采用清标工作方式�不仅实现了清查的项目标准
化、规范化�还提高了评标的效率和质量。
2．3．3　技术评审

评标专家根据清标记录、投标文件和招标文件进
行技术评审�确认需由投标人澄清或补正的问题。招
标代理以传真方式向各投标人做出询问�并要求投标
人在规定的时间内给予书面的回复。

完成上述工作后�评委独立打分�凡具有客观性的
打分项各评委的评分应一致。评分标准应尽可能推行
客观评分办法�以减少评委的 “自由裁量权 ”。汇总各
评委打分�形成技术打分汇总表�技术评审完成。
2．3．4　商务评审

在完成技术标评审后�由服务中心或招标代理工作

表1　清标记录表样式

评分
大项

评分
小项

序号 评分标准 投标人1 投标人2

（6）
类似
项目
的经
验

6．1
类似
项目
的经
验

6．1．1
分项
评价

　参见招标
文件投标文
件格式Ｂ6
　满足：已完
成和正在进行
2个及以上地
铁 ＸＸＸ系统
集成和项目管
理经验。
　部分满足：
已完成和正
在进行 2个
以 下 地 铁
ＸＸＸ系统集
成和项目管
理经验。
　不满足：没
有从事地铁
ＸＸＸ系统和项
目管理经验。

　有关资料：
Ｐａｇｅ3卷Ｐ2-6

　第三卷 Ｂ6
中1．1、1．2

　满足□
　部分满足■
　不满足□

　有关资料：
ＰａｇｅＢ6Ｐ3-6

　第三卷Ｂ6．1

　满足■
　部分满足□
　不满足□

（8）
承包
商的
资质
证明

8．1
承包
商资
质

8．1．1
符合
性评
价

　 （参见 《招
标文件》第五
章Ａ6．1～6．5�
《招标文件》
投标文件格
式Ｂ9）

　详细描述：
ＰａｇｅＢ9
　满足■
　部分满足□
　不满足□

　详细描述：
ＰａｇｅＢ9
　满足■
　部分满足□
　不满足□

人员主持商务开标会。开标、唱标后�填写商务标开标一
览表�然后评委根据招标文件的要求先进行符合性审
查。符合性审查包括：投标人是否提交足额投标保证�投
标保函有效期是否符合招标文件要求；投标文件的签字
盖章是否有效；投标有效期是否符合招标文件要求。

只有通过了符合性检查的投标才能进入商务评

审。评审过程中若出现算术结转及汇总的错误�将按
以下方法更正：
1）不论如何更正�投标函中的报价总额维持不变。
2）如果大写金额和小写金额不一致时�以大写金额

为准；当单价与工程量的乘积与合价不一致时�通常以标
出的单价为准�但单价金额小数点有明显错误的除外。
3）如果总价误差额超过合同价格某一比例�如

0．5％�按该比率 （扣除暂列金额 ）对各报价平均浮动�
浮动后的单价作为合同单价；如果总价误差额少于该
比例�则由业主决定如何调整。

此更正原则可以避免投标人在单价包干合同中故意

提高单价、降低合价�在中标后企图以较高的单价重新计
量的目的。根据招标文件规定的办法�计算出各投标人的
商务标得分�并由评委会签字确认�商务评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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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评标报告
评委汇总技术和商务评审得分�由招标代理起草

评标报告。评标报告如实记载整个评标过程及对各投
标人的评审意见�并推荐1～3名中标候选人。
2．3．6　评标资料整理

在服务中心的评标工作结束后�招标代理工作人
员整理所有的评标资料�在当天内送至港铁合约部。
港铁合约部将资料存放于单独封闭的查阅室�只有得
到授权的人员方可进出。
3　授予合同
3．1　资格后审

由港铁合约、技术、财务部门人员组成评标工作
组�对评标报告推荐的中标候选人的投标文件进行资
格后审�以确定中标候选人是否有能力令人满意地履
行合同�通过资格后审且综合得分第一的中标候选人
将被推荐为中标人。如发现有 “围标 ”、“串标 ”的重大
嫌疑或迹象�并且出现评标结果异常时�港铁有权不接
受评标结果�重新组织招标。
3．2　提问和回答

本阶段由评标工作组向中标人发出 “提问 ”�但问
题不可以导致工程范围发生重大改变。中标候选人需
在指定时间内就疑问做出书面回答。评标工作组根据
实际情况决定是否需要与投标人会面�会面将澄清所
有未解决的问题�并再次书面进行确认。港铁通过使
用 “提问和回答 ”的方式对投标书进行修改�或在合同
授予前获得所需资料。
3．3　澄清确认函

评标工作组在完成 “提问和回答 ”工作后�汇总中

标人投标书中有修改的问题�在澄清确认函中再次确
认�澄清确认函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3．4　中标函

完成上述工作后�招标人将向中标人发出中标函�
向未中标的投标人发出评标结果通知书。
5　结语

笔者以香港地铁在深圳投资建设的地铁4号线机
电设备评标程序为例�详细介绍了评标的流程。纵观
港铁整个评标流程�可以发现港铁的评标程序比较系
统、流畅�评标办法公平和择优�评标的结果也较满意。
希望本篇能给招投标管理行业提供借鉴�以科学性为
主�兼顾公平性和择优性�提高招标的质量和效率�为
工程建设进度和工程质量提供前期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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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轨道交通科学与技术研究院成立
　　未来20年�
我国将成为世界
轨道交通发展最
快的国家。为应
对我国轨道交通
发展的机遇和挑
战�中国现代轨
道交通科学与技
术研究院在北京
成立。
2010年4月12日�在北京交通大学举行了研究院成立大

会暨专题报告会�铁道部总工程师何华武院士、教育部直属司
陈维嘉司长及北京交通大学王建国书记、宁滨校长共同为 “中
国现代轨道交通科学与技术研究院 ”揭牌。
成立中国现代轨道交通科学与技术研究院的目的�在于进一

步整合和发展高校优势学科�凝聚全社会力量�建设一个更加综
合和开放的平台�促进我国轨道交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为我国
现代轨道交通发展提供政策建议、知识创新、技术支撑以及人才培
养等全方位的保障。研究院下设中国高速铁路研究中心、中国城市
轨道交通研究中心、中国磁悬浮研究中心、中国管轨交通研究中心
和中国综合交通研究中心�涵盖了现代轨道交通的多个领域。
在会上�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周干峙�国家发改委

党组成员、物质储备局局长王庆云�教育部直属司司长陈维嘉�
科技部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司副司长张志宏先后发表讲话�
对研究院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同时也给予了殷切期望。出席
会议的嘉宾还有：中国工程院院士施仲衡、王梦恕�国务院参事石
定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教育部、科技部、铁道部、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北京市教委、北京市科委的有关领导�以及我国轨道
交通领域的有关领导和专家。

（郝志强 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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