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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局：招投标项目被审计时，审计重点内容是什么？

招标投标违法违规问题屡见不鲜。结合审计实践，归纳了以下八类常见违法

违规行为表现形式及相应的审计方法。

01.应招未招，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而不招标，直接发包按照《必须

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国家发改委 16 号令）要求“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400

万元人民币以上；重要设备、材料等货物的采购，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200 万元人

民币以上；勘察、设计、监理等服务的采购，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100 万元人民币

以上。同一项目中可以合并进行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

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合同估算价合计达到前款规定标准的，必须招标”。

审计中经常发现达到招标标准未进行招标，或者肢解项目规避招标的情况。工

作中应搜集发包单位的招标台账、合同台账和财务电子账，将财务账和合同台

账进行对比，检查是否有漏登合同、错登合同或补充合同的情况；将合同台账

和招标台账进行对比，分析是否存在合同金额达到招标要求而未进行招标的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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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以暂估价形式，属于依法必须招标的范围且达到国家规定的规模标准，

不依法进行招标按照《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 建

市规〔2019〕12 号）第二十一条“工程总承包单位可以采用直接发包的方式进

行分包。但以暂估价形式包括在总承包范围内的工程、货物、服务分包时，属于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范围且达到国家规定规模标准的，应当依法招标”要求，

暂估价金额达到招标规定规模的应当依法招标，但是审计中经常遇到总承包单位

未进行招标或者采用内部遴选程序选择供应商的行为。审计工作中应搜集建设单

位的总承包招标文件、工程总承包单位的招标台账及合同台账，查看总承包招

标中暂估价的内容，检查清单中是否有应列为暂估价但列为暂定金规避招标的

情况，对照工程总承包单位招标台账、合同台账查看总承包是否存在暂估价未

进行招标的行为。

03.通过资格预审的申请人少于 3 个或投标人少于 3 个时，不按规定重新招

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要求“通过资格预审的申请人少

于 3个的，应当重新招标”。审计中发现有部分发包人在投标人不足 3人时，未

重新招标，直接选定招标人。审计工作中应通过查看招标台账、合同台账筛选出

未招标的内容，向招标代理、发包人了解是否存在投标人不足 3 人直接选定招

标人的情况。

04.虚假招标审计发现存在施工、监理等参建单位先进场施工，后进行招标

的情况。应查看招标汇编资料中招标程序的相关时间，对比施工日记、监理日

志、计量支付资料上面记录的时间，看是否存在先施工后招标等情况。

05.招标程序、时间不合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相关规定“招标人应当合理确定提交资格预审申请

文件的时间。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提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时间，自资格预

审文件停止发售之日起不得少于 5 日。

招标人对已发出的招标文件进行必要的澄清或者修改的，应当在招标文件要

求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至少 15 日前，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招标文件收受人。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自招标文件开始发出之日起至投标人提交投标文件截

止之日止，最短不得少于 20 日。

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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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应当自收到评

标报告之日起 3日内公示中标候选人，公示期不得少于 3 日”。

审计中经常发现招标各节点时间随意缩短现象，违反上述法律法规的要求。

工作中应收集查看招标文件、投标文件、招标投标汇编、相关合同，对照查看

相关时间节点是否满足法规要求。

06.投标人投标文件弄虚作假存在投标文件中企业资质、业绩、人员学历、

资质等不满足招标文件要求；投标文件中供应商授权证明系伪造等情况。审计工

作中，应通过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各省建设厅网站可以查询单位

资质、人员资质，学信网查学历，通过网络公示、天眼查、工商网站等查询投

标人业绩真伪。招标人、评委在审查投标文件时，对供应商授权这类的证明材

料往往忽略其真实性的检查。由于投标时间往往比较匆忙，投标人如果走正常

流程办理授权证明，流程时间太长，少数投标人就会私刻供应商公章，出具虚

假证明材料。对比供应商授权证明上的公章和合同相关附件的公章，必要时联

系供应商提供正式公章进行对比，查看是否存在投标人就会私刻供应商公章，

出具虚假证明材料的情况。

07.评标委员会履责不到位存在评委未按照评标要求进行打分；评委汇总评

分错误；评委改动评分；投标单位未实质响应招标条件要求未废标等情况。审计

工作中可通过复核招标汇编资料中评委评分情况进行核实；对比投标文件部分，

查看是否响应招标文件要求，是否存在应废标而未废标的情况出现。

08.投标人串通投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的规定“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

或者个人编制；不同投标人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投标事宜；不同投标人的

投标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为同一人；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异常一致或者投

标报价呈规律性差异；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相互混装；不同投标人的投标保证

金从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的账户转出。”审计中经常出现投标报价错误一致或呈规

律性；投标文件中技术标内容一致，错误一致；投标授权人所在单位是否一致；

投标文件电子版的打印作者、最后一次保存作者是否一致；投标文件软件版预

算书的相关信息是否一致；电子标系统串通投标等情况。

审计招投标常用的 6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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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核对各投标人商务标中投标报价分部分项工程清单数量、金额、报价方

式格式进行对比分析，核实是否存在投标报价错误一致或呈规律性差异；

02.核对各投标人技术标内容，看是否存在大篇幅内容一致，且有部分地方

错误一致的情况，但是需要注意在审查各投标人技术标时发现各投标人技术标存

在内容一致的情况，内容一致会有多种原因导致，需排除以下三种原因：一是投

标人在编制技术标内容时采用招标文件内容，这样会导致各投标人标书这部分内

容完全一致，甚至会因为招标文件出现文字错误，从而导致各投标人标书部分内

容完全一致且错误一致；二是投标人编制的技术标内容完全一致时，通过在互联

网上搜索，可以查到与投标人完全一致的内容，这种情况也不能定性为串通投标；

三是投标人在编制的技术标中某一章节内容完全一致时，需要核实该部分章节内

容是否为有关单位在公开的位置（如单位官网、公布栏）发布过的相关文件。这

三种情况表面上符合招标投标法关于定性为串标的条件，实质各投标人标书相同

内容均是通过公共、公开的渠道获得，各投标人未参与围标。

03.要求投标授权人提供社保缴纳情况，或通过对方支付宝可以直接查询社

保缴纳情况，核实投标授权人是否为投标单位员工；

04.查看招标代理公司存档的投标文件电子版的打印作者、最后一次保存作

者情况；

05.查看招标代理公司存档投标文件软件版预算书中备注、定额、材料价等

是否存在异常一致的情况；

06.取得相关项目投标人的电子标信息，核对电脑 MAC 地址、电脑 CPU 序列

号、硬盘序列号、造价软件加密锁序列号是否一致，投标文件是否存在雷同，投

标文件上传的 IP 地址是否相同（应排除交易平台指定的公开上传的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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