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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子化单轨制招标具有规范、高效、透明、节约等诸多优势，是促进招标采购向健康、诚信发展的必然

趋势。本文在分析电网企业的业务模式和电子智能评标业务场景的基础上，构建招投标工作的标准化体

系，建立电子化单轨制运行下的规范保障，收集标准化、结构化的供应商信息，保证其在电子系统中做

到有章可循、有据可查，从而营造更加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一体化电网企业招标投标交易市

场，助推招标采购电子化单轨制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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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lectronic single-track bidding has many advantages such as standardization, high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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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arency, and economy. It is an inevitable trend to promote the healthy and honest develop-
ment of bidding and procuremen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business model of power grid 
companies and the electronic intelligent bid evaluation business scenario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standardized system for bidding and tendering, and establishes a standardized guarantee under 
the electronic monorail system, so that the supplier information is standardized and structured to 
ensure it is rule-based and well-documented in the electronic system, so as to create a more open, 
fair, just, and honest and credible integrated power grid enterprise bidding and tendering trans-
action market, and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electronic monorail system of bidding and pro-
c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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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2013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的《电子招标投标办法》首次明确“数据电文形式与纸质形式的招标投标

活动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使得招投标活动逐渐脱离对纸质文件载体的依赖。伴随国家大力倡导企业进

行数字化、电子化、信息化建设，电网企业实施“电子化单轨制”成为招标采购的必然发展趋势。 
“电子化单轨制”即在招标与投标活动中全部依托电子招投标系统，无须再提供纸质文件，因而保

证招投标信息的唯一性和可靠性。与传统招投标相比，电子化招投标具有积极实用意义，可有效避免人

工操作的偏差，提高招投标管理工作效率。另外，电子化招投标在提高招标透明度、节约社会资源和交

易成本以及利用技术手段遏制弄虚作假、暗箱操作、串通投标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1]。 

2. 国内外电子化单轨制招标应用现状 

在欧美部分发达国家和地区，电子采购招标发展得相对成熟，根据调查，全球 500 强中，超过 70%
的企业已经使用电子招标采购软件，其中通用电气公司通过电子化手段开展招标工作，每年节约资金高

达百亿美元[2]。在亚洲范围内，韩国政府采购从电子招标、电子商城、电子合同到电子支付，已经实现

全程电子化，据统计，截止 2015 年 11 月，该系统中已有 4.7 万注册机关和 27 万家注册企业，系统与行

政自治部、金融机构、相关协会等 160 多个机构实现数据对接。供应商只需一次注册，便可以参与交易

系统中所有项目的竞争。韩国政府采购系统使采购效率成倍提升，同时，据估计，韩国电子采购系统年

均节约 9 亿美元采购成本。其指纹识别和非法电子采购的迹象分析功能，降低围标、串标的几率，大幅

提高采购的公平性。另外，云的应用，减少招投标过程中的信息传输环节，规避了电子采购受到黑客攻

击的风险，保障了电子采购的安全性。 
目前国内的电子招投标总体处于电子招标应用优化阶段，国内大型的招标代理机构已经引入招标项

目管理及办公系统进行项目信息管理和辅助招标，但是对于招投标的各个环节、各个角色的参与还缺乏

有效的信息资源整合。在实现电子化单轨制运行的过程中，目前大多数招标项目物资品类繁杂、招投标

文件标准化程度低，投标文件无法达到结构化、格式化、标准化，导致数据不便于系统读取。其次，电

子化单轨制招标模式的运行依赖能够支持高并发和大存储的招投标云服务系统，而我国很多企业正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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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高性能的云服务系统，技术尚不成熟、稳定。另外，现阶段电子招投标模式严重依赖于网络和计算机

系统，一旦发生停电、断网等不可预测的故障事件，会对招标代理机构和投标人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3. 电网企业电子化单轨制招标模式分析 

(一) 业务模式分析 
电子化单轨制，即在招、评标业务中通过电子信息技术手段，使电子文件取代纸质文件，以电子文件为

唯一凭证，并从业务操作、政策法规等方面解决文件的原始性、完整性、不可抵赖性和法律有效性等问题，

实现涵盖招标、投标、评标、归档等全环节、全流程无纸化，提高工作效率、有效节约资源。由于电网企业

的投标文件内容繁杂，目前尚未实现单轨制招标，主要原因在于投标文件的提交形式和内容格式不统一，且

相关信息并未进行结构化处理，导致审阅效率低下、供应链前后端信息并未与招评标过程形成紧密联动。 
(二) 应用场景分析 
在传统评标的业务场景中，技术和商务评标专家按照分工审阅投标文件，核实投标人的和投标文件

的完整性，评标委员会可以书面方式要求投标人对投标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对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

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做出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因此，传统评标环节耗时耗力，电子化

程度低，同时，专家打分的过程可能存在人为因素影响。 
 

 
Figure 1. Business scenario of electronic intelligent bid evaluation 
图 1. 电子化智能评标业务场景 

 

如图 1 所示，建立电子化智能评标业务场景，在评标环节依托结构化招投标文件、供应商信息库相

关系统功能实现辅助评审，整合供应商资质能力信息，利用资质能力核实、不良行为、质量评价等基础

数据，智能筛选、锁定并展示评审要素在投标文件中对应的响应内容，有效提高专家评审的工作质效，

同时避免了人为因素的干扰。 
(三) 电子化单轨制招标优势分析 
1) 信息共享 
实施电子化招标模式的一大优势就是促进信息共享，企业内部的相关部门、甚至包括供应商都可以

通过设置权限共享过去和现在的信息。 
2) 降低采购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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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电子化采购招标系统，企业可以大大降低采购交易成本，因为电子采购的信息处理和管理是建

立在互联网上的，大大减少了文件处理、信息收集、通讯等交易程序，从而降低交易成本。 
3) 提高采购效率 
电子化单轨制招标模式使得企业可以在网上进行招标、开标和评标，大大加速采购进程。依托电子

采购系统，通过标准化的设计可以实现全部采购流程自动化，消除多余采购环节，减少出错率和订单处

理时间，提高采购效率。 
4) 形成采购战略 
在电子采购系统的支持下，采购管理人员能够摆脱以往的日常非增值性采购活动的束缚，促进采购

管理人员实现从战术性角色向战略性角色的转变，开始重视对未来的供应情况预测、开发并培养有竞争

力的战略合作伙伴，助力企业实现具有前瞻性的采购战略[3]。 
电子化单轨制招标优势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Advantages of the electronic monorail bidding 
图 2. 电子化单轨制招标模式优势 
 

4. 招标代理机构对电子化单轨制招标模式的应对方案设计 

(一) 设计思路与框架 
电网企业的投标文件内容繁杂，投标文件的提交形式和内容格式不统一，且相关信息并未进行结构

化处理，为更好应对以上电网企业实施电子化单轨制招标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基于电子化智能评标业务

场景，本文从对招标文件内容格式的统一与信息的结构化处理出发，构建供应商信息库，确保作为重要

评标依据的供应商基础信息的格式化、结构化和标准化，在信息库内汇集结构化投标响应的数据，形成

宝贵的数据资产，保证招评标环节供应商信息有章可循、有据可查[4]。 
如图 3 所示，为助力电子化单轨制招标工作的顺利开展，招标代理机构须以电网企业通用制度规定

的标准化招标采购流程及工作规范为基础，依托信息化、数字化技术手段和供应商信息的标准化管理，

构建标准化体系，同时从文档标准化、提报规范化、流程标准化、组织规范化入手梳理与构建招标采购

策略库，为电子化单轨制运行提供可靠的应对策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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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Framework of response plan for electronic monorail bidding 
图 3. 电子化单轨制招标应对方案框架 

 

(二) 构建标准化体系 
在传统招投标过程中，由于招标物资种类多、品种分散、标准化程度较低，因此在招投标各环节产

生大量的文档材料，信息量庞大复杂，且大多为非结构化文本，复用率低下，横向对比分析难度大[5]。
在每次招投标过程中，人工干预文档管理的环节繁多，人工接入编制、审阅、审批、评价的工作量大。 

为更好地实施电子化单轨制，将供应商资质业绩、招投标文件等关键纸质单据及档案资料首先实现

结构化，为单轨制电子化运行的实施提供管理层面的规范范本，为电子化单轨制招标的运行部署系统层

面的标准化数据结构。 
资质业绩核实信息的标准化应用。通过资质业绩核实工作，将供应商各类资质业绩证明文件中的相

关信息进行整合，形成结构化、数据化的信息库。因此，须将资质业绩核实标准采用结构化表单形式进

行编制，将企业资质信息、生产制造能力、销售运行业绩等内容展开为细项指标，设定每一项指标的数

据格式，形成信息系统可识别的结构化表单，同时，对各项指标所对应的核实方式、需比对的证明文件

进行标准化处理。 
招标资质业绩条件的结构化应用。将采购规则事项与资质核实进行标准化对接，在核实标准结构化

编制的基础上，针对关键项指标，设置相应的数值要求，得到招标资质业绩条件的结构化信息。 
招投标环节的标准化和结构化应用。由于资质核实过程的程序化和内容的标准化，投标文件不再包

含资格证明文件，这大大缩小投标文件的容量。投标文件的组成主要包括：开标文件(含投标函及投标函

附录、货物清单行报价、投标保证金)、商务文件(授权书、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告知函、商务偏差表、剩余

生产能力表)、技术文件(货物技术特性逐条逐项应答文件、技术偏差表、供货范围应答)。 
资质业绩、生产能力、试验报告、认证证书、财务报告等反映公司实力和水平的材料均在资格业绩

核实数据库中反映，投标人仅需要按照结构化投标文件要求制作电子版投标文件，利用离线投标文件制

作工具上传，无需制作纸质投标文件。 
(三) 制定电子化单轨制运行下的规范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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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往电力企业招投标管理经验，供应商为了获取参与竞标及中标的机会，往往存在铤而走险，

篡改公司经营范围，粉饰美化资质能力，夸大虚构公司业绩的情况，造成招投标过程中信息甄别的工作

量大、评标依据失真的风险[6]。 
管控好招投标工作的前端准入入口，建立资质不足的供应商的进入壁垒。通过资格预审确保投标阶

段供应商的群体质量，将资格预审与供应商资质业绩核实结合，是落实开展单轨制招评标的最佳组织模

式。通过资质业绩核实收集形成直观反映供应商资质业绩信息的结构化数据库，确认供应商填报信息的

真实性；通过资格预审，即根据招标资格业绩要求从信息数据库中调阅核实信息进行比对，产生合格供

应商名单。 
形成资质核实及资格预审工作流程规范。成立资质业绩核实工作组和资格预审委员会，按照先“核”

后“审”的顺序开展工作。资格预审可按需分设技术组、商务组。核实工作组不负责判断供应商是否满

足本次资格预审要求，只对供应商填报的资质业绩信息表单数据进行核实，若发现与实际情况不符，以

实际情况为准进行修正。最终将核实数据汇总至数据库，使库中数据的真实性、可靠性得到保障。 

5. 总结 

为加快电网企业电子招投标系统的建设和应用，推动招投标的行政监督向数字化、电子化方向发展，

本文在分析电网企业的电子智能评标业务模式和业务场景的基础上，构建招投标工作的标准化体系，建

立电子化单轨制运行下的规范保障，使供应商信息标准化、结构化，保证其在电子系统中做到有章可循、

有据可查，从而营造更加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一体化电网企业招标投标交易市场，促进电子

化单轨制招标健康发展，助推招标采购全过程电子化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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