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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目前公路工程评标过程中难以做到公正#合理#全面等问题$提出了应用序关系分析法的

评标方法%结合某工程实例$应用序关系分析法计算出各投标文件的权重排序$从而科学地确定最佳标书%

结果表明+评价方法计算简便$具有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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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各项建设工程采用招投标法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也是我国建设交易活动走向市场化*规范化*完

善化*国际化的重大举措2 !@@@ 年 A 月 A 日起施行的5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6规定'公路建设工程作

为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必须实行招投标%A&

2 在招投标中必须经过评标才能从众多投标单位中择优确定中

标单位#评标是整个招投标活动中最关键的环节2 所谓评标#就是招标单位组织对各投标单位的投标文件

进行全面评审#通过综合评议#分析对比#择优选定中标候选单位的过程%!&

2 目前#我国公路工程施工招标

的评标办法主要有综合评分法和最低评标价法#这些方法受主观因素影响过大#评价指标和评价标准不够

详细和准确2 为了达到评标的公开*公平*公正#根据招标评标的实际情况#运用序关系分析法来建立公路

工程评标模型#确定各指标权重#再此基础上#针对每一指标比较各投标文件的权重系数#再计算其算术平

均值#最终得到各投标文件比重的高低排序#以此确定中标单位2

A(序关系分析法的步骤和原理

A+A(明确问题&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需要对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将所含的元素分层次构筑成一个树状层次结构2 树的主干只有一个元

素#一般是决策目标2 枝干是准则层和子准则层#准则层受决策目标的支配#子准则层又受上一层次的准

则支配2 树形结构体现了这种从主到次的支配关系2 每一个备选方案通过子准则#准则与决策目标建立

联系2

公路工程评标中#影响中标的因素很多#既有定量的#又有定性的#目标层就是评标选择一家综合竞争

力强的单位#准则层评价指标主要有投标报价*工程质量*施工能力*企业资信2 这 G 个指标可以细化为报价

构成*报价与标底的差异*质量保证体系*质量控制设备*技术人员的组成*施工组织设计*技术装备适应情

况*施工工期*企业资质等级*近 H;工程履约守信度#其结构图如图 A2

A+!(确定序关系%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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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此进行#最后经过 R DA 次挑选后



图 A(评价指标结构图

剩下的评价指标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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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H#!2 将计算出的结果与各评价指标一一对应#即得到各评价指标对应目标层的

权重2

A'E("方案层#元素的组合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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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实例

某公路工程项目招标由 E 位专家组成评标专家委员会#评标专家委员会将所有投标书按评标方法进行

初步评估后#剔除废标#有 H 个合格标书#分别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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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 A 位专家对各标书的相应指标权重评定计算

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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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各项评价指标与上述计算过程一样#具体评价指标权重值如表 ! 所示2

表 !(评价指标及方案权重

准则层 权重 评价指标 权重 方案 A!权重" 方案 !!权重" 方案 H!权重"

投标报价Y

A

@'H"H

工程质量Y

!

@'AIC

施工能力Y

H

@'!E#

企业资信Y

G

@'A#G

报价构成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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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E @'!E" @'GHH @'H@I

报价与标底的差异H

A!

@'GEE @'HA! @'G@E @'!"H

质量保证体系H

!A

@'E @'HEH @'HEH @'!IG

质量控制设备H

!!

@'E @'HA! @'HC# @'HA!

技术人员的构成H

HA

@'ACC @'!E" @'GHH @'H@I

施工组织设计H

H!

@'!G" @'H@H @'HIG @'H@H

技术装备适应情况H

HH

@'ACC @'!#G @'H#" @'H#"

施工工期H

HG

@'HI" @'H@# @'GEI @'!HE

企业资质等级H

GA

@'GAC @'H#" @'H#" @'!#G

近 H3工程履约守信度H

G!

@'E"H @'GA! @'HGH @'!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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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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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X中占的比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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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计算得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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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同样的方法计算另外 G 位评标专

家对于 H 个投标方案的权重值#再通过算术

平均法对 E 位评标专家定义的序关系计算

出的权重向量进行综合#结果如表 H2 计算

结果表明#投标方案 ! 所占的比重较大#故

该方案为最优方案#该单位为中标单位2

//

表 H(专家评价方案权重

投标方案 A 投标方案 ! 投标方案 H

评标专家 A @'HA! @'HII @'!"I

评标专家 ! @'H"# @'G@E @'!@I

评标专家 H @'HA" @'HEG @'H!"

评标专家 G @'GAH @'HEI @'!!"

评标专家 E @'!E! @'GH# @'HA!

算术平均值 @'HH# @'HIA @'!CH

H(结(语

从序关系分析法应用于实例计算过程来看#它是分析多指标问题的一种简便的方法#是定性与定量相

结合的决策方法2 该方法计算量小#应用方便#对于各层次中元素的个数没有限制#同时具有较好的保序

性2 因此#采用此评价方法应用于公路工程评标#可以全面科学地评价投标单位的综合实力#克服了由于因

素多而人们难以判断的缺点#为合理确定中标单位提供科学依据#有助于规范公路工程的招投标活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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