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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招投标中合同管理的优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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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筑工程招投标中的合同管理有利于确保工程顺利实施和各方利益保障。然而，目前存在诸多挑战，如招标文件与合

同管理关联度不高、合同管理不规范、合同交接存在问题、合同审查规范不完善等，文中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系列优化路

径，以便为建筑工程招投标中的合同管理提供可靠保障，促进工程项目的顺利进行和各方利益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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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tract management in construction project bidding is conducive to ensuring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ject and 

safeguarding the interests of all parties. However, there are currently many challenges, such as the low correlation between bidding 

documents and contract management, non-standard contract management, problems with contract handover, and imperfect contract 

review standards. A series of optimization paths are proposed in this article to provide reliable guarantees for contract management in 

construction project bidding, promote the smooth progress of engineering projects, and realize the interests of all pa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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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建筑工程领域，招投标环节是工程项目启动的重要

阶段，合同管理则是保障工程实施顺利和各方利益的重要

保障。在实际操作中，建筑工程招投标中的合同管理往往

存在诸多问题，给工程项目的实施和各方利益带来了一定

的风险和挑战。因此，有必要对建筑工程招投标中的合同

管理进行优化，以提高管理效率、保障工程质量、维护各

方合法权益，促进建筑行业的健康发展。 

1 建筑工程招投标的相关概述 

建筑工程招投标是建筑项目发包方通过公开、公正、

公平的方式，邀请承包方参与竞争，最终确定承包方的过

程。在建筑工程招投标中，主要涉及到招标、投标、评标

和定标等环节，其中合同签订是招投标过程的关键环节。 

招标是发包方向公众发布项目需求信息，邀请各方参

与竞争。在招标环节，发包方会发布招标公告，公布项目

的基本信息、需求要求、招标条件、投标截止时间等内容，

还会编制招标文件，详细说明项目的技术要求、质量标准、

工程量清单、合同条款等内容，为承包方提供参考和依据。

投标是承包方根据招标文件的要求，向发包方提交投标文

件，表达参与竞争的意愿和能力。承包方需要仔细阅读招

标文件，了解项目需求和要求，准备相关材料和资料，编

制投标文件，并按时提交给发包方。投标文件通常包括技

术方案、工程报价、施工组织设计、施工计划等内容，以

展示承包方的专业能力和竞争优势。评标是发包方根据招

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标准和程序，对承包方提交的投标文件

进行评审和比较，最终确定中标候选人的过程，在评标环

节，评标委员会会对投标文件进行严格评审，评估承包方

的技术能力、资质条件、施工方案、报价水平等方面，然

后根据评审结果进行比较和排名，确定最终的中标候选人。

定标是发包方根据评标结果，最终确定中标候选人并签订

合同的过程。发包方会根据评标委员会的评审意见和建议，

确定最终的中标候选人，并与其进行合同谈判和签订。 

合同管理涵盖合同的签订、执行、变更、履约和结算

等各个阶段，需要各方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和法律法规进行

操作。在招投标环节，合同的签订是关键步骤，需要明确

工程范围、工程价款、工程期限、质量标准、合同变更和

索赔等条款，确保各方权益得到充分保障
[1]
。一旦合同签

订，各方需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责任，确保工程按时、

按质完成，合同管理还涉及合同变更和索赔处理，需要各

方合作，通过合法途径进行协商和解决，避免因合同变更

和索赔引发的纠纷和损失。合同履约需要各方按时交付工

程成果、支付工程款项，并对工程质量进行验收和评估；

合同结算则是最终确认工程款项支付和各项费用的结算，

需要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和相关规定进行操作，保证各方利

益得到维护。建筑工程招投标中的合同管理需要各方严格

遵守合同约定和法律法规，保证合同执行的公正、公平和

合法性，有效避免工程纠纷和风险，保障工程项目的顺利

实施和各方利益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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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筑工程招投标中合同管理存在的问题 

2.1 招标文件与合同管理关联度不高 

招标文件与合同管理关联度不高主要体现在招标文

件制定阶段和后续合同管理实施过程中。在招标文件制定

阶段，由于缺乏对合同管理需求的充分考虑和理解，招标

文件往往无法准确反映后续合同管理的要求和标准，存在

模糊不清、不完整或不准确的情况，导致后续合同管理缺

乏明确的依据和指导，增加了管理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招

标文件中的合同条款与后续合同管理的需要存在偏差，无

法充分覆盖合同管理的各个环节和细节，这种情况下，合同

管理方面会出现合同内容不清晰、合同条款不完善、合同执

行不规范等问题，影响合同管理的有效性和顺利实施
[2]
。另

外，由于招标文件与合同管理关联度不高，合同管理中会

存在理解偏差和执行误差的情况，合同管理方会根据自身

理解和经验进行操作，导致合同管理行为不规范、不统一

或不一致，影响合同管理的质量和效率。 

2.2 合同管理不规范 

合同管理不规范主要表现在合同签订、执行、变更和

结算等环节。在合同签订阶段，由于合同管理制度和流程

不够完善，签订的合同条款存在不清晰、不完整或不准确

的情况，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规范，使得合同内容的规范性

和可操作性不高，容易增加后续合同执行的难度和风险。

合同执行阶段，各方可能存在违约、拖延、不履约等情况，

导致工程项目无法按时、按质完成，合同执行不规范的原

因包括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管理机制、合同条款不明确或不

完善、合同履约义务不清晰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合同执

行的顺利进行。在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

合同需要进行变更，但如果变更管理不规范，容易导致合

同变更程序不清晰，变更内容不合理，变更影响不明确等

问题，给工程项目的进度、成本和质量带来不利影响，增

加工程风险和不确定性，影响工程项目的顺利实施和各方

利益的保障。 

2.3 合同交接问题 

合同交接是指在建筑工程项目执行过程中，由于合同

主体变更或合同期限到期等原因，需要将原合同的责任和

权利顺利转移给新的合同主体的过程。合同交接过程中存

在一系列问题，会影响工程项目的连续性和顺利进行。其

一，在合同管理的规范制度和流程不健全的情况下，各方

对于合同交接的具体程序和标准存在理解偏差，缺乏统一

的操作标准和规范，导致合同交接过程中存在混乱、不协

调和不完整的情况，影响合同交接的有效性和顺利进行。

其二，在合同交接过程中，各方之间需要及时、准确地传

递和接收相关信息，协调解决问题，保证合同交接的顺利

进行，由于信息传递渠道不畅、信息传递不及时或信息传

递不准确等原因，导致合同交接过程中存在信息缺失、信

息误解或信息延误的情况，会增加合同交接的复杂性和风

险性。其三，在合同交接过程中，需要各方人员的密切配

合和协作，共同完成合同交接的各项工作。但目前由于人

员配合不足、责任心不强或沟通不畅等原因，导致合同交

接过程中存在工作协调不足、责任推诿或工作任务落实不

到位等情况，影响合同交接的顺利进行。因此，有必要加

强合同管理制度和流程的规范化建设，加强各方之间的沟

通和配合，提高合同交接的效率和质量。 

2.4 合同审查规范不完善 

合同审查是确保招标文件与合同内容一致，并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和项目需求的关键环节。然而，目前建筑工程

中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影响着合同审查的规范性和完善性。

首先，合同审查的标准和流程缺乏明确的规定，审查过程

中存在主观性和不确定性。在缺乏统一标准的情况下，审

查人员会根据个人理解和经验进行审查，而非基于一致的

规范，导致合同审查结果不公正，增加合同管理的风险和

不确定性。其次，合同审查人员的专业水平和经验参差不

齐，影响了审查质量和效率。由于合同审查人员的专业背

景和经验水平不同，容易产生对合同条款理解的偏差和审

查的不全面性，使合同中存在潜在漏洞或风险，增加后续

合同执行中的问题和纠纷。最后，合同审查中缺乏有效的

监督和评估机制，导致审查结果的可靠性受到质疑。在缺

乏有效监督和评估机制的情况下，审查人员缺乏对审查结

果的监督和反馈，无法及时发现和纠正审查过程中的问题

和偏差，降低了审查的质量和准确性。 

3 建筑工程招投标中合同管理优化路径 

3.1 建立完善的合同管理制度和流程 

一是对合同管理的各个环节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评估，

明确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包括合同签订、执行、变更、

审查等各个环节，以及合同管理人员的职责和工作流程。

通过分析，发现存在的制度漏洞和流程瓶颈，为制定改进

措施提供依据。二是制定明确的合同管理制度，制度内容

应当包括合同管理的基本原则、流程步骤、责任分工、操

作规范等方面。例如，规定合同文件的编制要求、合同审

查的标准、合同变更的程序等，以确保合同管理工作的规

范性和一致性。三是建立合同管理的流程图或操作指南，

明确每个环节的具体操作步骤和要求。流程图应清晰展示

合同管理的整体流程，以帮助各个环节的工作人员理解各

自的任务和责任，提高工作的协调性和高效性。在建立完

善的合同管理制度和流程的同时，还需要加强对合同管理

人员的培训和引导，通过培训提高合同管理人员的专业水

平和操作技能，增强其对合同管理制度和流程的理解和执

行能力，从而确保合同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3]
。四是建

立健全的监督和评估机制，对合同管理制度和流程进行监

督和评估，及时发现和解决合同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

不足，不断完善合同管理制度和流程，提高其适应性和实

效性，确保合同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和高效化，提高建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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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招投标中合同管理的水平和效果。 

3.2 提升合同管理人员的专业素养 

首先，可以通过组织专业培训课程，帮助合同管理人

员全面了解合同管理的相关知识和技能，培训内容应当贴

近实际工作，具有实用性和操作性，以提高合同管理人员

的专业水平。其次，建立合同管理人员的学习机制，定期

组织学习讨论会、开展案例分析、分享经验教训等形式，

促进合同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流和学习，不断积累和提升专

业知识和经验。并通过实践工作，提升合同管理人员的实

战能力和应变能力，安排合同管理人员参与实际项目的合

同管理工作，从实践中积累经验，熟悉合同管理的各个环

节和流程，提高工作的熟练度和效率。再者，为合同管理

人员建立导师制度，由经验丰富的合同管理专家担任导师，

对新人进行指导和辅导，提高工作的水平和质量。最后，

建立合同管理人员的绩效考核机制，对其专业素养进行定

期评估和跟踪，及时发现和解决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有效

提升建筑工程招投标中合同管理人员的专业素养，提高其

对合同管理工作的理解和把握能力，增强其应对复杂情况

和处理问题的能力，从而更好地保障合同管理工作的顺利

进行，确保工程项目的执行效率和质量。 

3.3 采用信息化技术进行合同管理 

第一，根据项目规模和需求，选择功能齐全、易于使

用、安全可靠的合同管理软件或系统，这些软件或系统应

当具备合同信息的录入、存储、查询、统计等基本功能，

同时支持合同审查、变更管理、提醒通知等高级功能，以

满足合同管理的各个环节需求。第二，进行系统的数据录

入和整理。将已有的合同信息以及相关文档、文件等资料

录入到合同管理软件或系统中，并进行分类、整理和归档，

确保合同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为后续的合同管理工作

打下良好的基础。第三，在合同管理软件或系统中建立合

同管理的工作流程和操作标准，明确每个环节的具体步骤

和操作要求，包括合同签订、审查、执行、变更、结算等

各个环节，以确保合同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和标准化进行。

通过合同管理软件或系统，实现合同管理人员之间的信息

共享和协同办公，提高工作的协调性和高效性，合同管理

人员可以随时随地通过系统查阅合同信息、提交审批申请、

跟踪进度等，实现工作的及时响应和处理。第四，建立完

善的数据安全保护机制，确保合同信息的机密性和完整性

不受侵害，定期进行数据备份和安全检查，防范数据丢失

或泄露的风险，保障合同管理工作的持续进行和信息安全。 

3.4 加强合同执行监督和评估 

首先，需要建立健全的监督机制，明确监督责任、建

立监督流程和制定监督标准。监督责任应明确到具体的岗

位和人员，确保每个环节都有相应的监督人员负责；监督

流程应包括监督频次、内容、方式等，确保监督工作的全

面展开；监督标准应以合同执行的要求和指标为依据，对

合同执行过程进行全面评估和监控
[4]
。其次，建立有效的

评估机制，对合同执行结果进行评估和反馈。评估内容应

当包括合同执行的进度、质量、成本等方面，通过定期的

评估会议或报告，总结合同执行的情况，发现问题并及时

解决，为进一步优化合同管理提供依据。最后，要加强信

息共享和沟通，确保监督和评估工作的有效开展。各个相

关部门和人员之间要及时共享信息、沟通问题，形成合力，

共同推动合同执行工作的顺利进行，提高工程项目的执行

效率和质量。 

4 结束语 

通过建立完善的合同管理制度和流程、提升合同管理

人员的专业素养、采用信息化技术进行合同管理以及加强

合同执行监督和评估等措施，可以有效提高合同管理的效

率和质量，降低管理成本，最终实现项目目标的实现。随

着科技的发展和管理理念的更新，应继续不断优化完善建

筑工程招投标中的合同管理，为建设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贡

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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