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規名稱：(廢)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適用最有利標執行作業程序

修正日期：民國 96 年 06 月 04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96年 6月 4日臺北市政府府授工採字第 09630204500號函發布停止適用

一、臺北市政府為順利所屬各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以下簡稱機關）辦理最有利標作

    業，特訂定本作業程序。

二、機關以公開招標或選擇性招標辦理具異質性之工程、財物或勞務採購，不論採購金額大

    小，不宜以最低標方式辦理決標者，均得依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採購法）第 52條第 1

    項第 3款規定採最有利標決標方式辦理。

三、機關採最有利標決標，不論採購金額大小，應於招標前函報上級機關核准，但得向上級

    機關申請通案核准。

四、擬訂邀請廠商投標所準備之招標文件如投標須知、投標書（或採購標單）、投標廠商聲

    明書、契約、評選須知、押標金及保證金格式、需求計畫、規範等。

五、較屬重大、特殊之採購招標案時，應於招標前成立採購評選委員會（以下簡稱評選委員

    會），同時一併成立工作小組，並於完成評選事宜且無待處理事項後解散之。

    （一）評選委員會委員會外聘專家、學者之名單，應自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網站建議

          名單遴選後，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未能自該名單覓得適當人選者，

          得敘明理由，另行遴選後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

    （二）遴選委員時，不得為特定廠商利益而為遴選；辦理不同之採購案，應避免遴聘相

          同之專家學者擔任，但無其他更合適者，不在此限；遴聘委員時應注意委員是否

          有不予遴聘或遴聘後應辭職或予解聘之情形。

    （三）評選委員會置委員 5至 17人，就具有與採購案相關專門知識人員派兼或聘兼之，

          其中外聘專家、學者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前述人員均為無給職，但符合依行

          政院頒定之「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規定者仍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

          及審查費，又聘請國外專家或學者來臺參與評選者，亦得依規定支給之。

    （四）評選委員會置召集人 1人，綜理評選事宜；副召集人 1人，襄助召集人處理評選事

          宜。召集人、副召集人均為委員，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指定委員擔任，或由

          委員互選產生；召集人由機關內部人員擔任者，應由一級主管以上人員任之。

    （五）評選委員會之任務，包括 (1)訂定或審定招標文件之評選項目、評審標準及評定

          方式。(2)辦理廠商評選。(3)協助機關解釋與評審標準、評選過程或評選結果有

          關之事項。並不包括其他招標文件之擬議，如廠商資格之訂定、投標須知之擬議

          等，但評選委員會願協助審議，機關亦得接受。

    （六）機關得於成立評選委員會通知委員派兼或聘兼時，將「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須知



          」一併附於通知書中，讓所有委員瞭解相關規定，例如工作內容、保密及利益迴

          避等。

    （七）工作小組成員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指定機關人員或專業人事擔任。工作小組

          應置召集人 1名，負責督導執行工作小組應辦事宜。

    （八）工作小組依據評選項目或評選委員會指定之項目，就受評廠商資料擬具初審意見

          ，載明下列事項，連同廠商資料送評選委員會供評選參考：

          1.採購案名稱。

          2.工作小組人員姓名、職稱及專長。

          3.受評廠商於各評選項目所報內容是否符合招標文件規定。

          4.受評廠商於各評選項目之差異性。

          工作小組擬具之初審意見，僅供採購評選委員會供評選參考，無須簽報機關首長

          核定。

    （九）評選委員會之委員名單，於開始評選前應予保密，但經評選委員會全體委員同意

          於招標文件中公告委員名單者，不在此限。評選委員會委員名單於評選出最有利

          標後，應予解密；其經評選而無法評選出最有利標致廢標者，亦同。但採購案重

          新招標時，評選委員會委員名單應完成重新遴聘並予以保密程序，以符採購評選

          委員會組織準則第 6條規定評選委員會名單，於開始評選前應予保密之規定。但

          重新遴聘之委員與第 1次委員名單相同，並無不可，由機關自行決定。

六、機關應依下列規定預擬評選須知包括評選項目、評審標準及評定方式草案，並召開評選

    委員會審查，確定後於招標文件載明。

    （一）機關應依最有利標評選辦法、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

          則等相關規定，擬訂評選須知草案。

    （二）評定最有利標方式，如採總評分法或序位法，原則應將價格納入評比，或可採評

          分單價法。其標價已標註於廠商所投標之服務建議書內者，得免提供採購標單（

          或投標書）。

    （三）評選廠商達 5（）家以上，機關得採 2階段辦理評選，其第 1階段評選，不得就分

          數或權重較低之項目先行評選及淘汰不合格廠商。

    （四）綜合評定分數之總平均以一百分為滿分，最有利標評選之最有利標廠商，應於招

          標文件敘明，須達出席委員評定分數之總平均 80（）分以上之合格分數。

    （五）不同委員之評選結果有明顯差異時，召集人應提交評選委員會議決或依評選委員

          會決議辦理複評。複評結果仍有明顯差異時，由評選委員會決議之。

    評選委員會之決議，應有委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出席委員中之外聘專家、學者人數，不得少於出席委員人數之三分之一。



七、一般性、有前例或條件簡單之採購招標案，得由機關自行或邀請評選委員以外之專家學

    者訂定或審定評選須知，評選委員會可於開標前成立外，其餘應於招標前成立。

八、機關應依政府採購公告及公報發行辦法辦理公告。

九、機關依招標文件規定之時間及地點開標及審查資格標。

    （一）公開招標之第 1次開標須有 3家以上廠商投標。第 1次開標，因未滿 3家而流標者

，

          第 2次招標之等標期得予縮短，並得不受 3家廠商之限制。採選擇性招標者，除為

          經常性採購建立合格廠商名單，須有 6家以上廠商始可辦理資格審查外，無家數

          之限制。

    （二）機關應依採購法規定通知上級機關或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

十、召開評選會議，進行綜合評選作業。

    （一）評選委員會之決議，應有委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

          之，出席委員中之外聘專家、學者人數，不得少於出席委員人數之三分之一。

    （二）資格及規格合於招標文件規定者，始納入評選。評選時如規定廠商作簡報，應事

          先通知廠商評選會議時間及地點。廠商不得利用簡報更改廠商投標文件內容。廠

          商另外提出變更或補充資料者，該資料應不納入評選。其簡報答詢過程中不得要

          求廠商提供機關優惠回饋或更改投標文件內容。

    （三）出席之評選委員應全程參與，避免遲到早退，且應親自為之，不得由他人代理。

    （四）委員辦理評選，應於機關備具之評分（比）表逐項載明各受評廠商之評分或序位

          ，並簽名或蓋章。機關於委員評選後，應彙整製作總表，載明相關事項後，由參

          與評選之全體委員簽名或蓋章。

    （五）同一評選項目，不同委員之評選結果有明顯之差異時，召集人應提交委員會議決

          或依委員會決議辦理複評，複評結果仍有明顯差異時，由委員會決議之。

    （六）招標文件應載明最有利標之評定，係由評選委員會過半數決定，或由該委員會提

          具建議名單交由機關首長決定。如已訂定由評選委員會過半數之決定評定者，則

          機關首長不得變更或不採納該評選結果。

十一、機關評選結果無法評定最有利標時，得就原招標文件已標示得更改之項目，採行協商

      措施，再作綜合評選，評定最有利標。評定應附理由。綜合評選不得逾 3次。原招標

      文件未標示得更改之項目者，不得採行協商措施，應予廢標。

      （一）採行協商措施應依下列原則辦理： (1)開標、投標、審標程序及內容均應予保

            密。 (2)協商時應平等對待所有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投標廠商，必要時並錄影

            或錄音存證。(3)原招標文件已標示得更改項目之內容，始納入協商。(4)前款

            得更改之項目變更時，應以書面通知所有得參與協商之廠商。 (5)協商結束後



            ，應予前款廠商依據協商結果，於一定期間內修改投標文件重新遞送之機會。

      （二）為利評選作業，可於招標文件規定那些評選項目之內容得於評選時協商更改。

            其採行協商措施者，應予參與協商之廠商依據協商結果，就協商項目於一定期

            間內修改該部分之投標文件重行遞送之機會。價格得為協商項目之一。招標文

            件列有得協商更改之項目者，價格必須為協商項目之一。如價格不合理，應於

            協商時通知減價。廠商重行遞送後，再進行綜合評選，綜合評選不得逾三次。

            協商時應個別洽廠商為之，避免洩漏該廠商資料。

      （三）機關依採購法第五十七條採行協商措施時，參與協商之廠商依據協商結果重行

            遞送之投標文件，其有與協商無關或不受影響之項目者，該項目應不予評選，

            並以重行遞送前之內容為準。

      （四）機關採行協商錯施，應注意 (1)由評選委員會列出協商廠商之待協調項目，並

            指明其優、缺點、錯誤或疏漏之處。(2)擬具協商程序。(3)參與協商人數之限

            制。(4)慎選協商場所。(5)執行保密措施。(6)與廠商個別進行協商。(7)不得

            將協商廠商投標文件內容、優缺點及評分，透漏於其他廠商。 (8)協商應作成

            紀錄。 

十二、以公開招標或選擇性招標採最有利標決標辦理者，應於評定最有利標後即決標，不得

      於評定最有利標後再洽該廠商議價。如有洽減價之必要，應於招標文件中納入協商措

      施，俾於評選階段就價格進行協商。

      （一）對於不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廠商，通知其原因；對於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但未得

            標之廠商，通知其最有利標廠商之標價與總評分結果及該未得標廠商之總評分

            或序位評比結果。

      （二）機關評定最有利標後，應於決標公告公布最有利標之標價及總評分或序位評比

            結果，並於主管機關之政府採購資訊網站公開下列資訊： (1)評選委員會全部

            委員姓名及職業。 (2)評選委員會評定最有利標會議之出席委員姓名。

十三、其他

      （一）評選委員會之會議紀錄及機關於委員評選後彙總製作之總表，除涉及個別廠商

            之商業機密者外，投標廠商並得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或攝影。另各出席委員

            之評分或序位評比表，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予保密，不得申請閱覽、抄寫、

            複印或攝影。

      （二）委員會委員及參與評選工作之工作人員對於受評廠商之資料，除供公務上使用

            或法令另有規定外，應保守秘密。評選後亦同。

      （三）採行協商措施之開標、投標、審標程序所應保密之內容，決標後應即解密。但

            有繼續保密之必要者，例如個別廠商投標文件內容，不在此限。



      （四）可於招標文件規定未獲選而達一定分數之廠商，發給一定金額之獎勵金。（依

            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 30條規定，辦理涉及設計圖或服務建

            議書者；其他性質之採購如有必要，於招標文件訂明亦可，惟建議事先知會主

            會計單位）

      （五）可於招標文件規定廠商投標文件之裝釘、章節次序、頁數、紙張大小、份數、

            須分開裝釘之資料。惟應注意避免過於僵硬，以免發生例如超出 1頁即為不合

            格標之情形。

      （六）採購法第 24條統包及第 52條第 1項第 4款採複數決標（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5條

）

            予 2家以上之廠商，可搭配採最有利標決標。

      （七）廢標後，機關應重新檢討標案，如重新辦理招標、循其他方式標辦、停止或暫

            停本案採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