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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智能化评标系统是利用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招投标数据自动化、智能化处理和评估的评标方

式。该系统的构建原理主要包括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和云计算技术等，能够自动化地完成数据采

集、处理和分析工作，并提供客观、公正的评标结果。智能化评标系统的技术实现主要包括数据采集与

处理、关键技术应用和系统集成与接口等阶段。在数据采集与处理阶段，需要收集和分析招投标数据，

实现数据的清洗、整理和标准化。在关键技术应用阶段，需要利用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算法，实现对

数据的自动化处理和智能分析。在系统集成与接口阶段，需要将各个模块进行集成，实现系统的稳定运

行。智能化评标系统在应用中能够解决传统招投标采购方式中存在的问题，提高采购效率和质量。其应

用效果主要体现在提高评标的效率和公正性，减少人为干预和主观因素的影响。同时，智能化评标系统

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如提升评标效率、法律法规与隐私保护以及人员培训与系统维护等问题。在未来的

发展中，需要加强对智能化评标系统的研究和探索，不断完善系统的功能和性能，为招投标采购的智能

化发展提供更加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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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lligent bid evaluation system is a type of bid evaluation method that utilizes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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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o achieve automated and intelligent processing and 
evaluation of bidding data. The construction principles of this system mainly include big data tech-
nolog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nd cloud computing technology, which can automatically 
complete data collection,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and provide objective and fair bid evaluation re-
sults. The technical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telligent bid evaluation system mainly includes stages 
such as data collection and processing, key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nd system integration and in-
terface. In the data collection and processing stage, it is necessary to collect and analyze bidding data, 
and achieve data cleaning, organiz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In the key technology application stage, 
algorithms such as machine learning and deep learning are utilized to achieve automated processing 
and intelligent analysis of data. In the system integration and interface stage, various modules are 
integrated to ensure the stable operation of the system. The intelligent bid evaluation system can 
solve the problems in traditional bidding and procurement methods and improve procurement effi-
ciency and quality. Its application effects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and fair-
ness of bid evaluation, reducing human intervention and subjective factors. At the same time, 
the intelligent bid evaluation system also faces some challenges, such as improving bid evalua-
tion efficiency, laws and regulations, privacy protection, and personnel training and system main-
tenance.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 of 
intelligent bid evaluation system, constantly improve the function and performance of the sys-
tem, and provide a more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of bidding and procure-
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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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招投标活动作为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一环，具有公平、公正、公开

的特点，对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传统的招投标采购方式存在诸多问题，尤其在

评标环节上，效率低下和主观性强的问题尤为突出。这不仅影响了采购的效率，还可能引发公正性和透

明度的问题，进而影响企业的利益和声誉。因此，如何改进评标环节，提高采购效率和质量，是招投标

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智能化评标系统的出现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思

路。智能化评标系统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能够自动化、智能化地完成评标工作，大大提高了评标的效

率和公正性。本文将深入探讨智能化评标系统的构建原理、技术实现和应用效果，以期为招投标采购的

智能化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2. 智能化评标系统的构建原理 

2.1. 系统概述 

智能化评标系统主要基于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其构建原理主要是通过收集和分析招投标数据

[1]，利用算法和模型对数据进行处理和评估，以得出客观、公正的评标结果。通过这些技术的应用，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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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化评标系统能够自动化地完成数据采集、处理和分析工作，并提供评标结果[2]。 

2.2. 构建基础 

智能化评标系统的构建[3]依托于一系列先进的信息技术，主要包括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和云

计算技术等。大数据技术用于处理海量的招投标数据，实现数据的清洗、整理和标准化；人工智能技术

利用机器学习[4]、深度学习等算法，实现对数据的自动化处理和智能分析；云计算技术则提供了可伸缩、

可靠的计算和存储资源，保障了智能化评标系统的稳定运行。 

2.3. 构建流程 

构建智能化评标系统的流程主要包括需求分析、系统设计、开发实施、测试与部署等阶段。需求分

析阶段主要是对用户需求进行调研和分析，明确系统的功能和性能要求；系统设计阶段是根据需求分析

的结果，设计系统的架构、模块和数据库等；开发实施阶段则是根据系统设计的要求，进行编码、测试

和集成工作；测试与部署阶段是对系统进行全面的测试和部署，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和可用性。 

3. 智能化评标系统的技术实现 

智能化评标系统的技术实现主要包括数据采集与处理、关键技术应用和系统集成与接口等方面[5]。 

3.1. 数据采集与处理 

数据采集与处理是智能化评标系统的基础，它涉及如何从各种来源获取招投标数据，并对数据进行

清洗、整理和标准化等工作。 
智能化评标系统的数据采集与处理过程涉及利用各种技术手段，从不同的来源获取招投标数据。这

包括从企业内部系统获取采购需求、供应商信息等，以及从外部公开渠道获取市场价格、竞争对手信息

等。数据采集后，通过数据清洗、整理和标准化等技术手段，对数据进行处理和整合，以形成可用于智

能化评标的数据集。 

3.2. 关键技术应用 

智能化评标系统中涉及的关键技术应用包括算法模型、数据挖掘技术、机器学习和云计算等技术。

其中，算法模型是智能化评标系统的核心，它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和机器学习算法对招投标数据进行处理

和分析，以得出客观、公正的评标结果。智能化评标系统采用了一系列先进的算法和模型，用于对招投

标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机器学习算法能够自动地根据历史数据发现评标规则和模式，提高评标的准确

性和效率[6]。深度学习算法则能够处理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对评标过程中涉及的复杂因素进行深入分析

和预测。这些算法模型的应用，大大提高了智能化评标系统的性能和效果。数据挖掘的过程包括数据预

处理、模式识别和预测等步骤，通过对招投标数据的挖掘和分析，提取有用信息，为后续的评审工作提

供支持。在招投标环节中，数据挖掘可以帮助招标人筛选符合条件的投标人，识别潜在的风险和问题，

以及预测市场趋势等。机器学习技术是实现智能评审的重要手段，通过训练和学习大量的数据样本，使

系统能够自动地进行预测和分类等任务。在招投标环节中，机器学习技术可以应用于智能化资格预审、

智能化评标等方面。例如，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对投标文件进行自动化分析，快速准确地评估投标人的技

术、质量、价格等方面，为评审专家提供参考意见。云计算技术为智能评审提供了强大的计算能力和存

储空间，实现了对海量数据的处理和分析[7]。通过云计算平台，招标人和投标人可以实时上传和获取数

据，提高了信息传递的效率和准确性。同时，云计算技术还可以实现异地协同工作和数据安全保护等功

能，提高了智能评审的可靠性和安全性[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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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系统集成与接口 

系统集成与接口涉及如何将智能化评标系统与其他相关系统进行集成，以及系统间的数据交互与接

口设计。 
智能化评标系统需要与其他相关系统进行集成，以实现数据的共享和交互。这包括与企业内部采购

系统、供应商管理系统等集成，以及与外部招投标平台、公共数据源等集成[9]。系统间的数据交互与接

口设计需要考虑数据格式、通信协议等技术细节，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实时性。同时，还需要考虑系

统的安全性和隐私保护等问题，确保数据的安全可靠。 

4. 智能化评标系统应用 

4.1. 当前招投标环节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招投标环节中存在诸多问题，如人为因素干扰、信息不对称、评审效率低下等。 
在传统的招投标过程中，人为因素干扰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一些招标人或投标人通过不正当手

段影响评审结果，以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这些不正当手段包括但不限于行贿、串标、欺诈等行

为，严重影响了招投标的公正性和公平性。此外，信息不对称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招标人和投标人之

间的信息交流存在障碍，导致双方不能完全了解彼此的需求和条件，不仅影响了招投标的公正性，还可

能导致资源的浪费和市场效率的降低。 
传统招投标过程中，评审效率低下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由于缺乏有效的技术和工具支持，评

审工作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而且容易出现误差和疏漏。这种情况不仅增加了招投标的成本，

还可能影响到项目的推进速度和实施效果。在招投标实践中，公正性是最基本的原则之一。然而，由于

制度不完善、监管不到位等原因，一些招投标过程中存在缺乏公正性的问题。例如，在评审过程中，评

委可能存在主观偏见或者利益关联，导致评审结果不公正；在招标过程中，招标人可能设置歧视性条件

或者不合理限制，排斥某些投标人。缺乏公正性的招投标不仅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则，还可能

扰乱市场秩序，损害公共利益。 

4.2. 智能化评标系统应用 

智能评审技术在招投标环节中的应用，包括智能化资格预审、智能化评标、智能化监督[1]和智能化

辅助[10]决策等方面的研究。其中，智能化资格预审是指利用智能技术对投标人进行资格审查的一种方式。

通过大数据分析，可以快速筛选出符合招标要求的投标人，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智能化评标是

指利用智能技术对投标文件进行自动化分析和评价的一种方式。通过机器学习等技术手段，可以对投标

文件进行智能化解读，快速准确地评估投标人的技术、质量、价格等方面，为评审专家提供参考意见。

智能化监督是指利用智能技术对招投标过程进行实时监控和记录的一种方式。通过大数据分析、云计算

等技术手段，可以对招投标过程中的数据进行分析和挖掘，发现潜在的风险和问题，提高监督的准确性

和效率。同时，智能化监督还可以对招投标过程中的违规行为进行监测和预警，保障招投标的公正公平。

智能化辅助决策[11]是指利用智能技术为各方提供智能化决策支持的一种方式。通过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

习等技术手段，可以对招投标数据进行深入挖掘和分析，帮助招标人做出更科学、合理的决策。同时，

智能化辅助决策还可以为招标人提供风险评估和预警等功能[12]，降低决策风险。 

4.3. 智能化评标系统应用效果 

智能化评标系统通过自动化处理和智能分析，能够快速、准确地完成评标工作，极大地提高了评标

的效率。与传统的人工评标方式相比，智能化评标系统能够节省大量时间和人力成本，加快采购流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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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作速度。这不仅能够提高企业的采购效率，还能为企业创造更大的商业价值。智能化评标系统采用客

观的评分机制和数据可视化等技术，减少了人为因素对评标结果的影响，增强了评标的公平公正性。系

统通过自动化处理数据和智能分析，能够保证评标结果的客观性和准确性，避免了人为操作和主观偏见

的可能性[13]。这有助于建立公平、透明的商业环境，提升企业的声誉和形象。智能化评标系统在降低成

本和风险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智能化评标系统能够减少人为错误和降低人力成本[14]，避免了

人为操作可能带来的风险。其次，系统通过数据分析和预测，提高了决策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降低了企

业的决策风险。此外，智能化评标系统还能够降低采购成本，提高采购过程的透明度，有利于企业的成

本控制和财务管理。 

5. 面临的挑战与解决方案 

5.1. 提升评标效率 

智能化评标系统的技术局限性主要包括数据质量和算法泛化能力等方面。数据质量是影响评标结果

准确性的关键因素，如果数据不完整、不准确或不一致，将导致系统性能的降低。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需要加强数据治理和质量控制，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此外，算法泛化能力也有限，对于复杂多

变的招投标环境，需要不断优化和调整算法模型，提高其适应性和泛化性能。 

5.2. 法律法规与隐私保护 

智能化评标系统的应用需要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确保合规性和合法性。同时，在处理招投标数据时，

需要严格保护各方隐私，防止数据泄露和滥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和隐私保

护机制，加强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意识，确保系统的合规性和安全性。 

5.3. 人员培训与系统维护 

智能化评标系统在降低成本和风险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智能化评标系统能够减少人为错

误和降低人力成本，避免了人为操作可能带来的风险。其次，系统通过数据分析和预测，提高了决策的

准确性和可靠性，降低了企业的决策风险。此外，智能化评标系统还能够降低采购成本，提高采购过程

的透明度，有利于企业的成本控制和财务管理[15]。 
综上所述，智能化评标系统的应用虽然面临一些挑战，但通过加强技术研发、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

和隐私保护机制、加强人员培训和技术支持等措施，可以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推动智能化评标系统的广

泛应用和发展。 

6. 探索与发展 

智能化评标系统作为现代信息技术与评标业务的结合，在建立数据治理体系、持续改进算法模型、

加强技术研发和创新、强化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不断优化和完善。其中，涉及算法优化、数据隐私保护、

可视化技术、解释性算法、加密技术等方面的技术发展，会快速推动智能化评标系统的功能完善。 
随着智能评审技术的广泛应用，相关的法律法规将进一步完善。通过建立独立的监管机构或利用现

有监管资源，对智能评审技术进行监督和管理，从而进行定期评估和审查，确保其公正性和准确性。 
智能化技术将与其他采购管理环节进行集成，实现采购流程的全面智能化，建立多元化应用场景。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智能评审技术将在跨境招投标中发挥重要作用。 
智能评审技术在招投标环节的未来发展充满无限可能。通过技术进步、法规完善和应用领域的拓展，

智能评审技术将在招投标环节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我们期待着智能评审技术在招投标环节的更广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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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和发展，为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和公共利益作出更大的贡献。 

7. 结语 

智能化评标系统的构建与应用为招投标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该系统依托先进的信息技术，如

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实现了评标的自动化与智能化，有效解决了传统评标方式中存在的问题，

提高了采购的效率和质量。 
在未来的发展中，智能化评标系统将继续发挥其优势，为招投标活动注入新的活力。随着技术的不

断创新和完善，智能化评标系统将更加精准、高效，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同时，我们也需

要关注到该系统的局限性和潜在风险，如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等问题，并积极寻求解决方案，以确保智

能化评标系统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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