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發局 114.6.19)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採購評選作業檢核表 

標案名稱：                              

標案案號：                              

 

檢核事項 

(點擊項目可連結至相關說明) 
是 否 不適用 

一、

評選

委員

會成

立 

1.訂定評選項目、評審標準及評定方式（本項擇一勾選，餘勾選「不適用」）： 

(1)由採購評選委員會訂定或審定。    

(2)有前例或條件簡單者，由機關訂定或審定。    

2.採購評選委員會成立時點（本項擇一勾選，餘勾選「不適用」）： 

(1)評選項目、評審標準及評定方式由評選委員會訂定者或審定者，評

選委員會於招標前成立。 

   

(2)評選項目、評審標準及評定方式由機關訂定或審定者，評選委員會

於開標前成立。 

   

3.採購評選委員會組成： 

(1)委員人數符合 5 人以上。    

(2)非政府機關現職人員之專家學者人數不少於三分之一。    

(3)無機關遴選評選委員不得有之情形、不得遴選為評選委員之情形。    

(4)委員具備與採購案相關之專門知識。    

(5)評選委員建議名單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    

(6)召集人由機關首長擔任，或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指定一級主管

以上人員擔任；副召集人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指定機關內部

人員擔任。 

   

(7)機關聘兼之委員經當事人同意。    

4.成立工作小組    

5.公開採購評選委員會名單 (委員名單不予公開者，勾選不適用)    

二、

評選

會議

前 

1.工作小組就受評廠商資料擬具初審意見。    

2.通知召開評選會議： 

(1)如將廠商投標文件於評選前函送評選委員審閱，公函是否註明為密

件。(無者，本項勾選「不適用」) 

   

(2)不公開委員名單之評選案，開會通知是否註明為密件。(公開委員

名單者，本項勾選「不適用」) 

   

(3)開會通知是否載明評選委員應配合事項。    

(4)費用支給是否符合規定。    

三、 1.委員會組成及法定開會人數： 



 

檢核事項 

(點擊項目可連結至相關說明) 
是 否 不適用 

評選

時 

(1)評選委員會出席人數及專家學者是否達法定人數。    

(2)委員無因故未能繼續擔任委員，致委員會組成未符法定規定。    

(3)委員自接獲評選有關資料之時起，未就該採購案參加投標、作為投

標廠商之分包廠商或擔任工作成員。 

   

2.評選作業程序： 

(1)確認委員已知悉「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須知」內容，且無應辭職或

予以解聘之情形，並納入會議紀錄。 

   

(2)評選委員就各評選項目、受評廠商資料及工作小組初審意見，逐項

討論並進行評分作業。 

   

(3)不同委員之評選結果有明顯差異情形，提交評選委員會召集人處

理。(無者，本項勾選「不適用」) 

   

(4)評選委員會或個別委員評選結果與工作小組初審意見有異，由評選

委員會或該個別委員敘明理由，並列入會議紀錄。(無者，本項勾

選「不適用」) 

   

(5)會議決議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6)採購評選委員會開會時，機關辦理評選作業之承辦人員全程出席。    

(7)出席之評選委員，全程參與，無遲到早退。    

四、

評選

後 

1.評選結果通知投標廠商，對不合格或未獲選之廠商，並敘明其原因。    

2.各出席委員之評分或序位評比表，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是否保守秘密

（廠商不得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或攝影）。 

   

3.評選委員及參與評選工作之人員，對於受評廠商之資料，除供公務上

使用或法令另有規定外，是否保守秘密。 

   

其他補充說明： 

檢核人：  

 
備註：檢核情形應為「是」，如有「否」者，應為適法之處置。 
 
 

 評選作業相關規定： 

一、 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 

二、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 

三、 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須知 

四、 機關辦理採購評選結果有明顯差異態樣 

五、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成立採購評選委員會程序 

六、 機關辦理最有利標簽辦文件範例(外部連結) 

https://www.pcc.gov.tw/content/list?eid=2922&lang=1


 

 檢核事項逐項說明： 

檢核事項 
(點擊項目可連結回檢核表) 

說明 

一 

、 

評

選

委

員

會

成

立 

1.訂定評選項目、

評審標準及評定方

式 

➢ 依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 3 條第 2 項規定，評選項目、評審標準

及評定方式有前例或條件簡單者，得由機關自行訂定或審定，免於招

標前成立採購評選委員會為之，但該委員會仍應於開標前成立。所謂

前例，尚不以同一機關所辦理之採購個案為限；另考量主管機關訂定

之各類採購評選項目及配分權重範例，已參採各機關實際辦理之案

件，且廣為各機關採用，爰如機關據以照辦，亦屬之。 

➢ 個案有前例或條件簡單者，應於簽文敘明前例具體採購個案或範例，

或明確認定屬條件簡單。 

2.採購評選委員會

成立時點 

➢ 委員會於開標前成立案件，其作業說明及保密措施詳「臺中市政府經

濟發展局成立採購評選委員會程序」，且其成立無須等待招標公告刊

登，可提前為之。 

3.採購評選委員會組成： 

(1)委員人數符合 5

人以上 

➢ 組成人數無上限。 

➢ 建議委員總人數不宜過少，以免有委員因故未能繼續擔任，致委員總

額或專家、學者人數未達政府採購法第 94 條第 1 項關於人數之規定，

而須另行遴選委員補足，影響採購作業。 

(2)非政府機關現

職人員之專家學者

人數不少於三分之

一 

➢ 所稱「政府機關之現職人員」，不包括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之現職人

員。 

(3)無機關遴選評

選委員不得有之情

形、不得遴選為評

選委員之情形 

➢ 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 4 條之 1 規定，機關遴選評選委員，不得

有下列情形： 

一、接受請託或關說。 

二、接受舉薦自己為委員者。 

三、為特定廠商利益而為遴選。 

四、遴選不具有與採購案相關專門知識者。 

五、明知操守不正而仍為遴選。 

六、遴選現任各級民意機關民意代表。但各級民意機關辦理採購時， 

不在此限。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 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 5 條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

遴選為評選委員： 

一、犯貪污或瀆職之罪，經判刑確定。 

二、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三、受破產宣告確定尚未復權。 

四、專門職業人員已受停止執行業務或撤銷、廢止執業執照之處分。 

五、因違反法令，經本法主管機關依規定列入不得遴選為採購評選委 

員之人員名單。 

➢ 機關首長負機關行政成敗責任，得指派自己為委員。 

➢ 建議名單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前，應先登入政府電子採購



 

檢核事項 
(點擊項目可連結回檢核表) 

說明 

網(採購輔助>專家學者>不得遴選為採購評選委員名單)，查察名單內

之人員是否已屬主管機關依規定列入不得遴選為採購評選委員之人

員名單。 

(4)委員具備與採

購案相關之專門知

識 

➢ 得參考主管機關建立之專家學者建議名單，或自行提出建議名單以外

具有與採購案相關專門知識之人員，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

定。核定人得於簽報名單外，另指定具有與採購案相關專門知識之人

員擔任評選委員。 

➢ 辦理建築物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採購評選，成立採購評選委員會，

其遴選採購評選委員，應慎重考量採購特性與委員專業之關聯性及合

理比例。 

(5)評選委員建議

名單簽報機關首長

或其授權人員核定 

➢ 委員名單於公開前應予保密，故簽報遴選名單階段仍需要保密，至於

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網站公告委員名單後，才無需保密。 

➢ 簽辦公文註明為密件，並置於密件專用封套內。必要時，由承辦人以

親持密件處理。 

(6)召集人由機關

首長擔任，或由機

關首長或其授權人

員指定一級主管以

上人員擔任；副召

集人由機關首長或

其授權人員指定機

關內部人員擔任 

➢ 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 7 條。 

➢ 所稱「機關內部人員」，不包括所屬機關或所屬機關以外之其他機關

內部人員。 

➢ 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指派之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因故請假無法擔

任，擬由其職務代理人擔任評選委員，並主持評選會議者，該職務代

理人仍須符合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 7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

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指派。 

(7)機關聘兼之委

員經當事人同意 

➢ 由專人依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所核定之遴聘（派）順序，辦理聯繫

及徵詢意願作業。 

➢ 機關擬聘兼之委員，應經其書面同意（例如以評選委員意願調查表徵

詢）。派兼之委員為機關內部人員，則無須經其同意，惟應通知其知

悉。 

➢ 公告委員名單之評選案，擬聘兼之專家學者不同意於主管機關指定之

資訊網站公告名單者，改遴選其他同意公告之專家學者。 

➢ 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委員人數及名單，經機關通知派兼委員知

悉及洽聘兼委員同意（例如：委員於意願調查表同意擔任評選委員），

於其派兼及聘兼委員總人數符合機關簽奉核准之委員總人數及法令

規定時，即屬成立。詳「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成立採購評選委員會

程序」。 

➢ 依評選委員意願調查結果填具「臺中市政府採購專家學者委員聯繫情

形紀錄表」。(外部連結)  

4.成立工作小組 

➢ 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 8 條：「機關應於本委員會成立時，一併

成立三人以上之工作小組，協助本委員會辦理與評選有關之作業，其

成員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指定機關人員或專業人士擔任，且至少

應有一人具有採購專業人員資格。」 

➢ 採購承辦人員得擔任同案採購工作小組成員；惟為避免角色衝突，同

https://www.economic.taichung.gov.tw/17981/Lpsimplelist


 

檢核事項 
(點擊項目可連結回檢核表) 

說明 

採購案之評選委員不得兼任工作小組成員。 

5.公開採購評選委

員會名單 

➢ 委員名單除有不公開之必要者外，應於委員會成立後即公開於主管機

關指定之資訊網站，優點如下： 

1. 公告後即無洩漏名單之虞，可減輕相關人員保密責任，亦可增加

評選之透明度，避免外界質疑黑箱作業及委員名單外洩之爭議。 

2. 廠商對於已公告之評選委員，如認為有「機關遴選評選委員不得

有之情形」、「不得遴選為評選委員之情形」、「評選委員應即辭職

或予以解聘之情形」者，得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本局提出，避免

廠商於評選現場僅憑主觀的懷疑而影響機關作業程序。 

➢ 公告委員名單之評選案，擬聘兼之專家學者不同意於主管機關指定之

資訊網站公告名單者，改遴選其他同意公告之專家學者。 

➢ 委員名單於公開前應予保密，至於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網站公告委員

名單後，才無需保密。 

二 

、 

評

選

會

議

前 

1.工作小組就受評

廠商資料擬具初審

意見 

➢ 工作小組應於評選會議召開前，就受評廠商資料擬具初審意見，載明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 3 條規定之事項。 

➢ 工作小組於評選廠商前，請利用政府電子採購網查詢相關廠商紀錄

(是否為拒絕往來廠商、是否為優良廠商、有無發生重大職災、最近

5 年施工查核結果及履約情形計分結果)，並供評選委員評選及機關

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最有利標參考，以利機關評選較優良廠商，提

昇工程品質。 

➢ 受評廠商或其計畫主持人或主要工作人員之優良、不良紀錄或事蹟，

除廠商提出者外，機關得自行蒐集或至工程會網站查詢。 

➢ 工作小組向採購評選委員會提出之初審意見，可考慮以代號代替廠商

名稱，以求評選作業之公正客觀。 

2.通知召開評選會議： 

(1)如將廠商投標

文件於評選前函送

評選委員審閱，公

函是否註明為密

件。(無者，本項勾

選「不適用」) 

➢ 機關得將受評廠商資料及工作小組初審意見，以密函分繕發文予評選

委員，讓評選委員提早瞭解案情，但應要求就內容保密，勿與廠商作

任何接觸。 

➢ 將受評廠商資料於評選前提供予評選委員，寄出前應確認服務建議書

內列之工作成員與評選委員是否重疊，避免違反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

規則第 14 條之 1 規定。 

➢ 工作小組於評選會議前如取得委員書面審查意見，可併入初審意見彙

整；採購評選委員會可指定委員就工作小組初審意見內容預先審查，

將審查意見送評選委員會參考。 

➢ 廠商之投標文件，評選委員出席會議時攜回，評選後機關應收回保存。 

➢ 詳細可參考工程會「機關辦理最有利標簽辦文件範例」之開會通知單

範本。(外部連結) 

(2)不公開委員名

單之評選案，開會

通知是否註明為密

件。(公開委員名單

➢ 如發函予派兼或聘兼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全體評選委員名單不公開

者，則以密件發函，對各委員分繕發文。 

➢ 詳細可參考工程會「機關辦理最有利標簽辦文件範例」之開會通知單

範本。(外部連結) 

https://www.pcc.gov.tw/content/list?eid=2922&lang=1
https://www.pcc.gov.tw/content/list?eid=2922&lang=1


 

檢核事項 
(點擊項目可連結回檢核表) 

說明 

者，本項勾選「不

適用」) 

(3)開會通知是否

載明評選委員應配

合事項 

➢ 評選委員對於廠商投標文件內容及所知悉之招標資訊，應予保密，且

不得與廠商私下接洽與該採購案有關之事務。 

➢ 機關人員不得對評選委員明示或暗示特定屬意之廠商，或任何可能造

成廠商於評選前與評選委員私下接觸之情形。 

➢ 宜提醒評選委員如遇有請託、關說、行賄、施壓等情形者，即時通知

機關。機關如接獲委員通知，除依政府採購法第 16 條、其施行細則

第 17 條規定作成紀錄，並經委員確認後，依個案事實及相關規定處

理外，另應以書面或口頭方式向政風室通報。 

➢ 評選委員對於受評廠商之投標文件內容及資料，應保守秘密，不得挪

作他用，評選後亦同。 

➢ 通知委員派兼或聘兼事宜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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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或評比

方式，保密及利益迴避之規定。 

➢ 詳細可參考工程會「機關辦理最有利標簽辦文件範例」之開會通知單

範本。(外部連結) 

(4)費用支給是否

符合規定 

➢ 對於出席評選會議之聘兼評選委員，如於會前先行提出書面審查意見

者，除依規定支給出席費、交通費外，另簽請給予審查費。 

➢ 專家學者於出席會議前先行對相關文件所作審查，應由機關依案件性

質從嚴認定，如係作為出席會議時發表意見之參考，則屬會前準備工

作，其與書面審查仍有所不同，不得在出席費外另行支給審查費，責

請機關從嚴認定會前準備與實質審查之區別，其主要意旨，乃在於強

調開會之前確有實質書面審查之必要者，始有審查費之支給，以避免

浮濫。 

➢ 關於支給評選委員出席費及交通費如有疑義，建議先洽詢本局會計人

員意見。 

三 

、 

評

選

時 

1.委員會組成及法定開會人數： 

(1)評選委員會出

席人數及專家學者

是否達法定人數 

➢ 開會時，委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出席。 

➢ 出席委員中之專家、學者人數至少二人。 

➢ 出席委員中之專家、學者人數不少於出席人數之三分之一。 

➢ 評選前請再登入政府電子採購網查察評選委員是否有遭主管機關列

入不得遴選為採購評選委員之人員名單；如有者，應予以解聘，於符

合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 9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之前提下，始

得續行評選。 

(2)委員無因故未

能繼續擔任委員，

致委員會組成未符

法定規定 

➢ 評選委員會之委員於辦理廠商評選前因故請辭，倘委員總額仍符合政

府採購法第 94 條之規定，准辭後得免另行遞補；惟若造成專家學者

人數少於三分之一，仍應另為遴聘遞補。 

➢ 如有指派本機關公務員兼任評選委員者，該公務員於離去本職時，其

評選委員之兼職，應同時免兼。 

➢ 委員會成立後之任何異動、調整，均應簽報機關首長，如擬採用原勾

https://www.pcc.gov.tw/content/list?eid=2922&lang=1


 

檢核事項 
(點擊項目可連結回檢核表) 

說明 

選名單徵詢委員遞補，該名單應先簽准沿用。 

(3)委員自接獲評

選有關資料之時

起，未就該採購案

參加投標、作為投

標廠商之分包廠商

或擔任工作成員 

➢ 工作成員範圍，包含投標廠商之投標文件所述人力組織及參與或協助

該採購案之相關人員均屬之。 

➢ 評選時查察受評廠商資料所列工作成員或分包廠商人員有無包括評

選委員，如有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 14 條之 1 情形，應不決標

予該廠商。 

➢ 評選委員協助機關辦理評選，應獨立超然執行職權，不得於所評採購

案決標後，再受該案之得標廠商邀請擔任該採購案履約工作成員，或

受聘協助履約。 

2.評選作業程序： 

(1)確認委員已知

悉「採購評選委員

會委員須知」內

容，且無應辭職或

予以解聘之情形，

並納入會議紀錄 

➢ 如個案採購受評廠商為財團法人，而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曾於 3 年內

擔任該財團法人之董事或監察人，應即辭職或予以解聘。 

➢ 倘廠商於投標文件中大規模臚列各大專院校之學者專家列為講師人

選，惟其性質僅為「暫定」，事前亦未先徵詢任何評選委員，案內評

選委員並無與投標廠商聯繫，如廠商未與委員聯絡確認，委員亦未答

應廠商擔任課程講師，尚難適用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 14 條第

1 款、第 2 款及第 14 條之 1 規定，惟委員於所評個案採購決標後，

不得擔任該採購案得標廠商履約工作成員，或協助履約。 

➢ 評選委員會成立後，機關發現委員有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 5

條第 5 款情形(因違反法令，經本法主管機關依規定列入不得遴選為

採購評選委員之人員名單)，機關得依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 14

條第 3 款規定（認其有不能公正執行職務之虞）予以解聘，機關於評

選委員會議開始前請再次確認委員是否有上開組織準則第 5 條各款

情形，如因此致委員總額或專家、學者人數未達採購法第 94 條第 1

項之規定者，應另行遴選委員補足之。 

➢ 其確認尚無須一併邀集廠商與委員當面為之，惟召集人或副召集人仍

得基於評選秩序為適當裁示。 

(2)評選委員就各

評選項目、受評廠

商資料及工作小組

初審意見，逐項討

論並進行評分作業 

➢ 有簡報程序者，提醒評選委員要公正評選，勿在廠商面前對個別廠商

公開誇讚或批評，勿主動要求廠商變更或補充其投標文件內容，或允

許廠商利用簡報更改其投標文件內容；廠商另外提出變更或補充資料

者，應提醒委員該資料不納入評選計分。 

➢ 機關人員不得對評選委員明示或暗示特定屬意之廠商。 

➢ 參考工程會製作之議程表（詳工程會訂頒之「機關辦理最有利標簽辦

文件範例」）進行評選會議；評選委員應就各評選項目、受評廠商資

料及工作小組初審意見，逐項討論後進行評分作業，避免評選委員間

評分出現異常，或與工作小組初審意見有異卻未載明理由之情形。 

➢ 上述逐項討論後評分之程序，如資料較多，或案情複雜，得訂二次以

上之評選會議。 

➢ 依評選標準評分、評比，不以某一投標廠商之表現或取各廠商平均值

作為比較各廠商優劣之評分、評比基礎，如因零分而視為不合格且不

作為決標對象，應已於招標文件載明。 



 

檢核事項 
(點擊項目可連結回檢核表) 

說明 

➢ 機關辦理評選作業，如將「過去履約績效」列為評選項目，除招標文

件另有規定外，應為投標廠商以自己名義所完成者，不包含投標廠商

計畫主持人或相關工作團隊成員之經驗實績。 

➢ 廠商須報價格者，應考量該價格相對於該廠商所提供之品質等非價格

項目，是否合理、完整，以作為評分或決定最有利標之依據，不可僅

比較不同廠商價格高低為計分基準。  

➢ 就評選結果彙整製作總表，並製作評選會議紀錄，由出席委員簽名，

其內容須符合法令規定。(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 6 條之 1)  

➢ 評選結果應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 

(3)不同委員之評

選結果有明顯差異

情形，提交評選委

員會召集人處理。

(無者，本項勾選

「不適用」) 

➢ 「最有利標作業手冊」機關辦理採購評選結果有明顯差異處理。 

➢ 工作小組彙總委員評分表時，應注意是否有明顯差異情形，並主動告

知召集人。 

➢ 處置決定之討論過程載明於會議紀錄及評選總表。 

(4)評選委員會或

個別委員評選結果

與工作小組初審意

見有異，由評選委

員會或該個別委員

敘明理由，並列入

會議紀錄。(無者，

本項勾選「不適

用」) 

➢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 3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本委員會或個別

委員評選結果與工作小組初審意見有異時，應由本委員會或該個別委

員敘明理由，並列入會議紀錄。」；第 6 條之 1 第 3 項規定「…總表，

應附記下列事項：…二、本委員會或個別委員評選結果與工作小組初

審意見有無差異及其處置方式。」 

(5)會議決議經出

席委員過半數之同

意行之 

➢ 倘有優勝廠商序位合計值相同且出現須再綜合評選 1 次之情形，是否

需再請廠商簡報由機關決定，如無須再次簡報，計分時仍要加計原簡

報分數。 

➢ 評選過程如有須辦理抽籤者，依招標文件載明之抽籤方式辦理。招標

文件未載明者，建議採購評選委員會得本權責通知廠商至機關指定地

點抽籤，由機關就該等廠商名稱或代號製作籤條，置入不透明之封袋

內，並由到場之廠商依簡報順位自行抽籤。如廠商未依通知時間到

場，則由機關或採購評選委員會指定人員代為抽籤。 

(6)採購評選委員

會開會時，機關辦

理評選作業之承辦

人員全程出席 

➢ 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 8 條第 2 項規定：「本委員會開會時，機

關辦理評選作業之承辦人員應全程出席，並得邀請有關機關人員、學

者或專家列席，協助評選。」 

(7)出席之評選委

員，全程參與，無

遲到早退 

➢ 依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 6 條第 1 項規定：「委員應公正辦理評

選。評選及出席會議，應親自為之，不得代理，且應參與評分（比）。」

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須知第 8 點：「委員評選及出席會議，應全程參

與......」第 9 點第 3 項：「委員對於不同廠商之詢問及態度，不得為無

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為確保評選之公正性，並避免引發廠商質



 

檢核事項 
(點擊項目可連結回檢核表) 

說明 

疑，廠商進行簡報時，評選委員應全程參與並專心聆聽。召集人亦應

確實維持評選會議秩序。 

➢ 遇有委員於召集人宣布散會前即早退，應依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

第 9 條第 1 項檢討，確保出席人數符合規定。(本委員會會議，應有

委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其決議應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

之。出席委員中之專家、學者人數應至少二人且不得少於出席人數之

三分之一。) 

四 

、 

評

選

後 

1.評選結果通知投

標廠商，對不合格

或未獲選之廠商，

並敘明其原因 

➢ 得將評選總表併於決標結果之通知事項，主動通知各投標廠商，以落

實政府採購法資訊公開透明之精神。 

➢ 評選委員會之會議紀錄及機關於採購評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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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廠商得申請閱覽、抄寫、

複印或攝影，機關不得限制投標廠商申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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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法令

另有規定外，投標廠商以外之第三人不得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或攝

影。 

2.各出席委員之評

分或序位評比表，

除法令另有規定

外，是否保守秘密

（廠商不得申請閱

覽、抄寫、複印或

攝影） 

➢ 個別評分表填入或鍵入代號、委員簽名處應能密封處理，評分後交由

工作小組人員將分數填列於評選總表，於確認個別評分表加總無誤

後，放入彌封袋內，由召集人或副召集人代表簽章並彌封。 

➢ 審議規則第 7 條第 1 項：「工作小組擬具初審意見及本委員會審查、

議決等評選作業，以記名方式秘密為之為原則。」最有利標評選辦法

第 20 條第 3 項：「各出席委員之評分或序位評比表，除法令另有規定

外，應保守秘密，不得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或攝影。」上開規定係

指評選作業或各出席委員之評分或序位評比表，應秘密為之或保守秘

密。爰如機關辦理評選作業，知悉上開事項之人員依法皆應遵守保密

相關規定（不以「要求個案評選會之相關人員切結保密」為要件），

即無違反審議規則第 7 條第 1 項及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 20 條第 3 項

之虞。 

3.評選委員及參與

評選工作之人員，

對於受評廠商之資

料，除供公務上使

用或法令另有規定

外，是否保守秘密 

➢ 政府採購法第 34 條第 4 項規定：「機關對於廠商投標文件，除供公務

上使用或法令另有規定外，應保守秘密。」，如屬「廠商投標文件」

且非「供公務上使用」者，適用該項規定應保守秘密； 但如該等文

件僅係機關編列預算之參考資料，或為招標文件內容，則不適用該項

規定。至於是否係「供公務上使用」應以依地方制度法、議會組織自

治條例，作為議會職權範圍內使用者為限，不得寬濫或作職權外使

用，以符合公務上使用目的之立法意旨。 

➢ 廠商服務建議書為投標文件之一部分，屬採購法第 34 條第 4 項適用

範圍，屬原則應保密事項。惟就「得標廠商」之服務建議書，因屬契

約之一部分，依政資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8 款規定，除依同法第 18 條

規定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者外，應依同法第 8 條規定主動公開。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成立採購評選委員會程序 

（適用評選委員會於開標前成立並公開委員名單案件） 

項

次 
作業 說明 保密措施 核定層級 

1 
訂定專家學者

篩選條件 

逕於簽文敘明，無須檢附評選委

員外聘專家學者需求表。 
無 

局長或其

授權人員 

2 
核定評選委員

名單 

由業務單位依核定之篩選條件，

擬具評選委員建議名單簽請鈞長

圈選。 

密(於刊登

公告後解

密) 

局長 

3 

通 知 派 兼 委

員、徵詢聘兼

委員同意 

1.圈選後密封之委員名單核定袋

送請鈞長指定之專人啟封。 

2.由業務單位專人依核定之遴聘

（派）順序，辦理派兼委員聯繫

及聘兼委員徵詢意願作業（以書

面徵詢為原則，例如以評選委員

意願調查表徵詢）。 

3.依評選委員意願調查結果填具

「臺中市政府採購專家學者委員

聯繫情形紀錄表」。 專人辦理

、委員名單

保密 

無 

4 
成立評選委員

會 

1.於人數符合簽核之委員總人數

及法令規定時，評選委員會即成

立，無須另出具聘書(函)。 

2.得以「臺中市政府採購專家學

者委員聯繫情形紀錄表」經單位

主管確認時間為評選委員會成立

時點，免再簽報核定成立。 

單位主管 

5 公告委員名單 

委員會成立後，應「即」填具「評

選(評審)委員名單公開表」，採取

保密措施送秘書室採購人員辦理

委員名單公告事宜。 

無 

6 開會通知 

透過政府電子採購網查詢或洽詢

秘書室採購人員確認委員名單已

公告，且廠商投標文件未函送評

選委員審閱者，無須密件發文。 

刊登公告

後解密 
單位主管 

top 
 
 
 
 



 

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 
中華民國 114 年 1 月 9 日 

工程企字第 1130100618 號函修正 

 

第一條   本準則依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九十四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機關為辦理下列事項，應就各該採購案成立採購評選委員會（以下簡

稱本委員會）： 

一、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九款或第十款規定之評選優勝者。 

二、本法第五十六條規定之評定最有利標或向機關首長建議最有利

標。 

第三條   本委員會應於招標前成立，並於完成評選事宜且無待處理事項後解

散，其任務如下： 

一、訂定或審定招標文件之評選項目、評審標準及評定方式。 

二、辦理廠商評選。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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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第一款之評選項目、評審標準及評定方式有前例或條件簡單者，

得由機關自行訂定或審定，免於招標前成立本委員會為之。但本委員會仍

應於開標前成立。 

第四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五人以上，由機關就具有與採購案相關專門知識之人

員派兼或聘兼之，其中專家、學者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前項專家、學者之委員，不得為政府機關之現職人員；專家、學者以

外之委員，得為機關之現職人員，並得包括其他機關之現職人員。 

第一項人員為無給職；聘請國外專家或學者來臺參與評選者，得依規

定支付相關費用。 

第一項專家、學者，由機關需求或承辦採購單位參考主管機關會同教

育部、考選部及其他相關機關所建立之建議名單，或自行提出建議名單以

外，具有與採購案相關專門知識之人員，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 

前項建議名單，由主管機關公開於資訊網路，供機關參考。 

機關擬聘兼之委員，應經其同意。 

第四條之一  機關遴選本委員會委員，不得有下列情形： 

一、接受請託或關說。 

二、接受舉薦自己為委員者。 

三、為特定廠商利益而為遴選。 

四、遴選不具有與採購案相關專門知識者。 

五、明知操守不正而仍為遴選。 

六、遴選現任各級民意機關民意代表。但各級民意機關辦理採購

時，不在此限。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前項第六款所稱各級民意機關民意代表，指立法院立法委員、直

轄市議會議員、縣（市）議會議員、鄉（鎮、市）民代表會代表及直

轄市山地原住民區民代表會代表。 

第五條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遴選為本委員會委員： 

一、犯貪污或瀆職之罪，經判刑確定。 

二、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三、受破產宣告確定尚未復權。 

四、專門職業人員已受停止執行業務或撤銷、廢止執業執照之處分。 

五、因違反法令，經本法主管機關依規定列入不得遴選為採購評選委

員之人員名單。 

第六條   本委員會成立後，其委員名單應即公開於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網站；

委員名單有變更或補充者，亦同。但經機關衡酌個案特性及實際需要，有

不予公開之必要者，不在此限。 

機關公開委員名單者，公開前應予保密；未公開者，於開始評選前應

予保密。 

第七條   本委員會置召集人一人，由機關首長擔任，或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

員指定一級主管以上人員擔任；其非由機關首長擔任者，機關首長仍應對

評選結果負責。 

本委員會置副召集人一人，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指定機關內部人

員擔任。 

召集人綜理評選事宜，副召集人襄助召集人處理評選事宜，並均為委

員。 

本委員會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之，並為主席；召集人未能出席或因故

出缺時，由副召集人代理之。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均不能出席會議者，應擇

期另行召開會議。 

第八條   機關應於本委員會成立時，一併成立三人以上之工作小組，協助本委

員會辦理與評選有關之作業，其成員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指定機關人

員或專業人士擔任，且至少應有一人具有採購專業人員資格。 

本委員會開會時，機關辦理評選作業之承辦人員應全程出席，並得邀

請有關機關人員、學者或專家列席，協助評選。 

前二項協助評選人員，均為無給職。 

第一項及第二項協助評選人員之迴避，準用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

第十四條規定。 

第九條   本委員會如有對外行文之需要，應以成立機關名義行之。 

第十條   本準則自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施行。 

本準則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top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 
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04 日 

工程企字第 1100101895 號令修正 

 

第一條   本規則依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九十四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採購評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得視案件性質，由召集人或委

員會議決定每位委員之分工及應評選之項目。 

第三條   機關成立之工作小組應依據評選項目或本委員會指定之項目，就受評

廠商資料擬具初審意見，載明下列事項，連同廠商資料送本委員會供評選

參考： 

一、採購案名稱。 

二、工作小組人員姓名、職稱及專長。 

三、受評廠商於各評選項目所報內容是否具可行性，並符合招標文件

所定之目的、功能、需求、特性、標準、經費及期程等。 

四、受評廠商於各評選項目之差異性。 

第三條之一   本委員會辦理廠商評選，應就各評選項目、受評廠商資料及工作

小組初審意見，逐項討論後為之。 

本委員會或個別委員評選結果與工作小組初審意見有異時，應由

本委員會或該個別委員敘明理由，並列入會議紀錄。 

第四條  （刪除） 

第五條   本委員會於作成決議前得指定委員就工作小組所擬具之初審意見內

容預先審查，其審查意見應送本委員會參考。 

委員認有調查或實地勘驗之必要時，得經本委員會決議後實施調查或

勘驗。 

第六條   委員應公正辦理評選。評選及出席會議，應親自為之，不得代理，且

應參與評分（比）。 

不同委員之評選結果有明顯差異時，召集人應提交本委員會議決或依

本委員會決議辦理複評。複評結果仍有明顯差異時，由本委員會決議之。 

本委員會依前項規定，得作成下列議決或決議： 

一、維持原評選結果。 

二、除去個別委員評選結果，重計評選結果。 

三、廢棄原評選結果，重行提出評選結果。 

四、無法評定最有利標。 

第六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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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明下列事項，由參與評

選全體委員簽名或蓋章。其內容有修正者，應經修正人員簽名或蓋章： 

一、採購案。 



 

二、各受評廠商名稱及標價。 

三、本委員會全部委員姓名、職業、評選優勝廠商或評定最有利

標會議之出席委員姓名。 

四、各出席委員對於各受評廠商之評分或序位評比結果。 

五、全部出席委員對各受評廠商之總評選結果。 

前項總表，應附記下列事項： 

一、出席委員是否依第三條之一第一項規定辦理。 

二、本委員會或個別委員評選結果與工作小組初審意見有無差異

及其處置方式。 

三、不同出席委員評選結果有無明顯差異及其處置方式。 

第二項第四款，各受評廠商之評分或序位評比結果，其所標示之

各出席委員姓名，得以代號代之。 

第七條   工作小組擬具初審意見及本委員會審查、議決等評選作業，以記名方

式秘密為之為原則。 

    評選結果應通知投標廠商，對不合格或未獲選之廠商，並應敘明其原

因。 

第八條   本委員會或工作小組辦理評選，其於通知廠商說明、減價、協商、更

改原報內容或重新報價時，應個別洽廠商為之，並予保密。 

第九條   本委員會會議，應有委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其決議應經出席委

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出席委員中之專家、學者人數應至少二人且不得少

於出席人數之三分之一。 

      本委員會委員有第十四條情形或其他原因未能繼續擔任委員，致委員

總額或專家、學者人數未達本法第九十四條第一項關於人數之規定者，應

另行遴選委員補足之。 

  第一項會議表決時，主席得命本委員會以外之人員退席。但不包括應

全程出席之承辦人員。 

    第一項會議，應作成紀錄，由出席委員全體簽名。 

第十條   本委員會會議進行中，出席委員人數不符合前條第一項規定者，議案

不得提付表決。 

第十一條  本委員會會議紀錄，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採購案名稱。 

二、會議次別。 

三、會議時間。 

四、會議地點。 

五、主席姓名。 

六、出席及請假委員姓名。 

七、列席人員姓名。 

八、記錄人員姓名。 



 

九、報告事項之案由及決定。 

十、討論事項之案由及決議。 

十一、臨時動議之案由及決議。 

十二、其他應行記載之事項。 

     前項會議紀錄至遲應於下次開會時分送各出席委員，並予確認。如

有遺漏或錯誤，得於紀錄宣讀後，提請主席裁定更正。最後一次會議紀

錄應於當次會議結束前作成並予確認。 

第十二條  本委員會委員對於會議之決議有不同意見者，得要求將不同意見載

入會議紀錄或將意見書附於會議紀錄，以備查考。本委員會不得拒絕。 

第十三條  本委員會委員及參與評選工作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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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標廠商受評選之樣品或模型，機關得於決標後公開；未得標廠商

之樣品或模型，機關得於決標後發還。 

第十四條  本委員會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即辭職或予以解聘： 

一、就案件涉及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共同生活家屬之

利益。 

二、本人或其配偶與受評選之廠商或其負責人間現有或三年內曾有

僱傭、委任或代理關係。 

三、委員認為本人或機關認其有不能公正執行職務之虞。 

四、有其他情形足使受評選之廠商認其有不能公正執行職務之虞，

經受評選之廠商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機關提出，經本委員會作

成決定。 

第十四條之一  本委員會委員自接獲評選有關資料之時起，不得就該採購案參

加投標、作為投標廠商之分包廠商或擔任工作成員；其有違反者，

機關應不決標予該廠商。 

 本委員會委員於所評採購個案決標後，不得擔任得標廠商該案

之履約工作成員，或協助履約。 

 得標廠商不得委任或聘任本委員會委員為前項之工作；其有違

反者，機關得終止或解除該採購契約。 

第十五條  關於本委員會評選廠商之文書，應由承辦人員就每一採購案分別編

訂卷宗。 

第十六條  本規則自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施行。 

 本規則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top 

 

 

 
 
 



 

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須知 
中華民國 111 年 2 月 25 日 

工程企字第 1110100107 號函修正 

一、為確保依政府採購法第九十四條規定成立之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以下簡

稱委員）公正辦理評選，避免爭議，特訂定本須知。 

二、委員應知其所擔任之工作為無給職，不以獲取報酬為目的。 

三、委員自接獲評選有關資料之時起，不得就該採購案參加投標、作為投標廠

商之分包廠商或擔任工作成員。 

        委員對於所知悉之招標資訊，應予保密。 

        委員不得與所辦採購案有利益關係之廠商私下接洽與該採購案有關之

事務。 

委員於所評採購個案決標後，不得擔任得標廠商該案之履約工作成

員，或協助履約。 

四、委員應依據法令，本於專業及良知，公正執行職務，不為及不受任何請託

或關說。 

五、委員不得有採購人員倫理準則第七條規定之行為。 

機關發現委員有前項行為者，應予解聘。其屬自主管機關會同教育部、

考選部及其他相關機關之建議名單遴選者，並應通知主管機關，以作為將其

自名單除名之依據。 

機關對於主動求取擔任委員事宜之人員應不遴選其擔任委員。 

六、委員於被遴選前或同意擔任委員後，如有下列不得被遴選為委員或有應辭

職之情形，應主動通知機關或由機關予以解聘： 

（一）犯貪污或瀆職之罪，經判刑確定者。 

（二）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三）受破產宣告確定尚未復權者。 

（四）專門職業人員已受停止執行業務或撤銷、廢止執業執照之處分者。 

（五）就案件涉及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共同生活家屬之利益

者。 

（六）本人或其配偶與受評選之廠商或其負責人間現有或三年內曾有僱傭、

委任或代理關係者。 

（七）委員認為本人或機關認其有不能公正執行職務之虞者。 

（八）有其他情形足使受評選之廠商認其有不能公正執行職務之虞，經受評

選之廠商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機關提出，經採購評選委員會作成決定

者。 

七、委員訂定、審定評選項目及其配分或權重，不應以有利或不利於特定廠商

為目的。 

八、委員評選及出席會議，應全程參與並親自為之，不得代理，避免遲到早退。 

        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如均無法出席會議，應檢討會議時間之妥適性及召



 

集人、副召集人未出席會議之原因，並另訂時間開會，必要時得於例假日或

夜間辦理。 

        出席評選會議之外聘評選委員，機關得依行政院訂定「中央政府各機

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支給出席費及審查費，並依「國內出差旅費

報支要點」支給交通費。其有審查費者，應於開會前依機關指定之期日前提

出書面審查意見。 

九、委員辦理評選，應依招標文件之評選項目、子項及其配分或權重辦理，不

得變更或補充。其有輔以廠商簡報及現場詢答者，廠商簡報及委員詢問事

項，應與評選項目有關；廠商另外提出變更或補充資料者，該資料應不納入

評選考量。 

前項簡報及現場詢答，非屬採行協商措施性質，不應要求廠商更改投

標文件內容。 

委員對於不同廠商之詢問及態度，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勿

在廠商面前對個別廠商公開誇讚或批評。 

委員評選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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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評選委員會辦理廠商評選，應就各評選項目、受評廠商資料及工

作小組初審意見，逐項討論後為之。 

委員對於會議之決議有不同意見者，得要求將不同意見載入會議紀錄

或將意見書附於會議紀錄。 

十、不同委員之評選結果有明顯差異時，召集委員應提交採購評選委員會議決

或依採購評選委員會決議辦理複評。 

        採購評選委員會或個別委員評選結果與工作小組初審意見有異時，應

由採購評選委員會或該個別委員敘明理由，並列入會議紀錄。 

十一、委員對於受評廠商之投標文件內容及資料，除供公務上使用或法令另有

規定外，應保守秘密，並不得挪作他用。評選後亦同。 

廠商之投標文件應於評選後由機關收回保存。未收回者，由委員自

行銷毀並負保密之責。 

十二、機關於評定最有利標後，將於主管機關之政府採購資訊網站公開全部委

員姓名、職業及評定最有利標會議之出席委員姓名。 

採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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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將允許投標廠商申請閱覽、抄寫、

複印或攝影。 

機關對於各出席委員之評分或序位評比表，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

保守秘密，不得允許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或攝影。 

十三、本須知由成立採購評選委員會之機關於通知委員派兼或聘兼事宜時一併

附於通知書中。                                              top 
 



 

機關辦理採購評選結果有明顯差異態樣 

節錄自「最有利標作業手冊」(113.12.16) 

 

(一) 依「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 3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本委員會或個

別委員評選結果與工作小組初審意見有異時，應由本委員會或該個別委

員敘明理由，並列入會議紀錄；第 6 條第 2 項規定，不同評選委員之評

選結果有明顯差異時（例如少數委員之極端評分，影響多數委員之評選

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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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醒機關注意評選委

員會評選結果是否有明顯差異，茲列舉可能類型如下： 

 

  1、第 1類型：多家廠商參與評選，同一廠商，有委員評定其序位為最優，

同時亦有委員評定其序位為最差；且評定序位最優委員之評定分數為高

分，評定序位最差委員之評定分數為低分，如表十一。 

表十一：評選委員之評選結果有明顯差異之例（第 1類型） 

廠商 

編號 
甲 乙 丙 丁 戊 

廠商 

名稱 

評選 

委員 

○○公司 ○○公司 ○○公司 ○○公司 ○○公司 

得分

加總 

序位 得分

加總 

序位 得分

加總 

序位 得分

加總 

序位 得分

加總 

序位 

A 88 1 86 2 84 3 83 4 80 5 

B 85 2 86 1 83 3 81 5 82 4 
C 87 1 86 2 85 3 84 4 83 5 

D 86 2 87 1 85 3 83 4 82 5 
E 85 1 84 2 83 3 82 4 81 5 

F 75 5 86 1 85 2 83 3 80 4 
廠商標

價 
161,100萬元 163,300萬元 165,980萬元 164,750萬元 166,240萬元 

評分 

(平均) 
84.33 85.83 84.17 82.67 81.33 

序位和 12 9 17 26 29 

序位名

次 
2 1 3 4 5 

 

 

 

 

 



 

2、第 2類型：同一廠商之評選分數，有委員評定為高分，亦有委員評定為

不合格分數，如表十二（合格分數為 70分）。 

表十二：評選委員之評選結果有明顯差異之例（第 2類型） 

廠商編號 甲 乙 丙 

廠商名稱 

評選委員 

○○公司 ○○公司 ○○公司 

A 75 81 80 

B 72 82 80 
C 74 67 80 

D 79 80 82 
E 80 81 82 

F 79 83 81 

廠商標價 800萬元 788萬元 800萬元 

評分（平均） 76.5 79 80.83 

 

3、第 3類型：同一廠商之同一評選項目，不同委員之評選結果，有委員評

定為高分，亦有委員評定為 0分。 

表十三：評選委員之評選結果有明顯差異之例（第 3類型） 

廠商編號 甲（○○公司） 

評選項目 

評選委員 

創意項目（10%） 

得分 

A 5 

B 8 

C 7 

D 6 

E 0 

(二) 採購評選委員會依前點規定，得作成下列議決或決議：(1)維持原評選結

果；(2)除去個別委員評選結果，重計評選結果；(3)廢棄原評選結果，

重行提出評選結果；(4)無法評定最有利標。 

(三) 評選結果如有明顯差異，評選委員會依「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 6

條第 3 項規定，應就明顯差異情形討論後，作成議決或決議，並載明於

會議紀錄及評選總表，不得僅憑召集人詢問各出席委員主觀意見即認定

無明顯差異情形，工程會 107年 12月 14日工程企字第 1070050038 號函

已有釋例(公開於工程會網站），例如： 

  1、經討論結果無明顯差異情形者，例如某個別委員於各廠商之給分雖均較

低，但無偏頗情形，對廠商名次亦無影響，得依該條項第 1 款規定，維

持原評選結果。 



 

  2、經討論有明顯差異情形者，得由有該情形之委員就相關評選項目辦理複

評。如該委員拒不辦理複評或拒不出席會議，得視個案實際狀況依該條

項第 2款至第 4款辦理。 

back to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