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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 何 定 底 價               

一、訂定底價時，宜一併考量下列情形，底價合理且符合實際需要： 

  1.廠商應繳納之稅捐或規費。 

  2.廠商之合理利潤。 

  3.廠商之履約風險。 

  4.參考過去採購案例者，該案例價格之合理性及不同履約時間、環境及條件所 

    可能造成之價格差異。 

  5.相關物價指數或匯率變動情形。 

  6.廠商應繳納押標金或保證金之成本。 

  7.依法令規定應辦事項之費用。 

 

二、機關訂定底價，得基於技術、品質、功能、履約地、商業條款、評分或使用效

益等差異，訂定不同之底價。（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五十二條） 

                   

 三、機關訂定底價，應由規劃、設計、需求或使用單位提出預估金額及其分析後， 

 由承辦採購單位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但重複性採購或未達公告 

     金額之採購，得由承辦採購單位逕行簽報核定。 

                        （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五十三條） 

 

 四、底價之製訂，不能單憑主觀印象和以往的底價或決標紀錄，否則既不客觀也不

合理。訂定底價可依賴二種方式： 

(一)蒐集價格資料，自行製訂： 

1.報載行情。 

2.市場調查資料。 

3.各著名工廠廠價。 

4.同業公會牌價。過去採購紀錄。 

5.臨時向有關廠商詢價。 

6.自其他機構調查採購價格。， 

7.取得估算底價所須資料後，應經過分析研究，然後參酌採購案的各項條件，加

計各項必需費用、利息、稅捐、利潤等計算出價格送至主管核定。 

  (二)延聘專業人員估計： 

  有些專業化、技術性程度很高的物品或機械儀器，必須延聘專業人員，估算 

  底價、辦理成本分析。 

 

五、底價定得太低，會造成廠商報價偏高廢標。 

底價定得太高，則浪費錢財。 

 

六、成本分析是採購人員追求合理的價格手段。採購人員要求進行成本分析通常最

常見： 

1.底價製作困難。 

2.無法確定供應商的報價是否合理。 

3.採購金額鉅大，成本分析有助於將來的議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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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規格符合決定後，就要進行預估底價。底價就是採購物品時，打算支付的最高

價格。底價的益處： 

1.控制預算：採購案所訂定的底價，依據行情資料，但不能超過預算。 

2.防止圍標搶標：採購案如不訂定底價，圍標搶標的結果，將使物品品質降

低、交貨延期也難以避免。 

3.提高採購作業效率：有了底價，採購人員在議價、比價時即有所依據。 

若無底價做為規範，則採購人員必須不段議價，避免圖利他人，因此遷 

延了訂約交貨的時效。 

 

 八、機關辦理採購，應訂定底價。底價應依圖說、規範、契約並考量成本、市場行

情及政府機關決標資料逐項編列，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 

     前項底價之訂定時機，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公開招標應於開標前定之。 

    二、選擇性招標應於資格審查後之下一階段開標前定之。 

    三、限制性招標應於議價或比價前定之。（政府採購法第四十六條） 

九、機關辦理下列採購，得不訂底價。但應於招標文件內敘明理由及決標條件與原

則： 

    1.訂定底價確有困難之特殊或複雜案件。 

    2.以最有利標決標之採購。 

    3.小額採購。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採購，得規定廠商於投標文件內詳列報價內容。 

   小額採購之金額，在中央由主管機關定之；在地方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定 

   之。但均不得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地方未定者，比照中央規定辦理。 

    （政府採購法則第四十七條） 

     十、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投標廠商之最低標價超過底價時，得洽該最低標廠商減價一

次；減價結果仍超過底價時，得由所有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投標廠商重新比減價

格，比減價格不得逾三次。 

    前項辦理結果，最低標價仍超過底價而不逾預算數額，機關確有緊急情事需決

標時，應經原底價核定人或其授權人員核准，且不得超過底價百分之八。但查

核金額以上之採購，超過底價百分之四者，應先報經上級機關核准後決標。 

                                         （政府採購法則第五十三條） 

  

十一、意圖為私人不正利益而高估預算、底價或應付契約價金，或為不當之規劃、

設、招標、審標、決標、履約管理或驗收。（採購人員倫理準則第七條之十

七） 

 

十二、監辦人員監辦採購，指監視機關辦理開標、比價、議價、決標及驗收是否符

合法規定之程序。 

      監辦採購，不包括涉及資格、規格、商業條款、底價訂定、決標條件及驗收

方法等採購之實質或技術事項。（機關主會計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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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依政府採購法辦理文化藝術採購案： 

1.藝術家訴求之重點不外藝術無價不該稱斤論兩，而以採購法辦理採購，並非均 

  定要經過減價程序，機關可以不訂底價，採公布決標金額，免要求廠商報價，即  

  無需辦理減價。 

2.議價之程序，非僅指價格之議減，尚包括議約。採固定費率決標者，機關既已公  

  布決標價，可免訂定底價，未來議價時，亦無需減價；確有必要訂定底價者，如 

  廠商標價合理，亦得依其標價訂定底價辦理決標，而非一定要減價。 

  

十四、政府採購法第三十四條規定：「機關辦理採購，其招標文件於公告前應予保

密•••（第一項）。機關辦理招標，不得於開標前洩漏底價，領標、投標廠商

之名稱與家數及其他足以造成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相關資料〔第二

項〕。•••」機關邀請之專家學者參與評估所訂定之規格，為機關之利害關係

人，可要求參與者書面切結保證遵守本法保密規定。若參與者不慎將規格資

料外洩，應由洩密者自行負責。為避免發生洩密事件，宜預先告知參與者前

揭規定及應保密之文件。 

 

十五、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三十五條及第八十四條之規定，底價及決標金額如

涉及商業機密，得不予公開底價，並得不將決標金額納入決標結果之公告及

對各投標廠商之書面通知。其他非屬轉售目的之採購，其底價及決標金額仍

應公告 

 

十六、政府採購法第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訂有底價之採購，以合於招標文

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包括[平底價]之情形，招標機

關應予決標。 

 

十七、廠商標價低於底價百分之八十時，機關如要限期該廠商提出說明或擔保，尚

須符合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十八條所定「顯不合理，有降低品質、

不能誠信履約之虞或其他特殊情形」之要件。廠商未於機關通知期限內提出

合理之說明或擔保，經機關認定以決標予最低標廠商為宜時，仍得決標予該

廠商。 

 

十八、第一次開標，如因廠商報價高於底價而廢標，於第二次開標前，可否重新訂

定底價？ 

     機關廢標後重行招標，如招標之圖說、規範、契約、成本、市場行情等已有 

     所改變，應依採購法第四十六條規定重行訂定底價；如未有上開情形，而原 

     訂底價尚在保密之中，是否重訂底價，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決定。 

 

十九、採購案件之底價金額，為何規定開標前以不予公開為原則？(第三十四條) 

      本法第三十四條規定開標前不得公開底價金額，係參照現行稽察條例第十七

條之規定。雖然有建議於開標前公開底價者，但除機關依實際需要，經上級

機關同意，得於招標文件中公告底價外，基於下列理由，仍以不公開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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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訂定底價之作業，是在發出招標 文件後進行，甚至為了保密，到開標

前一 

  刻才確定，因此預先公開底價，在實務上有其困難。 

2.訂定一個反映招標標的之合理底價，並不容易，特別是涉及不同工法、技術、 

  品質之採購，招標機關實在很難面面俱到。如以高標準之標的為對象訂定較高 

  之底價，公開此一底價恐會誘使低標準之標的提高報價；如以低標準之標的為  

  對象訂定較低之底價，公開此一底價恐會嚇阻高標準標的之廠商參加投標。此 

  外，底價若不確實，硬將其公開，會有誤導廠商報價或扭曲廠商競標意願之虞。 

  亦即偏高灌水之底價，可能拉高報價，浪費公帑；偏低縮水之底價，可能嚇阻 

  廠商，減少競爭。 

3.底價若經公開，事後發現不確實而欲更改，即產生應再次公開之問題。若時間 

  不允許，勢必要延期開標，影響採購效率。 

4.即使規定由招標機關自行決定是否預先公開，也會造成廠商就此向機關請託、 

  關說之困擾。 

 

二十、採購案件之底價數額，在開標後至決標前之階段，為何規定亦不予公開？(第 

  三十四條) 

  採購案件開標之後，還須經過審標、洽廠商澄清、減價等過程，才能辦理決標。 

  如果允許將底價於開標後至決標前之階段公開，不論是完全放任於開標之後立即 

  可公開，還是預設條件，僅允許在洽廠商減價時方得公開，都不能避免萬一無合 

  格標、標價超底價等原因而未辦理決標時，已經造成將未來重新招標時之可能底 

  價提前曝光之後果。此舉將迫使機關不得不於重新招標時，簽報主管變更底價，  

  增加額外作業。但在機關不可能大幅變更底價之情況下，已經公開之底價，會成  

  為廠商重新報價之主要參考目標，或猜測可能之變更幅度，偏離以成本、利潤、 

  競爭性為主要考量之正規報價方式。基於上述理由，在開標後至決標前之階段，  

  仍以不公開底價為宜。 

 

二十一、政府採購法對底價訂定，與現行制度有極大的差異。稽察條例規定(稽 15)，

底價係由主辦機關與監視人員(包括上級機關與審計機關)會商核定，政府採購法施

行後，底價則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核定( 採 46 )，以往因上級機關或審計機關監

視人員參與會核底價，引發會核底價偏低或監視人員以打折方式刪減底價等爭議，

將不復存在。這項新的規定，使得主辦機關有充分權限擬定採購底價，同時也要為

其底價覈實性負完全責任，其若有底價浮濫不實情事，責任容易釐清，不必像現在

一樣糾葛不清；又政府採購法對於訂定底價確有困? 特殊或複雜案件、以最有利標

決標之採購及小額採購等三種情形，明定允許各機關免訂底價之彈性處理原則(採購

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