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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施工阶段的工程造价管理是工程管理的重要环节。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工程建筑造价的
管理体制也在不断地向适应市场经济的方向发展。本文分析了目前我国施工阶段工程造价管理所存在的问题，
并针对问题研究了相应的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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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阶段工程造价管理的问题研究
文/景德才

一、建筑工程造价的内涵
（一）建筑工程造价的概念
一般我们说的工程造价指的是工程建造过程中，

为了完成建造而花费的一系列物资、成本和人力，其中
就包括了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工人工资、临时费用等
各种临时的或长期固有的支出。由于建筑工程施工时间
长，以至于在施工过程中由于市场变动的影响，各种建
材和设备的价格可能会出现波动，因此就需要在施工前
做好准备，预留资金应对施工中发生的物价波动或临时
购买，避免资金不足贷款产生的利息支出。

（二）建筑工程造价的系列特征
在实际施工中，由于建筑工程造价的数值比较

大，涉及的范围比较广，工期较长，工程花费大，有
必要采取有效科学的方式进行管理。建筑工程的造价
很容易受到功能、结构、规模和技术的影响，因此就
算是建造同样的建筑，当采取的管理措施不同时，造
价也可能不同。

二、施工阶段工程造价管理的现状
（一）新材料、新工艺层出不穷，套用定额的随意

性大
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

等日新月异地迅速发展起来，而现行安装工程定额缺
项或更新不及时，需要进行换算和补充的项目与内容
也日益增多，这就致使某些安装企业在定额套用时，
不是参按定额或新工艺方法的本意套用，而是不遵守
职业道德，高套标准；且定额换算也随心所欲，因缺
乏调查和可靠的第一手数据资料，致使预算定额、计
价表或补充定额含有较多的不合理性，以至实际发生
费用与定额相距甚远。

（二）安装工程量清单编制不合理
在实行工程招标承包制后，编制工程量清单必须

有完整的施工组织设计才能确定，但在招标时，往往
还未出施工组织设计。这就容易使已编制的工程量清
单部分量可能会与实际量有所出入，难以显示工程造
价总体的准确性。

（三）多计工程量、高套定额、高估冒算等现象
较多

由于对整体项目没有统一标准，实行预算造价
定价，竣工时按实结算，致使个别建筑安装企业，为
了获得较多或高额收入，不从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工
程质量、创造社会信誉等方面入手，而是采用高套定
额、重复套用定额、调整定额子目、补充定额子目、
高估冒算等不正当手段，加之施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
设计变更和修改，把一些已取消的施工内容仍列入造
价，人为地提高工程预算造价，又为突破安装工程造

价开了一个“合法”的口子。
三、施工阶段工程造价的管理及控制方法
（一）项目的成本控制
根据施工单位与建设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项目

部进行经济核算，合理组织施工，对本工程中可能遇
到的重点、难点工程加以分析，邀请相关有经验的技
术专家制定相应的预案，把不利因素降到最低，避免
不必要的费用产生，以降低工程成本。在具体的施工
过程中，不断将实际成本与计划成本对比，考核工程
项目完成情况。

（二）合理施工管理
建设项目确定后，施工过程的管理是工程造价的重

要环节，对于施工单位，项目的盈利与否主要取决于项
目管理的好坏。工程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首先应保证质
量。对于工程项目的建设应保质保量，若出现质量问题
会引起一些索赔及返工，使成本增加。对于单位工程、
分部分项工程中的隐蔽工程一定要严把验收关，不合格
的地方绝不能蒙混过关。其次是保证工程进度。建设工
程项目一定要在合同工期内完成，若工期延长，所产生
的人工费、管理费就会增多。合理组织施工，正确组织
施工流水，保证工期。现场施工应对材料、机械、人进
行最优配置，以使成本最低。最后应控制变更。做到不
准随意变更图纸，即使需要变更，也要严格按照国家相
关部门规定的程序，严格管理现场签证程序，保证不出
现坏账，以免造成投资失控。

（三）动态管理材料价格
在我国现行的工程项目中，材料费占建设投资的一

半以上，在建设项目中应鼓励多采用新型材料，这样在
满足功能的前提下可以很好地降低成本。材料价格应回
归市场定价机制，严格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动态管理。

（四）加强对工程造价人员的管理
各级员工是工程造价管理的主体，要有效地做好工

程造价管理，就必须提高工程造价管理人员的素质。
四、结语
施工阶段的工程造价管理是建筑工程造价全过程

管理中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从
业人员首先在思想上一定要有清楚的认识，及时抓重
点，抓关键环节；其次，作为工程管理人员要时时具
有控制投资的经济头脑，认真分析、对待建设过程中
技术问题和经济问题，在工程实践中还要勇于实践，
大胆尝试，把握住市场经济的脉搏，减少或避免建设
资金的浪费，总结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办法，最大限度
地提高建设资金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作者单位：大连长兴岛经济区工程建设事务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