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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建筑行业发展脚步的增快，如何做好建筑工程造价管理成为了行业发展的重大课题。基于此，本文

从影响工程造价的几个关键点着手，对工程造价管理工作的科学开展进行讨论，并提出一定的改进意见，

希望日后可以给相关工作提供参考。 
 
关键词 

工程造价，建筑工程，管理，成本控制 

 
 

Analysis on Key Points of Construction Cost 
Management 

Jianing Li, Keyong Li, Jian Sh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Liaon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Jinzhou Liaoning 
 
Received: Jun. 7th, 2023; accepted: Jun. 27th, 2023; published: Jul. 19th, 2023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how to do a good job of construction cost 
management has become a major topic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Based on this, this pa-
per starts from several key points affecting the project cost, discusses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the project cost management,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related work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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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必不可免的要受到市场、人为等综合因素产生的影响造成工程预算超出预期，这

种情况屡见不鲜。唯有严格规范造价管理体系、加强编制工程概预算的质量，做好成本的动态管理，提

升审核审计力度，实现对项目造价全过程的管控，才能如实反映建设工程的经济效益[1]。 
工程造价管理对项目的经济效益实现以及建设单位长期运营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在保障施工质量与

进度的前提下，怎样提高工程造价管理水平一直都是建设单位不断探寻的一个课题。工程施工是一个复

杂的过程，施工实际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只有对实际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不断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增

强造价管理，才能顺利完成建筑成本控制目标。 

2. 建筑工程造价概述 

2.1. 建筑工程造价管理意义 

工程造价管理对于建设项目具有主导性作用，这己经成为建筑企业的共识。合理把控项目的工程造

价，不仅可以提升建设单位的价格优势，还可以促进企业获得更高的利润率，加大业界的竞争优势[2]。
近年来我国建筑行业已经开始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工程造价管理体系，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但还是

遗留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2.2. 建筑工程造价管理特征 

全面性。工程造价管理是从项目最开始的投资决策阶段就已经进行的，而且需要持续监控和实时改进。 
动态性。诸多风险因素会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相关工作人员需要随着风险的变化及时调整造价

管理方法，做到对整个项目的动态控制。 
长期性。建设项目竣工后，日常维护和保养不能间断，后期的维修费用以及保养费用仍在工程造价

管理的职责内。因此工程造价管理具有长期性[3]。 

3. 建筑工程造价关键点分析 

3.1. 各部门间协调问题 

建设单位内设有成本部、设计部、工程部、财务部等多个工作部门，在项目的开发阶段，最先是由

设计部门绘制初步设计图纸，随后由成本部的商务人员进行招投标和采购工作。中标单位确定后，由工

程部人员进行现场施工管理等[4]。但是，在现实工作中，看似简单的工作往往不能顺利进行，公司各部

门之间由于工作人员疏于沟通，管理人员未做好工作统筹，导致项目不能及时跟进，从而出现返工窝工、

材料浪费等问题，影响施工项目的成本及进度。 

3.2. 相关工作人员流动与能力问题 

由于工程造价管理工作的专业性较高，所以更依赖于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不仅需要对企

业了解程度高，还要有多年的相关工作经验，否则很容易出现问题，这就造成建设单位承受造价人员离

职的风险较低。同时，业内竞争单位会有高薪吸引本单位造价人才的情况发生，致使项目信息有着被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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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的风险，而且项目也面临着人才缺失的影响[5]。此外，在公司内部的相关工作人员由于成本控制制度

的不完善，加之在造价管理意识方面的认识比较薄弱，在成员组织和统筹上存在着明显的短板。并且有

个别造价人员本身也存在一些职业素养缺乏的问题。 

3.3. 材料与设备采购问题 

建设项目施工过程中最重要的物质基础便是设备与材料，加强对材料和设备使用的成本控制是工程

造价管理的“重头戏”[6]。设备与材料的成本占据项目总成本的比例约为 60%，但是它们的价格不是一

成不变的，会随着市场行情的改变而变化，由于建设项目周期性较长，并没有确切的方法进行把控。所

以工程造价超预算的情况时有发生。虽然，许多单位在前期编制工程概预算的工作中，也都或多或少对

于超预算问题制定一些的解决方案，比如从项目前期就预留出一部分暂定金额，用于面对材料和设备等

价格出现变动的情况。但即使制定了一部分面对超预算问题的解决方案也难以对于实际问题进行有效的

解决[7]。 

3.4. 施工阶段管理问题 

项目施工阶段，由于相关工作人员成本控制意识不高、企业造价管理体系不到位，在项目施工过程

中没有进行详细的造价分析和动态管理，造成成本超额[8]。还有，施工工程中对于签证、变更的签订与

执行较为随意，导致产生诸多隐患，不利于后期结算，出现设计单位，建设单位，施工单位三方推卸责

任的情况。所以，在上述情况发生时，工程监理单位就显得极为关键。监理单位应该严谨地、及时地把

控工程质量，但在实际工作中监理人员每当面对项目出现问题时，通常扮演一种和事佬的角色，怕得罪

双方怕连累自己，但这和监理工作的职业道德与素养是绝不相符的。此外，现在建筑市场上的劳动力大

多以农民工为主，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来自于乡下并且文化水平较低，明显缺少相关的文化知识与安全意

识。而雇佣公司通常不会对于农民工进行相应的职业培训与安全教育，更不可能对农民工进行成本控制

方面的知识培训。这时施工规范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施工的规范性对于项目的造价具有很大的影响。

由于施工规范未明确，施工单位的工作人员不能按照规范施工，致使工程质量降低和风险增加，工程实

际综合造价增多，极大降低了公司利润[9]。 

3.5. 缺少合理造价监督机制问题 

工程造价管理和整个项目息息相关更是涉及到了各个层面，工程造价管理和项目管理是一个相辅相

成而又相互制约的关系。项目管理不仅要追求项目的质量，还要追求项目的效率，所以这不免导致造价

人员过于关注短期内的进度与建设成效，从而忽略了施工过程中细节化的造价管理，以至于造价管理监

督机制不能完全发挥它的作用，前期支出过大致使后期出现资金短缺现象，成本控制失去平衡[10]。若是

造价监督机制不能起到控制作用，就导致项目的实际成本与目标成本相差较大，工程造价预算的不确定

性会对后面的造价管理带来巨大的隐患，最终出现项目资金短缺、企业利益亏损的现象。 

4. 建筑工程造价关键点控制措施 

4.1. 优化造价管理结构 

建设单位要想达成优化造价管理结构的目标，就要在日常工程造价管理工作中，加强各行政部门的

沟通，加强各施工管理环节的联系。促进设计部，成本部，工程部等各部门之间的合作，组织应对各种

问题处理的会谈，对相应问题进行全面的讨论，形成更科学合理的工程造价管理规范。同时，由于项目

实施中决策、投资、设计、施工、验收等各个环节联系紧密，这也意味着要求相关工作人员在实际工作

中，要综合考虑各项影响因素，对多种工作内容进行详细全面的总结。造价人员与管理人员及时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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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每一件工作事宜做到动态管理，全面提升工程造价管理的质量[11]。 

4.2. 保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无论何时，专业性人才在各行各业都是促进企业发展的重要基石，对于工程造价管理工作更是如此。

建设单位应该在着重培养大量专业性人才的同时，在社会中也要积极引进有经验有能力的高水平人才来

促进公司发展。基于此，造价人员在日常工作中不仅要充分发挥工作职能，还要利用闲余时间努力学习

专业知识与技能，多多参与政策法规的培训工作，也要敏感分析市场环境的整体变化做好全面分析，不

断充盈自身的专业知识。同时，建设单位也要意识到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性，增强专业技能培训力

度，着重提升工程造价管理人员的实践操作水平，为今后全面提升各个阶段的工程造价管理效率提供帮助。 

4.3. 采购阶段做好动态管理 

建设单位应该在招投标阶段综合考虑中标单位的性质，不仅要选择最具备经济性、实用性的企业，

还要保证其提供的材料与设备符合现场施工要求，同时在最大程度上保证采购成本投入的合理性。在项

目的初步设计阶段，就应该对采购计划进行初步的制定。根据项目设计对所需材料与设备的费用进行合

理预算，通过对原材料和设备的品牌或者档次进行合理限制，可与各大供应商进行有针对性的询价对比，

再结合市场调查情况，选择最具性价比的材料与设备。在采购阶段，如果出现材料无法在短时间内进行

购买或者交通运输成本太大，需要立即反馈给工作人员并与设计单位、业主等共同商讨，在了解与其相

似材料和设备的费用与适配性后，商讨能否进行替换，防止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出现由于材料设备缺失的

问题而导致工程进度拖延[12]。最好与可靠的供应商达成长期良性的合作伙伴关系，推行材料信息共享平

台，制定采购框架协议，及时获得设备材料信息，减少自行问价的时间，实行采购价格的动态管理。 

4.4. 加强施工阶段造价管理 

施工阶段的工程造价管理是整个建设工程项目核心与重点，其中影响造价管理的因素有很多，做好

施工造价管理是整体管控项目造价的基石。首先，就是做好对项目的施工质量与施工进度的把控，严格

依照合同要求与政策规范，在保障质量与进度、施工安全的基础上，尽可能的做到对工程造价进行科学

合理的控制。其次，减少签证变更的发生，组建签证变更的监督机制。保证设计阶段的准确性，避免后

期因为设计原因产生变更，同时，可以建立跟踪审计部负责对签证及变更做出更为准确地判断。如果施

工单位要进行现场签证，应及时通知审计部门、监理部门进行现场审核，核实签证现场情况与原因，确

保签证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并且要如实记录审计报告，制作图像、会议纪要等。还有，依照工程概预算

对项目支出进行对比，分析实际费用与预算费用的差距，找出差距原因，及时对此类情况进行分析处理，

做到造价动态管理，使整个造价控制在目标成本范围内[13]。 

4.5. 优化竣工阶段成本控制 

在竣工结算方面，注重利用在建筑施工过程中保留的数据和资料，对施工单位上交的竣工结算资料

进行严格的审核工作。主要审核结算资料是否真实完整，审核核算单价、工程清单量、取费基数及费率、

施工水电费用以及其他索赔费用等是否正确。 
同时，项目后评价更是重中之重。将项目最终的竣工造价与项目概预算、施工合同价等进行对比分

析，总结产生差异的原因和重点，探讨项目建设过程中对于造价管理的经验与教训，提出优化建议，为

日后项目提供信息参考[14]。 

4.6. 完善造价监督机制 

完善造价监督机制不仅可以提高造价人员对成本控制工作的正确认识，还可以使建筑企业获得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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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专门派人对造价控制与管理工作进行定期监督，严格保证每笔支出的合理性。此外，明确造价

人员的工作内容，根据实际工作情况合理安排工作，做到对工作人员的有效监督，避免因为工作安排不

合理，出现工作重复，错漏等现象，进而推动造价管理工作顺利进行。 
但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充分发挥造价管理监督机制的作用，就必须将其与工程造价工作每一环节结

合起来，从全过程多角度对项目造价进行把控。但造价监督管理机制的建立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这

就需要相关工作人员充分借鉴国内外优秀的造价管理经验并结合的本公司的实际情况，促使造价管理能

够在各个层面得到渗透[15]。 

5. 结语 

工程造价管理应贯通在建筑工程项目的各个阶段，建设单位应在每一个阶段增加忧患意识，重视造

价管理工作中的任何细节，明确造价管理工作的重要性，采取主动动态控制，施行多角度、多层次、全

方位的成本控制方法，争取在问题尚未发生之前就解决。不间断地更新自身的思维，提升造价工作人员

的专业水平与职业素养，科学合理地减少费用支出，避免超支现象，优化工程的品质与投资效益，促使

建筑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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