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发展 
第 4 卷◆第 11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425-0082 /（中图刊号）：860GL006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52 

Building Development 

浅谈建筑施工企业如何加强工程造价管理 
 

李晓 

乐清市双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DOI:10.12238/bd.v4i11.3573 

 

[摘  要] 随着建筑市场的不断发展,对于建筑市场的竞争也在不断的加剧,在施工企业之间进行工程质

量较量的同时,对于施工工程造价的控制也开始展开了竞争,因此施工企业合理控制工程造价,做好工程

投标、合同签订、施工、结算阶段的工程造价管理,提高成本控制水平,是取得良好经济效益的有力保障。

本文就建筑施工企业如何加强工程造价管理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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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对于建筑施工来说,工程造价一直

以来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既要保证工

程的质量,也要严格控制成本问题,这样

才能保证企业良好的经济收益。在实际

的施工中,要做到这一点是具有一定难

度与挑战的。 

1 项目施工全过程管理 

1.1工程投标阶段的造价管理 

对于当前的建筑施工企业而言,

好的做法就是使企业本身积极参与到市

场竞争的大环境中来。企业首先要做好

的就是抓好建筑施工项目的投标工作。 

1.1.1建立一个专业素质高的投标

团队。在日常的工作中,企业应加强对工

作人员专业素质和自身修养的培养,提

高工程造价管理人才的综合素质。在一

定程度上,建筑施工企业投标团队的素

质以及对工作的态度直接影响着建筑项

目投标的结果,所以建筑施工企业要吸

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到投标团队,提高企

业投标的中标率,增加经济利益。 

1.1.2认真阅读招标文件的各个部

分,切实把握好业主的各种需求。尤其

要注意的是,招标文件的技术标部分

要仔细阅读,以免遗漏业主的投标工

程的特殊要求,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

失。在安排施工组织方案时,要在保证

方案合理且可行的基础上,尽量节省

投资成本。 

1.1.3合理确定报价。投资团队在对

招标文件进行深入研究并把握其精髓的

基础上,并结合建筑施工企业自身的实

际条件,编制出合理的投标书。同时,在

制定工程报价时,要采取一定的策略。具

体要注意的事项有：在进行投标报价时,

如果可以预料到可能会被取消的项目,

则可以采用低价报价的方式；预期将会

增加的工程,则可提高单价报价的方式。

设计图纸上说明模糊或者设计出错的工

程项目,日后很可能会修改工程量,增加

项目的投入,所以在遇到这种情况时,应

提高报价；对于说明不清楚的工程,则报

价时应降低。 

1.1.4签订合同,明确双方的义务与

责任,保护自身利益不受损害。投标中标

后,建筑施工企业要与建设单位在公平

的前提下签订合法,合理的施工合同,作

为对双方行为进行约束,对双方利益进

行维护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双方要

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双方的责任及义务,

比如质量安全要求、工期、价款及支付

方式、验收与结算以及合同争议的解决

方式等内容。施工企业还要采取积极的

措施,减少或杜绝工程款的拖欠,在签订

合同时一定要注意业主的资金到位情况,

而且签订并严格执行合同中的约定投入

和收工程款的“同时率”的原则。这样,

才不至于出现使施工企业大量垫资,而

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甚至将施工企业

拖垮的悲惨局面。 

1.2工程施工阶段的造价管理 

1.2.1建立高效的造价管理系统。企

业应把造价管理部门放在造价管理的核

心地位,其它各部门应与其密切配合。企

业对工程的材料采购清单及发票复印

件、工程变更、技术交底、施工方案和

生产计划安排等资料的审核与接收,都

应由造价管理部门进行统一管理。然后

由该部门的预算人员进行分析比较,定

期进行核算。当发现实际用量与预算用

量有较大出入时,应彻底分析原因,并采

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1.2.2在开展现场施工之前,要对

于相关的施工图纸和方案进行详细的

分析和研究,并结合施工现场的具体情

况,进行合理的调整,并且按照施工方

案提前做好相关人力、物料、机械设备

等的准备。在施工组织的建设上,要进

行合理的规划,提高管理效率,并且加

强相关成本审核机制的落实,抑制工程

建设成本的浪费和无谓提高。施工现场

要做好技术管理,并且通过施工技术人

员深入的参与到现场施工,更好的了解

材料以及相关设备的使用状况,加强了

解,更好的贯彻好成本控制的理念,真

正的将施工现场的各种资源进行有效

的整合和利用。 

1.2.3在施工现场的管理上,针对于

工程量的进行情况,要进行合理的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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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施工过程中的各项费用支出。首先,

有效控制材料费,建筑相关管理人员要

掌握市场材料价格信息的变动,进行多

家供应商的产品质量和价格的对比,在

保证产品品质的同时,选择价格优惠的

材料供应商。相关经营部门要深入的了

解市场行情,并且对于材料的市场价格

变化规律进行科学的把握,提高对建筑

材料的成本把握。其次,有效控制人工费,

对于一些分包的施工环节,要保证现场

签证制度的有效执行,做好项目定额管

理,避免人工费用的增加。第三,有效控

制机械费,技术人员在安排机械设备部

门施工上,要根据实际现场施工情况和

施工量规划,进行合理的设置,并且保证

不同施工环节有条不紊的进行,提高机

械的效率,而且能够降低机械成本。第四,

有效控制非生产性费用,要想有效控制

非生产性费用,就要聘用高水平的管理

人才,能够为工程建设提供方面服务,达

到良好效果。 

1.2.4采取技术和经济相结合的手

段。在工程中,经济与技术结合的好与

坏,将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施工企业的技术工作重点放在

提高工程质量和保证建设工期上,说明

企业重视社会效益这一面。但在这个前

提的基础上,企业同时必须注重建设经

济效益。如果一个建筑施工企业没有经

济效益,面临生存的威胁,那么技术将是

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要充分把握好技

术与经济的关系,技术是手段,经济是目

的。通过良好的技术手段使企业获得良

好的经济效益是我们每个企业的 终目

的。技术与经济两者相辅相成,忽视任何

一个方面都会给企业造成严重的后果。

因此,技术方案与经济管理相结合,能有

效的加强工程造价的管理,提高企业经

济效益。 

1.2.5重视施工的签证,切实做好索

赔工作。工程造价管理人员应熟悉招标

书和合同文本规定的各项权利与义务,

在企业的利益遭受损失时,要勇于抓住

索赔机会,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如设计

变更、赶工、不可抗力、招标文件或合

同规定以外的工程均要让建设单位或监

理工程师进行及时的签证工作,并及时

提出索赔方案。否则,会出现与建设单

位、设计等单位的推诿扯皮现象,从而影

响自己的声誉和经济效益。一般签证内

容如下：(1)有经验的承包商不可预见的

恶劣的自然条件和非承包商人为障碍；

(2)建设单位或监理工程师中的书面变

更通知书； 

1.2.6建设单位或监理单位原因造

成施工中断和工效降低,如：甲方供料不

及时,资金不到位、图纸不到位等引起的

索赔。另外,还可进行投保,进行风险转

移,保证工程投资和企业利益得到有效

保护。同时要注意索赔的有关资料的整

理以及索赔的程序,为日后索赔工作顺

利进行打下基础。 

1.3验收结算阶段的造价管理 

在施工现场的验收阶段,要做好结

算工作,并且保证相关施工环节经过严

格的审核,并且工程结算工作的相关资

料齐备。只有保证相关资料的充足和真

实有效。在施工企业相关造价管理人员

开展施工管理中,对于工程项目中一些

关于赶工、变更与合同外通常行为都要

做好严格的签证管理,并且及时的对于

相关索赔方案进行制定和提出,保证结

算阶段索赔的有效进行,保证施工企业

的整体利益。 

2 结束语 

总而言之,建筑施工企业为了加强

工程造价的管理,提高自身的经济效益,

应合理利用各方面人才,建立良好的造

价管理系统,加强对工程造价实行全过

程控制管理,使施工企业的工程造价管

理水平及经济效益上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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