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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A8_8B_E9_80_A0_E4_c56_457272.htm 新世纪初，我国工程

管理体制正酝酿重大改革，其中工程造价管理领域也不例外

。面临WTO和全球经济遗体化的冲击，我国必然全面接受以

市场为价值取向的国际惯例。面对这些冲击和挑战，我国工

程造价管理事业如何应对挑战，应采取什么措施适应这种重

大变革。本报告将涉及合同管理、招投标管理、定额及概预

算制度等内容，回答上述问题，帮助施工企业的领导掌握工

程造价管理改革的发展趋势，在变革中保持优势。 一、我国

加入WTO后对工程造价管理事业的影响及对策 我国自1999年

底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入世”的步伐明显加快。我国加

入WTO后，对外贸领域及其金融、保险为主的服务领域，以

纺织业为代表的传统产业领域甚至我国的农业都将带来巨大

冲击和影响，这种冲击和影响，许多专家和实际工作部门的

同志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已初步形成对策。而对于

我国建设市场、建筑业乃至工程造价管理的影响，却较少有

人研究，这方面的文章和对策研究也比较少，但这并不意味

着加入WTO并不构成对上述行业的威胁和影响，相反可能会

对工程造价管理行业引入国际惯例及竞争产生极大便利，同

时也将带来压力和挑战。因此，就此问题有必要深入研究。 

（一）WTO对工程造价管理造成影响的规定 WTO对工程造

价管理造成影响的规定主要有《服务贸易总协定》和《政府

采购协议》。《服务贸易总协定》简称为GATS，其遵循的原

则是最惠国待遇原则、透明度原则、发展中国家的更多参与



原则、市场准入原则、国民待遇原则和逐步自由化原则。目

前我国与日本就加入WTO进行的谈判中正式提出了关于服务

贸易中建筑及有关工程服务领域中减让表。《政府采购协议

》简称GPA，其目的是为了限制政府采购中的歧视性采购，

促进政府采购市场的开放而订立的。由于目前世界上只有少

数发达国家参加了《政府采购协议》，因此中国“入世”后

暂时还不会受到GPA的影响，但美国等发达国家一直想

使GPA成为大家都接受的协议。因此在世界贸易西雅图回合

贸易谈判中，美国坚持要把政府采购列为谈判议题，从这一

点看，GPA成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协定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了。由于我国政府投资数额巨大，每年达数千亿人民币之巨

，而政府工程服务采购又是GPA中一个重要范畴，所以GPA

将对我国建设市场中的交易方式招标与投标，以及相应的工

程造价管理行业产生较大影响，因此，我们应该对此进行分

析和研究。 （二）WTO规则对我国工程造价管理的冲击 1．

工程价格将被迫纳入国际经济一体化系统 WTO规则的根本目

的是解决各国市场准入问题，通过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

非歧视等原则要求各国以关税减让或进口承诺方式开放市场

。这种市场准入将促使各国尽快纳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系统，

并遵守国际经济活动规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国加

入WTO后，对工程造价管理行业而言，所受到的最大冲击将

是工程价格的形成体系从国内各地区差异性很大的状态一下

子纳入了全球统一的大市场，这一突然的变化会使过去的工

程价格形成机制面临严峻的挑战，这会迫使我们不得不被迫

引进并遵循工程造价管理的国际惯例。 那么WTO是通过一种

什么机制来迫使我们接受国际惯例呢？按说工程造价领域里



的国际惯例是一种软约束，并没有强制力，即WTO并不能强

制我们接受当今世界上美、英、德、日四大工程计价模式中

任一种模式。但是WTO却通过《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

）打开我国的建筑市场及其工程造价咨询服务市场后，大量

外资、独资、合资、合作建筑承包企业或工程造价咨询企业

进入我国市场后，就可以以其先进、优质的、高效的服务与

我国企业竞争，并以其采用的先进计价模式来影响我们，为

我们示范。若我国的有关规定（不包括法律）限制此类竞争

的话，他们将会通过WTO的磋商与仲裁机制申诉并维护他们

的正当权益，以下就是几种可能发生的情形： ●我国招标投

标的评标问题 2000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

投标法》中明确规定了关于“低于成本报价”问题，，即凡

是低于成本的报价被视为“废标”，也更不能中标。我国目

前有许多地方的造价管理机构正在拟定建筑工程的“成本”

，并仍想通过硬性规定的“成本”，使承包商按我国的定额

报价。但若加入WTO，外国承包商就可能按其个别成本报价

报出低价，若我们不承认其低价，虽然我们可以引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关于“不得按低于成本的价

格销售商品”的条款进行对抗，但仍有可能让对方援引“非

歧视原则”引起贸易纠纷。 ●我国的间接费取费问题 目前我

国在工程间接费取费问题上采取差别费率原则，即有的省、

市是按企业类别取费，有的按照工程类别取费。这种模式可

能在我国加入WTO后引起争议，尤其是按企业类别取费的方

式，我们可能会被外国承包商援引“非歧视原则”和“国民

待遇原则”诉至WTO。甚至我们对于国有企业、乡镇集体企

业、私人企业不同对待收取劳保费的作法更有悖于WTO的“



非歧视原则”也会加大WTO对我国国有企业反补贴的制裁。 

●我国的定额中含价的问题 目前，我国大多数省、市的预算

定额中均采用量价合一的方式。虽然大多数省、市把价格列

为可调节的，即通过发布价格信息或价格指数调整工程造价

。但是由于这种调价不是自由通过市场实现的，而是由定额

或造价管理部门发布价格信息强制承包商报价时遵循的，所

以很有可能会被外国承包商援引“公平贸易原则”、“市场

准入原则”认为这种“半管制价格定价方式”是一种非关税

壁垒措施而诉至WTO，从而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修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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