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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9B_BD_E5_B7_A5_E7_c67_472184.htm 工程造价管理是指遵

循工程造价运动的客观规律和特点，运用科学技术原理和经

济及法律等管理手段，解决工程建设活动中的工程造价确定

与控制、技术与经济、经营与管理等实际问题，力求合理使

用人力、物力和财力，达到提高投资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全部

业务行为和组织活动。工程造价管理的基本内容是：合理确

定，有效控制，提高效益。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我

国加入WTO，国际竞争变得日益激烈，我国工程造价管理将

向何方发展，我们必须采取哪些措施才能迎接经济全球化和

知识经济时代到来呢?本文将就此作以简要论述。 一、我国工

程造价管理的现状 我国工程造价在唐朝就有记载，但发展缓

慢。新中国成立后，有很大的发展，但未形成一个独立的系

列学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经

济建设上来，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使

工程造价管理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新兴学科

。1985年成立了中国工程建设概预算定额委员会，1990年在

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1996年国家人

事部和建设部已确定并行文建立注册造价工程师制度，对学

科的建设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标志着该学科已发展成为一

个独立的、完整的学科体系。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应该说我

国的工程造价管理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对我国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我国的工程造价管理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工程造价管理工作还有



许多问题有待解决，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工程造

价管理观念落后。我国工程造价管理的产生有其复杂的背景

，在实际工作中计划经济模式的烙印还相当深。绝大多数工

作仍然停留在“三性一静”(定额的统一性、综合性、指令性

和工、料、机价格的静态性)的基础上，往往“四算”(估算

、概算、预算、决算)分离，“三超”现象严重。因此，我们

必须树立“全过程、全方位、动态工程造价管理”的新理念

。 2．法律、法规不健全。尽管我国已经有了相关的法律、

法规，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这些法律、法规还不够健全

，在实践贯彻中存在着许多问题。同时“有法不依，执法不

严”的现象屡见不鲜。比如招投标法在实际中经常被扭曲，

议标、串标现象还很严重。因此，加强行业立法，与国际惯

例接轨已成当务之急。 3．工程造价管理从业人员素质较低

。目前，我国工程造价管理领域的从业人员有80多万。这80

多万的从业人员中本科毕业生还不到三分之一，绝大多数是

大专、电大、函大毕业，有的甚至还没有专科文凭。从专业

上来看，正规高等院校工程造价管理专业毕业的还不到1％，

大部分都是工程经济、投资经济、工程管理、概预算等相近

专业，这些人从事工程造价管理往往只停留在概预算上，他

们不能也不可能进行全过程、全方位、动态的工程造价管理

。另外，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刚刚起步，目前取得证书

的还不足1％，能够充当总经济师的更是凤毛麟角。所有这些

都严重影响了我国工程造价管理的发展。 二、我国工程造价

管理的发展趋势 1．工程造价管理的国际化趋势 随着我国改

革开放的进一步加快，中国经济日益深刻地融人全球市场，

在我国的跨国公司和跨国项目越来越多，我国的许多项目要



通过国际招标、咨询或BOT方式运作，同时，我国企业走出

国门在海外投资和经营的项月也在增加。因此，伴随着经济

全球化的到来，工程造价管理的国际化正形成趋势和潮流。

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我国的行业壁垒下降，国内市场国

际化，国内外市场全面融合，外国企业必定利用其在资本、

技术、管理、人才、服务等方面的优势，挤占我国国内市场

，尤其是工程总承包市场。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我国

的企业必须以市场为导向，转换经营模式，增强应变能力，

自强不息，勇于进取，在竞争中学会生存，在拼搏中寻求发

展。另一方面，人世后根据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我们将

获得更多的机会，并能更加容易地进人国际市场。同时，加

入WTO后，在国际市场上，作为一名成员国，我国的企业可

以与其他成员方企业拥有同等的权利，并享有同等的关税减

免，在“贸易自由化”原则指导下，减少对外工程承包的审

批程序，将有更多的公司从事国际工程承包，并逐步过渡到

自由经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工程造价管理国际化已

成必然趋势，各国都在努力寻求国际间的合作，寻找自己发

展的空间。 2．工程造价管理的信息化趋势 伴随

着INTERNET走进千家万户，工程造价管理的信息化已成必

然趋势。作为当今更新最快的电脑技术和网络技术在企业经

营管理中普及应用的速度令人吃惊，而且呈现加速发展的态

势。这给工程造价管理带来很多新的特点，在信息高速膨胀

的今天，工程造价管理越来越依赖于电脑手段，其竞争从某

种意义上讲已成为信息战。另一方面，作为21世纪的主导经

济知识经济已经来临，与之相应的工程造价管理也必将发生

新的革命。知识经济时代的工程造价管理将由过去的劳动密



集型转变为知识密集型。知识经济可以理解为把知识转化为

效益的经济；知识经济利用较少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而

更重视利用智力资源；知识产生新的创意，形成新的成果，

带来新的财富。这一过程靠传统方式已无法实现，这时先进

管理手段电脑又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西方发达国家

已经在工程造价管理中运用了计算机网络技术，通过网上招

投标，开始实现了工程造价管理网络化、虚拟化。另外，工

程造价管理软件也开始被大量使用，同时还有专门从事工程

造价管理软件开发研究工作的软件公司。种种迹象表明21世

纪的工程造价管理将更多的依靠电脑技术和网络技术，未来

的工程造价管理必将成为信息化管理。 三、我国工程造价管

理的对策 面对我国工程造价管理的客观现状以及工程造价管

理国际化、信息化、网络化的日益加强，我国工程造价管理

将以怎样的姿态来应对加人WTO的挑战，我想应当从以下几

方面来考虑。 1．必须加强法律、法规建设，与国际惯例接

轨 《建筑法》和《招标投标法》已经相继实施，相信中国建

筑市场将越来越规范，工程造价管理作为工程建设项目的一

部分，应该积极贯彻这两个法律，使我国工程造价管理走上

法制化轨道。是国家法律只能从宏观上加以规范，不可能对

工程造价的各个方面都作出详细的规定，因此工程造价管理

自身应该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与国际惯例全面接轨

。特别是我国已加入WTO，中国建筑业要走出国门，参与国

际竞争，开拓国际市场就必须全面与国际惯例接轨。面对变

幻莫测的国际竞争市场，我们只有懂得并真正吃透国际惯例

、法规、标准等，才有可能按国际惯例进入国际市场，同时

受到国际法律的保护。 2．必须大力推行“工程量清单”办



法 2000年1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的《招标投标法》中规定：

中标人的投标报价不得低于成本价。何谓不低于成本价呢?是

指不低于社会平均成本还是企业个别成本呢?如果是指不低于

社会平均成本也就是预算成本，那么就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不相符。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

材料、新工艺、新技术的引入，许多施工企业以低于社会平

均成本报价已成完全可能。如果是指不低于企业个别成本，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知道一个企业的真正成本呢?面对这些问题

，我们有必要改变过去完全依靠定额的做法。2000年12月1920

日，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在北京召开了工程量清单招

标投标方法座谈会，表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行“

量价分离”是完全必要的，同时也越来越受到各界人士的高

度重视。“量价分离”已经在许多大、中城市开始实施，并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目前我国所采用的定额是“量价合一”

的参考性文件，企业根据定额做出的报价往往比市场价格高

出许多，不能真实反映市场情况。采取新的投标报价法，可

以鼓励企业把自己最新的设备，先进技术、方法展现给业主

，以最合理、最能反映目前市场运营情况的报价进行投标。

可以进一步规范建筑市场，使我国的建筑市场真正向国际市

场接轨，以迎接加入WTO的挑战。众所周知，“量价合一”

的定额与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是不相符的。然而定额又是完成

单位产品消耗量的标准，它是客观的、科学的，具有法定的

属性。既然定额是标准，其属性是法定的，因此定额实际上

是工程量计算规则与计量标准。所以，我们不但不能废除定

额，而且应该加大定额编制补充的力度，为推行"32程量清单

”的办法奠定良好的基础。 3．必须加强项目库的组建， 香



港工料测量师协会是相当于中国造价管理协会组织，他们在

进行工程造价管理的实际中，具体做法是参考过去类似项目

，根据经验来确定工程的造价。实践表明，他们的做法是非

常有效的，他们有个优势在于，类似的历史项目资料相当丰

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项目库相当完善，内容丰富，这为准

确确定工程造价提供了可靠保证。近年来，也有许多人把神

经网络理论用到了工程造价管理中，神经网络方法也就是模

拟人脑的思维进行各种活动。在工程造价管理中，神经网络

模拟人脑搜索类似历史项目资料，最后凭经验来确定工程造

价。实际上神经网络方法与香港的模式是一样的，只不过把

这一复杂工作交给计算机来完成而已，我们有必要在工程造

价管理中引入这些先进方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有相当丰富

、完善的项目库，这恰好也是我们所缺少的。项目库的组建

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是社会平均水平，一是企业个别

水平，这样我们也可以避免在评标时去判断企业报价是否是

低于成本报价这一敏感而又复杂的问题。 4．必须加强工程

造价管理人才培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程造价管理人员的

工作已从被动反映造价结果转向能动影响项目决策。但人才

质量与企业需求之间的矛盾还相当突出，因此如何造就一批

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工程造价管理人才已成为迫

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方面，高等院校应该担负培养现代工

程造价管理人才的重任。自1986年南方冶金学院创办第一个

工程造价管理本科专业以来，工程造价管理的学科已受到建

设部、教育部的重视，到目前为止，全国已经有十多所高等

院校设立了这一学科。但是，就十多年来看，所培养的毕业

生大部分还只是停留在概预算的层次上，很少有人符合全过



程、全方位、动态工程造价管理理念的要求。所以，我们必

须加强工程造价管理的学科建设，在高校建立硕士点、博士

点，以培养一批懂技术、懂经济、晓法律、善管理，同时精

通计算机和外语的高素质的工程造价管理人才。另一方面，

大力推行注册造价师执业制度。注册造价工程师1997年在全

国九个省试点考试，1998年在全国考试。几年来，已培养了

一批注册造价师，但是这部分人还不到整个工程造价管理80

万从业人员的1％，离10％的目标还差很远。因此，我们必须

大力推行注册造价工程师执业制度，以培养更多的符合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素质造价工程师，同时为造就总经

济师以及高级管理人才打下良好的基础。 5．工程造价管理

必须信息化、网络化 在计算机网络技术日益普及的今天，各

方面的信息流铺天盖地，纷至沓来。面对如此宏大的信息流

，传统的管理模式、管理方法显然已无能为力了，我们必须

寻找现代化的管理手段。这时计算机网络、软件就成了时代

的宠儿，普遍为人们看好。计算机的引人标志着我们的工作

有了新意，同时也给社会创造了效益。充分发挥现代化管理

手段，既是向国际接轨的需要，也是工程造价管理的需要。

为此，我们应努力做好工程造价管理信息化、网络化方面的

工作，加快全国建设工程造价信息网的建设，真正实现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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