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网：建筑业界资深总工坦言建筑业黑幕 PDF转换可能丢

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14/2021_2022__E6_96_B0_E

5_8D_8E_E7_BD_91_EF_c57_614558.htm 经多次协调预约，8

月2日中午，山西省建筑业界某资深总工王某终于走进客厅与

记者会面。王某在建筑设计和施工行业工作40余年，早年在

大型国有建筑企业带队转战南北，近年参与了山西省多处房

地产开发、国有及集体单位的建筑工程建设，多次任甲方聘

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带着不愿在日后被牵连的心态和对建筑

行业现存腐败现象的憎恶，王某走近记者。 王：几次打电话

，我看你也心挺诚的，就过来坐坐。算随便聊聊吧！也理不

出个头绪来。能不登就不要登了，认识一下，说说话，心里

痛快点。 记者：好吧，好吧。但是我不内行，怕会有障碍，

影响到理解。就你随便讲，我随机地请教吧。 王：离开原建

筑单位的这些年来，我仍在这个行业做。我经过的，知道的

项目不下几十个。有公家的，有集体的，有民营的。这些项

目中大同小异的，让我痛心的，就是造假大面积的造假，造

假背后是腐败。 “挂靠设计”谁负责 记者：有例子吧？ 王：

建筑的头一步是搞设计，你该知道吧。我经历和知道的建筑

设计，有不少是“挂靠设计”的。就是说，真正设计、画图

的人没有设计资格，也不具备应有的水准，但他敢干。有资

质有水平的设计单位无活可做，甘愿靠出卖资质来“分一杯

羹”。 记者：这种出让，好处是多少？ 王：总设计费用

的3%－10%。 记者：合同盖谁的章？ 王：盖被挂靠的单位的

章。 记者：出让单位就不怕担风险吗？ 王：他们当然不想担

，但他们心存侥幸，就是祈祷不要出事。我只能这么解释，



在金钱面前，他们都疯狂了，不计后果。 记者：这种设计也

能通过审查？ 王：反正人家最后都过了。施工之后，“挂碰

漏缺”，都出来了。不怕花钱的就再改，有的就不改。 “陪

标”已不盛行 记者：能说说工程招投标方面的事吗？ 王：工

程必须搞招标，这是前几年政府要求的。现在已经不那么严

格了。 记者：你说说招标和不招标的区别。 王：对于绝大多

数工程即除房地产商的开发工程之外的“大公家”、“小公

家”的工程来讲，没有区别，因为全是假的。不招标，还省

点造假费用。你非要招标，他就做个招标会给你看：内定一

家建筑商，让这家找至少三家陪标商，几家一报价，肯定数

你低，工程还是你的。不过多印几套材料罢了。 记者：陪标

的要费用吗？ 王：大部分是互相陪的，你干他陪，他干你陪

，要什么钱！ 记者：所以现在干脆不严格要求必须招标了？ 

王：不知道。反正招投标那一套戏法现在不多了，干脆就是

指定。 记者：业主单位和承建单位双方确认签约后，还有猫

腻吗？ 王：仍然是造假。有资质的建筑公司揽到工程后再转

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合同上签的是一家单位，实际干活

是另一支队伍。转包一次，工程款就剥一层，剥到最后，各

个小施工企业只能靠偷工减料来赚钱。 有些人就不想省钱 记

者：还有什么是假的？ 王：预算、报价。在建筑材料的价格

上，建筑企业的报价以假为主，而且水分之大绝非普通人可

以想象。打一个水泥桩子，可以报价45元，也可以报价70元

。买一箱地砖，他买几十元的，能给你报二百。 记者：在价

格方面有什么有效的控制办法？ 王：不好控制，而更主要的

是，一些业主单位就不想控制。 记者：为什么？他们难道愿

意多花钱？ 王：一点不错。有些单位搞建设，就是愿意多花



钱。原因在于，花的钱多了，基数就大，“价格空间”也就

大了，吃回扣的机会也就更多。我亲历的一个单位做屋顶造

型，他要做200万元的，我做了一个100万元的也更合理的给

他看，他不要。他不希望我为他“省钱”。 记者：那么价格

难于管理还有客观原因或其他因素吗？ 王：有。建筑报价里

有两部分，一部分叫定额内的，就是有国家指导价控制的，

主要为土建阶段的价格和水泥、钢材等主框架用材价格。另

一部分叫定额外的，比如电梯、地砖、外瓷砖、门窗、涂料

等等，这以业主单位的主管人签字为准，他要买多少钱的，

就买多少钱的，他认可什么价格，就可以付什么价格。 建材

价格里的大量水分存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建筑单位的集体

维护。比如一块原价5块钱的瓷砖，建筑单位的习惯报价都

是10块钱，大家就一致维护这个价格。在承揽工程的交易价

居高不下的大背景下，他们就要维护这个“利润空间”。 监

理公司在做什么 记者：在听你谈话以前，我就一直有一个问

题搞不通：监理公司是干什么的？ 王：监理单位现在有两个

致命的“特色”：一、它应该是中立的事业单位，站在中间

，协调甲乙方的关系。而事实上，他被甲方雇用的。法律上

要求它坚持的一些原则，事实上无法坚持。二、它应该全方

位监理本项工程，而现在，它往往只能搞质量监理。对投资

、预算、工程进度无法监督。很显然，在现实中，监理公司

是一个体制错乱、功能残缺的摆设。 记者：监理公司难道能

不维护业主单位的利益吗？ 王：是的，它必须维护，否则就

会没饭吃。包括维护甲方的错误决策和故意浪费的意图。 报

价背后的猫腻 记者：我明白了大大小小的集体投资单位为什

么会造假，为什么会喜欢造假。那么，由民营企业、房地产



商自己开发的楼盘，成本控制是否会比较好？ 王：是的，房

地产商在成本控制上真的会做得很好，甚至他们会自己去做

建材市场调查。但这不表明房地产业不腐败。它的腐败表现

在另外的方面。我总结，他们的“经验”就是：拿国家的地

，用银行的钱，流民工的汗，发自己的财。 记者：我想知道

，房地产业在建筑方面存在何种内幕。 王：主要有两点，一

是规划腐败，一是偷工减料。这都是你们无法掌握也难以想

象的。 房产业界有一个说法：国土部门忙一阵子，规划部门

忙一辈子。对于一个房地产项目来说，跑土地，跑上一个时

期，只要“批”下来，以后就不会再有别的麻烦了；而规划

，则要不断地“跑”，不断地修改“建筑系数”。 记者：这

个你说细点吧。 王：哪个房地产项目都有个经规划局批准的

规划图，但一般来说，这个图没有人会去执行。这个图的主

要作用是先让项目开了工。 记者：莫非在定了规划图之后，

还存在“修正”的可能？ 王：按说不行，但凡搞房产开发，

几乎都要改。不改，房产商怎么赚钱？“修改”的东西，行

话叫“建筑系数”，就是指建筑物的层高、间距等等内容。

而改变这些东西，就要去不断地“跑”。 记者：我觉得仍然

想不通：一旦这处房产因为改变规划的问题被投诉或者打起

官司，谁担责任？规划管理部门还是房产商？ 王：一旦有这

种情况，肯定是房产商把责任全扛起来他还有下一个项目，

下一个项目还得用人家。 记者：再说说“偷工减料”。 王：

这里头的名堂太多，但是假如你是个买房人的话，你根本不

可能看出来，因为你就不懂。就拿你们这个窗户来说，你可

能知道它是塑钢的，但你不知道它的名堂在哪里。 记者：在

哪里？ 王：在包在里边的“衬”。外面搞成什么花样造型都



没关系，里边的一层钢衬才是决定这个材料牢靠程度的东西

。规定的“衬”的厚度是两个多吧，实际上房产商只会给安

一点几的。仅凭外观，没人知道。 记者：价格差得多吗？ 王

：当然。每平方米就能差二百块钱。再比如隔墙，该做两尺

厚的，他只给你做一尺，你也看不出来。 记者：如果是这样

，我会为房产商担心：这么偷工减料的东西，过几年真的塌

了，他能逃脱干系？ 王：一般不会。毕竟，那是钢筋水泥，

再烂也能撑几年。而国家的规定，都是按最保险、最安全的

标准定的。例如抗震性，太原的建筑现在要求得能抗八级。

按这个标准，地桩得打多粗？实际上，恐怕没有一家这么做

，而只要太原不发生那么大的地震，这些建筑就基本不会出

事。 记者：一旦发生了呢？ 王：那就接受不可想象的灾难。

要追究责任，一拎一大串。 记者：听了你的叙述，作为一个

外行，我很震惊。这些各种环节的形形式式的造假行为是否

很普遍？监管部门不知道吗？ 王：当年在国有企业干的时候

不是这样。这几年到社会上受聘，经历的，看到的，都是这

样。很难说管理部门就不知道。你听说过吧，建筑行业已经

被列为当今社会继教育腐败和医疗腐败之后的第三大腐败行

业。 记者：你挣多少钱？你不是建筑业腐败的一个得利者吗

？ 王：我的收入很高，你想不到的高。但这不代表我失去了

良知。 漏洞产生的根源 当前的建筑行业，是否确实存在这么

多的造假机会？就上文涉及的所有问题，记者逐一向省建设

厅相应处室做了采访，这些处室是：设计处，规划处，建管

处。这些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均做了介绍和说明。 关于“挂靠

设计”，负责人说“确实存在”，然而大多不能处理。据介

绍，原因是存在取证和认定上的困难。设计的日常管理方法



是“施工图审查”，这种坐在办公室里的审查，不可能看出

这个图的实际作者来。 关于建筑规划，管理人员坦言标准模

糊，实际操作中存在多种可能性。“理论上，经审定的规划

是不能调整的，而实际上，各个地方可能又有一些自己的规

定，有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理论”和实际有空间，实

际管理人手里又有空间，建筑方和管理者之间还有空间。这

就是建筑规划的现状。 关于建筑招投标，现有的执法依据是

招标投标法。相关负责人回答记者，对于假招标，没有有效

手段去识别；对于逃避招标的建设者，管理部门无法普查，

主要靠举报。 关于建筑监理制度，建管处相关负责人认为，

确如王总工所言，在实际运作中多项职能缺失。在我国法律

上和关于建筑监理的格式合同上，它有投资监理、建设进度

监理、质量监理和安全监理四项，而实际上，一般地，它只

受托进行质量监理。 建筑报价虚高的问题最显而易见，也最

难以控制。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工程运作体系也是市场化

的，所以政府监管部门无法具体实施管理。（完）（李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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