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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特点 1.1 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工程项目的规模扩大

，工程造价管理的数据处理量也越来越多 以北京为例，奥运

带来的项目投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就有1800亿元人民币，

体育设施建设有170亿元。其中奥运村项目占地80ｈｍ2，建

筑面积47万ｍ2，包括公寓、娱乐场所、餐厅、医疗等各种设

施。如此庞大的项目，如此庞大的投入，无疑向工程造价管

理工作提出了挑战，传统的被动式管理已无法满足日趋复杂

的工程项目的需要。 1.2 工程造价信息对工程造价的确定和控

制影响越来越大 工程造价形成的特性（如额大性、动态性、

风险性等）决定了其在管理和控制上所受到的影响因素很是

复杂，换言之，要想做好相应的管理和控制必然需要大量的

信息作基础，也只有在充分掌握和详尽分析相关信息的前提

下，实现工程造价的动态控制才有可能。同时，进入市场是

工程造价形成的必然方向。现行的工程定额管理必然被量价

分离的工程量清单报价法取代，也必然要建立起以市场竞争

形成工程造价为主，以政府定额为指导的工程造价管理体制

。一旦该机制形成，除工程中少量的政府性投资项目仍沿用

有关定额外，大多数的工程项目将不再受定额的限制，而是

以市场为基础形成更为合理的、准确的、动态的工程造价。

诚然，原始的市场信息的人工采集的方式已远远不能满足日

益变化的市场的需求，而且现行的造价管理也必然要做相应

的市场化、信息化的调整。 1.3 工程造价管理与有关的各方面



政府主管部门间的信息传递日趋增加 如建设委员会、计划委

员会、税务部门等与工程的立项、审批、核算等业务有直接

联系的政府机构在工程造价管理信息化、市场化的基础上必

然也需要处理大量的不断变化的数据，这也即意味着其在管

理亦需作出相应的信息化调整。 2、工程造价管理的现状及

其分析 由以上特点可以看出，工程造价的市场化形成和信息

化管理已经成为其发展的必然，而馈望工程造价管理的现状

，我们不难发现其间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静态的管理难以应对变动的市场 在我国，工程造价的管理仍

是以静态的定额为核心进行实施的，其鲜明地突现着计划经

济的烙印。虽然，各地方政府也公布了材料的指导价、最高

限价等较能反映市场行规的指令性价格，有的在定额中也提

出了“市场价”、“竞争费率”等概念，但这些举措在竞争

激烈、变化迅猛的市场面前，不仅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

。主要表现有二： 2.1.1 静态定额 定额的编制一般要2～3年，

其参考价格有一定的时间限制，很难充分反映市场的变动。

于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严重的滞后性，同时在一定程度上

也抹去了其准确性、科学性和可参考性。而就目前的现实状

况而言，绝大部分的企业仍采用的是统一标准的、僵硬的定

额，很难突出企业间的差异，也很难表现企业的竞争优势。

企业实施成本的动态控制，也只能停留在“赢得值原理”等

诸多理论层次，其所上呈的“控制”也只不过是工程过程的

记录而已。 2.1.2 解决方案和途径的缺乏 针对上述问题，目前

仍缺乏必要的、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和途径。《招标投标法

》中已经提出“最低价中标”的概念，而大多数的施工企业

在竞标时仍无什么实质性的差异，而同时，有的企业为了某



种需要，以极低价中标，但由于没有足够的实力，便出现了

诸多的偷工减料、推委、扯皮等现象，也给工程的质量留下

了隐患。日趋现代化的建筑规模，必然需要复杂的社会分工

与协作，也必然需要更高水准的组织、管理和协调水平，这

无疑给负担着具体生产管理的各项目部提出了新的挑战。如

何实现工程的成本、进度和质量控制？如何实现每一个具体

的目标？如何做好整体工程的协调管理？除了必须的先进的

管理思想外，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也是必须的。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