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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9B_BD_E6_B8_85_E5_c56_89458.htm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我国工程项目投资不断增大，我国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

以10%的速度递增，投资主体向着多元化趋势发展，政府投

资、集体投资、私人投资、国外政府贷款、国外金融机构贷

款多种投资主体并存，由于投资主体的变化，原有的定额加

费用的为政府一家投资主体服务的计价方法已经不适应这种

外部环境的变化，原有的工程造价计价方法所确定的建筑产

品价格，不能反映建筑产品的社会必要成本，以及施工企业

的实际生产水平和能力，不能发挥建筑产品价格的应有的调

节职能，市场信号职能和核算功能。市场的自动调节机制无

法发挥作用，“看不见的手”被束缚起来，市场无法有效的

进行资源配置。工程造价计价方法的滞后已经成为制约建筑

业快速发展的瓶颈，市场经济的发展，投资主体的变化，迫

切需要改革当前工程造价的计算方法，迫切需要建筑产品的

定价模式按照市场规律进行改革。 为了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

，工程造价计价方法也不断进行改革，特别是伴随着 2002 年

新定额的颁布实施，我国工程造价计价方法发生了重大变化

，被呼吁多年的量价分离在新定额中展露风采，国际上通用

的工程量清单报价（Bill of quantities）被采用，可以说工程量

清单报价的实施，是我国工程造价计价方法与国际惯例接轨

的切入点，为合理的确定产品价格奠定了基础。但是工程量

清单报价在我国的应用仅仅是初始阶段，由于缺乏相应的配

套措施，缺少应用的经验，B.Q.报价还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



，与国际上通用的B.Q.计价方法存在着一定的距离。 1、我

国B.Q 计价与英式计价的差异 当前工程量清单计价与国际惯

例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工

程量计算规则不同 虽然各地在颁布新定额时都是采用实物法

编制的，但是由于各地定额的表现形式不同，所对应的工程

量计算规则也不同，而代表国际惯例主流的英联邦计价方式

，在计价时有统一的工程量计算规则，（如现在正在使用的

SMM7），业主在编制招标文件时，根据统一的 SMM7 中的

工程量计算规则编制，分项工程的划分、独立费用项目的划

分在不同的招标文件中表现形式完全相同，规范统一。而当

前的清单计价由于各地工程量计算规则不同，体现在招标文

件中，各地分项工程项目的划分、工程量的计算方法也不相

同，与英式计价的计算规则存在的更大的差异。 1.2计价基础

和计价依据不同 虽然新定额在颁布时，明确指出，清单报价

可以借助于地方定额，也可以利用企业定额进行报价，即采

用地方定额和企业定额的双轨制计价模式，但是由于长期以

来，我国的建筑企业习惯于利用地方定额进行报价，并且已

成为一种定势，建筑企业没有重视企业定额的建立、完善，

很多建筑企业没有自己的企业定额，因此，当前清单计价，

承包商以统一的地方定额进行报价者居多，采用企业定额报

价者少之又少。而传统的地方定额，是从许多典型的个性工

程资料中提炼总结出来的共性的很强的东西，主要体现不同

的承包商之间的共性特点，同时地方定额在编制时，是以社

会平均生产水平、平均的劳动、资源消耗水平编制的，以地

方定额所确定的施工生产成本实际上是社会平均生产成本，

平均生产成本与个体承包商的个体成本是不同的。而英式计



价采用的计价基础是企业定额，企业定额主要体现了不同的

承包商、不同项目的个性特点。英式计价的清单，项目单价

的组成，既体现了严格的、在国际上已经形成共识的游戏规

则这样一个共性，又体现了不同承包商的鲜明的个性，是共

性与个性的统一体。 1.3标高金的确定主体不同 在国际工程项

目中，承包商的报价与成本的差额称为标高金。在国内，报

价与成本的差额主要是管理费、利润和税金等部分。虽然名

称上存在着差异，但是从内涵上分析，标高金就是我们习惯

上所说的管理费、利润和税金。在英式计价中，标高金的确

定完全由承包商根据本企业的经营决策、经营目标、建筑市

场的竞争状况和各种风险因素综合确定的；而当前的 B.Q.计

价中，管理费、利润和税金都是由工程造价管理部门根据承

包商的资质等级、工程项目的特点综合确定的，虽然在新定

额中管理费率、利润率实行浮动费率，但是承包商在报价时

，不能超过或者低于规定数值的上限和下限。通过对比可知

，当前的清单计价与英式计价，标高金的确定主体不同，英

式计价标高金由承包商自主决定，而新定额清单计价是由造

价管理部门决定。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当前清单计价所确定

的建筑产品价格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政府管制下的价格，价

格未能完全体现建筑市场的供给与需求，建筑产品的价格仍

然不是供需平衡时的均衡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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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