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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高速增长和国家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影响下，我国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额每年都以30%左右速度增长，2002年已达4.3万

亿元，其中建安工作量完成2.6万亿。为了加强工程造价的管

理，当前工程造价管理工作改革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开展工作

，一是提高国有投资工程经济效益，合理确定和有效控制工

程造价；二是按照市场形成工程造价的目标对建设工程发包

与承包计价进行改革，通过推行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工程量清

单计价，逐步完善招标投标竞争定价机制；三是加强招标投

标、施工合同、工程结算中工程造价计价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规范建设市场经济秩序。按照上述工作目标，在开展工程

造价管理体制等各项改革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关键

词： 工程造价 造价管理 一、传统的计价依据和计价方法不适

应工程造价控制和招 标投标竞争定价的需要。工程造价计价

依据包括建设项目投资估算指标、概算定额、预算定额以及

相应编制办法等，在为建设项目投资决策服务的投资估算指

标和概算定额中，由于将许多影响工程造价的因素固化，由

于不利于调整使用，且编制周期过长和管理手段和管理方法

的落后，使得这些指标定额难以准确的反映工程造价实际变

化，加上由于我国投资体制管理中存在着部门或地方经济利

益的驱使，建设单位不按照工程造价管理的规律制定投资计

划，盲目决策上项目以及部分建设项目法人工程造价管理水

平不高等原因，造成相当多的建设项目工程造价控制中出现



估算超概算、概算超预算、结算超预算，即“三超”现象。 

在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阶段，预算定额加取费在计划经

济时期一直作为建设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的主要形式。

随着我国建设工程招标投标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建设工程通

过招标投标已成为形成工程造价的主要形式，在预算定额改

革中，虽然已经实行了定额中的量价分离，但现行预算定额

中的消耗量和有关措施性费用仍是按照社会平均水平编制的

，按照招投标竞争定价的原则，企业按照定额的报价不能反

映其实际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造成了企业只是在按定额

计算成本低水平上竞争的现象，特别是在标底按照定额编制

并作为评标中标的主要依据情况下，企业为了中标采取不规

范或违法的行为去摸标底，以致于造成招标投标中腐败行为

的产生。 二、建设工程发包承包中工程造价计价不规范。 工

程造价是工程建设管理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建设市场运行

中涉及有关各方经济利益的焦点。长期以来，由于预算定额

编制周期过长，定额水平不能及时和准确反映市场价格变动

以及计价方法的改革滞后，不利于业主合理确定工程造价，

给业主在招标投标中盲目的压级压价和施工单位在结算中高

估冒算、或发承包双方结算中弄虚作假留下了空间。这些问

题虽然出现在招标投标过程中，但由此引发的工程合同纠纷

，工程结算困难，在建设工程发包人与承包人缺乏必要的信

用保证体系情况下，造成了大量建设单位欠施工单位工程款

，施工承包单位欠分包单位款和农民工工资的现象。 三、工

程造价管理体制受行政管理分工的限制，致使工程造价管理

的整体效力不高。工程造价管理涉及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

设计、施工招标投标、合同签定等各方面，受计划经济体制



的影响，我国现行工程造价管理体制的现状是建设前期的造

价管理属于发展改革部门，工程实施阶段的造价管理属于建

设行政管理部门，除此还涉及财政、审计等部门。部门与部

门之间，部门内部之间涉及工程造价的制度和措施缺乏有机

的联系和相互协调机制，工程造价的分割管理，铁路警察各

管一段的管理体制，使工程造价管理的整体效力难以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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