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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建筑工程项目施工成本控制与管理措施

卢  金

惠州市汤普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省  惠州市  516000

摘  要：当前，我国的建筑业继续快速发展，建设项目日趋繁荣。但是，相应的项目管理技术发展得非常缓慢。资源消耗成

本高、利润低，市场优势强的企业主导着高端建筑市场，而许多技术含量较低、管理广泛和劳动力密集的中小企业不断被挤

出市场。但实际上，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现阶段的中小型建筑企业数量已达到总数的85％，甚至完成了约75％的建

设项目。面对国内外市场如此激烈的竞争，成本管理在建设项目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它可以确定建筑公司的未来发展方

向，并且是商业成功不可或缺的标志。因此，如何改善建设项目的生产计划、降低成本是解决施工项目难题的核心要点。

关键词：施工成本、建筑工程、管理措施

我国施工项目成本控制工作起步较晚，加上现如今仍有

诸多建筑公司对成本控制的概念感到困惑，显然没有对其给

予足够的重视。导致成本控制在成本阶段、施工阶段都未得

到贯彻落实，成本管理的效率大大降低[1]。成本管理不仅能

帮助企业把有限资源达到最高利用率，还可以对项目进度进

行宏观把控。通过这些举措，可以降低施工项目的成本，并

为其提供强大的市场竞争优势[2]。作为建筑行业的代表，尽

管已经派研究人员进行了许多探索和改进成本管理的尝试，

但仍然存在许多挑战。

1  项目案例

成本管理的概念形成于中国改革开放后，该公司二十

多年的经营管理中不断应用该方法，为公司的经营管理提供

了一定的基础[3]。但目前为止，成本管理在该公司一定层面

上只是流于形式，大多数管理人员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也无法发挥相应的作用。许多人甚至认为成本管理是成本和

财务部门的责任，觉得它只是一种业务活动，因此降低了成

本管理在所有员工工作中的权威性。某项目于2020年3月开

始按预定计划进行施工，但在为时不到两个月内材料浪费严

重、工程进度缓慢等现象陆续出现，只好先停工整治。正如

表1所示，材料费7110万元、人工费1326万元、间接费用930

万元相较预算成本均出现成本超支的问题。材料费和人工费

的超支率甚至达到了7.17%和4.08%。导致这一情况出现的

原因是工程施工前预算工作缺少准确性，施工现场各工程沟

通不够深入，未能根据成本控制目标来进行全面管控，特别

是材料管理不到位，使得材料管理成本增加。除此之外，成

本控制责任未得到全面与细致化落实，成本控制不科学，出

现人工费用超支情况，而且施工预算与施工方案制定未进行

多元考虑，忽略间接费用，导致成本核算出现问题，资金周

转困难。根据表2中列出的各个工程的预算和实际成本的比

较，其中增长幅度最大的钢筋工程，实际的材料成本和人工

成本分别比预算费用高出370万元和42.5万元。砌筑工程和给

排水工程的材料费用也分别增长了56万元和98万元。钢筋工

程各种成本要素不仅超出预算，而且相应的施工进度也未达

到预期的工作量，其他工程项目的偏差虽然较小，但控制相

对较差。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有必要仔细分析是否存在工人

消极怠工、工作效率低下的现象，并采取相应的纠偏措施，

以确保成本恢复正常。

表1  项目成本和实际成本对比表单位：万元

成本类别 成本成本 实际成本 节超金额 节超率

材料费 6600 7110 510 7.17%

人工费 1260 1326 66 4.08%

间接费用 900 930 30 3.23%

表2  成本费用成本价格和实际价格对比表单位：万元

材料费 材料费 人工费 人工费

成本 实际 成本 实际

砌筑工程 1176 1232 294 316

混凝土工
程

846.88 833 227.2 215

钢筋工程 3200 3570 466.5 509

给排水工
程

778 876 173 188

装修工程 599.12 599 99.3 98

2  建筑工程项目施工成本控制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2.1  工程施工预算工作未得到重视

首先，在我国传统成本控制体系影响下，我国许多建筑

工程施工单位目前没有全面的成本管理机构[4]。因此，对于

预算工作未能做到足够重视，忽略了工程施工前的预算工作

是成本管理全过程当中的基础环节。特别是部分建筑工程施

工单位对施工预算没有进一步了解，将其与施工预算概念有

所混淆，从而借助施工图预算经验来进行后续成本管理，导

致管理依据出现问题。部分工程还可能出现没有预算情况，

导致成本控制目标不明确。其次，项目成本管控工作人员没

有带着全局意识对成本控制因素进行全面考虑，也未能秉承

成本管理与控制的科学原则来完成科学管控，导致工程预算

工作缺少准确性与全面性。在实际施工中，项目的结构和操

作工作由专门负责人员进行管理，施工单位必须谨遵施工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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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完成各阶段施工。但部分工程施工成本管控力度不足，出

现突发成本情况并未能得到及时解决，特别工程施工团队素

质水平不高，管理难度增加，同时工作效率不能有效提升，

所花费的成本将出现持续上涨情况[5]。

2.2  成本管理体制不够完善

由于建筑工程的建造时间长，并且在建筑材料和建筑

设备上需要大量的资金，因此建筑过程容易受到施工成本的

影响，必须在完善的成本管理体制下才能保证各类成本控制

具有一定可行性与合理性。而成本控制问题表现为以下两

点：第一，缺乏合理的成本，从而使整个项目不良发展。部

分建筑施工单位在初步成本中没有进行足够的市场研究，导

致无法确定具体的采购实施意见，暴露出成本控制不规范的

问题；第二，成本控制体制有待完善，部分相应规范没有得

到全面性落实。部分建筑施工单位只为应对暂时形势，所以

未对成本控制与管理执行力做到加大，从而不利于成本管控

效果的不断增强。虽然部分建筑施工单位加强了对建材成本

的控制，以达到预期目的。但后期逐渐暴露出成本与质量不

相匹配的问题，采购人员以较低的价格或较次的质量购买材

料。这说明了成本管理体制不断完善对于项目工程施工的重

要程度[6]。

2.3  缺乏全过程成本控制

成本控制应贯穿于整个建筑工程项目施工的各环节当

中，才能保证项目成本控制与实际施工需求相契合，让成本

得到科学与合理控制，将施工单位所应获得的经济效益扩大

化。但部分建筑施工单位未能带着前瞻性思维对全过程成本

控制进行大力开展，未能明确施工项目成本控制总体流程。

一是建筑施工单位只重视材料成本控制，而不考虑全过程控

制，不利于工程实体与职能部门之间的深入沟通，没有根据

计划成本、成本过程控制对核算纠偏，同时成本控制关键要

素未能做到准确把握。二是部分施工单位还将成本控制重点

放在事前阶段，但是在实施阶段没有进行科学成本控制，合

同管理思路不够清晰，合同履行管理存在问题，特别是前期

签订合同与后期终结控制不到位。三是对于工程变更而言，

具有一定必然性，施工单位应做好成本控制，才能避免盲目

投资资金，特别是对隐蔽工程量计算不够准确。四是竣工阶

段的成本控制有所忽视，资源浪费情况严重，影响成本控制

最终效果。

2.4  材料管理制度不规范

近年来，建筑行业的商业化使建筑市场蓬勃发展，但同

时也引起了市场管理混乱和材料价格不可控制的上涨现象。

以现代建设项目为例，材料成本几乎达到项目成本的60％至

70％，所以材料成本是项目成本的核心。建筑施工单位的问

题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第一，现场施工人员常常在未经过

审批的情况下，随意领用材料；第二，缺乏合理有效的管理

模式。价格控制对于有效控制项目成本以及提高投资回报至

关重要[8]。而建筑施工单位缺乏合理有效的管理模式来规范

和约束施工人员，出现采购量与实际需求量不符的情况，这

正是材料的浪费，也将增加材料管理成本。

3  建筑工程项目施工成本控制与管理的优化措施

3.1  完善企业内部成本管理体系

管理系统的构建和完善，其具体的实现需要各个环节

的共同协调和员工共同努力，以实现构建系统的目标。应对

措施有以下两点：第一，为公司总部和项目部门建立两级成

本机构，根据合并高级管理人员和主管的原则，负责管理公

司的项目成本，并为总体成本提供组织保障[9]；第二，有必

要制定和执行成本管理规则，以明确公司管理中各个业务部

门和项目部门的角色和责任，并执行成本编制要求和程序。

同时，为了保证成本管理的实施，有必要建立健全科学、合

理的成本执行情况评价体系和奖励、制裁明确的激励机制。

同时，可以从专业的角度出发，优化相应工作人员的能力素

质。各级管理人员整体素质的不断提高也是确保实现目标的

重要支点。

3.2  完善采购制度，加强原材料成本控制

在建设项目的建设过程中，原材料的成本通常约为项目

总成本的60-70％。因此，材料的采购对于项目管理和成本

控制是非常重要的。有必要控制原材料的成本，并基于数量

和价格的分离来不断改善供应系统[10]。可以使用以下方法来

控制原材料成本：第一，根据制造过程中原材料的损耗程度

和消耗量建立配额需求系统。需要掌握市场上原材料的实际

价格，以便在保证原材料质量的基础上购买优质的原材料，

有效降低原材料成本；第二，选择使用科学合理的运输方

式。这需要对要运输的物料的数量制定有个清晰的计划，并

尝试选择最经济的运输方式以降低运输成本；第三，可以通

过招投标的形式，根据各方投标和转售等因素，与优质原材

料供应商建立长期稳定的长期合作关系。

3.3  强化成本分析与考核

项目部门是公司整体成本管理的主要执行级别，针对

企业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第一，确定项目成本后，

应从不同职位和专职人员的水平上逐级细分成本指标，并

采用相应的奖励和制裁措施来追究责任。项目成本分析是

揭露项目成本和原因变化的过程，可以为成本核算提供

基础，还可以显示未来的成本方向和指标；第二，在评估

过程中和评估后进行成本控制，并采取降低成本意识的措

施，以便可以建立完整的成本执行系统。缺乏科学的会计

方法会导致更高的成本，在建设项目管理中，价格管理是

非常重要的内容；第三，完善总体成本管理绩效考核体

系，构建多维综合性全面成本信息管理平台。通过该信息

平台，每位员工可以明确其工作职责，并鼓励员工对不合

理的评估指标提出异议。各级执行部门应当定期召开月度

和季度成本分析会议，研究成本执行中遇到的困难。及时

分析成本差异的原因，实现分级管理，并在典型案例领域

中发展最佳的施工管理经验，并将其纳入绩效员工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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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充分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3.4  强化对于项目资金的管理控制

针对企业项目资金使用不合理的情况，提出以下两点建

议：第一，建设项目一经批准，项目管理单位即可起草项目

报告，同时将项目资金成本向有关财务部门申报。此时，将

项目资金用作付款的基础，并在将项目建设交与审计和财务

部门之前存放开发合同和相关协议。在此过程中，项目管理

部应每月向财政基金报告要支付的开发费用， 以及向财务部

门报告月度执行计划；第二，建设部门和财务部门需严格控

制各种费用的支付。如需付款，工程管理人员应提供有关项

目进度和质量检查报告相符的文件，最后根据审计工作量和

成本结果向相关负责人报告并进行审查，才能付款。

结束语：

追求利润最大化是每个企业的最终目标，发挥成本管理

的重要性是确保实现此目标，以便可以为经营、投资管理等

方面做出正确的决策。但是我国目前在成本方面受到各种因

素的制约，成本管理的发展非常缓慢。但由于其日益得到人

们的关注，我国政府及各部门也通过多渠道完善了成本管理

的理论和方法，相信我国未来成本管理会计在企业经营中的

作用将会十分明显。建筑企业应树立长远意识，构建科学的

成本管理制度体系，正视自身在管理会计方面存在的不足，

努力改进。本文对建筑企业成本管理进行了分析，发现了该

公司的成本管理应用中存在着很多问题：成本管理组织体

系薄弱；原材料成本控制体制不完善；缺乏有效的监督和考

核；调度的不合理及材料使用的不充分。同时根据探究的结

果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和建议：完善企业内部成本管理体系；

完善采购制度，加强原材料成本控制；强化成本分析与考

核；强化对于项目资金的管理控制。

参考文献：

[1]邱党练.建筑施工企业项目成本管理优化路径探索[J].

中国科技投资,2021(10):137-138.

[2]孙良志.考虑成本控制的建筑项目施工管理体系构建[J].

建筑与预算,2021(1):26-28.

[3]陈婷婷.基于项目成本视角的建筑施工企业税务管理

探究[J].中国经贸导刊,2020(29):126-127.

[4]柳强.建筑工程项目施工阶段成本控制问题及对策研

究[J].价值工程,2020,39(11):119-120.

[5]尚柯宇.建筑工程造价与施工项目成本的控制管理探

讨[J].建材与装饰,2020(4):213-214.

[6]张艳玲.施工企业建筑工程项目成本控制的具体措施[J].

建材与装饰,2020(19):116-117.

[7]柳樾.成本核算在建筑施工企业工程项目管理中的重

要性分析[J].财经界,2020(9):82-84.

[8]周红英.建筑工程造价控制中施工项目成本的核算研

究[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20(36):100-101.

[9]陈慧.建筑施工企业工程项目成本管理的问题与对策

研究[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19(11):149-150.

[10]包刚宁.建筑施工企业工程项目质量成本管控方法的

探索[J].江西建材,2019(12):237,239,241.

通讯作者：卢金，男，汉族，1987年3月，福建省厦门

市，本科，惠州市汤普实业有限公司，项目经理，中级工程

师/中级经济师，研究方向：建筑工程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