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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工程造价鉴定的难点及解决方法 

张学琴 

瑞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摘  要：工程造价司法鉴定，是鉴定人员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尽量中性、客观，只叙述事实，不作猜测，语言要简洁清晰，不带有任何

倾向性，运用规范和通则以及工作中经验帮助主办法官进行测算、确定、确认与工程有关的造价、费用等，向委托单位提供相关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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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造价是建设市场的重要内容，贯穿建设、生产、固定资产

投资全过程，关系基础设施建设及国计民生，关系各方建设主体的

经济利益，因此，不可避免会发生纠纷。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每年

处理大量与工程造价有关的建设工程纠纷案件，因工造价的单-性、

动态性、专业性和大额性，使得建设工程造价纠纷引发的案件成了

人民法院、仲裁机构的“疑难杂症”。开展工程造价鉴定工作，出

具客观公正的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提供专业的鉴定意见，可以帮

助人民法院、仲裁机构查清案件事实，是构建法治国家、和谐社会

不可或缺的专业咨询活动，有助于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化解市场

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一、造价鉴定常用的鉴定程序 

司法鉴定的委托→受理→与主办法官进行沟通→向委托单位

提交工程造价司法鉴定送鉴资料目录→主办法官对当事人提交的

鉴定资料进行法定质证→由委托单位向鉴定机构提交质证笔录并

转交鉴定资料→鉴定机构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确定鉴定组成员→鉴

定组成员对所有资料分析及鉴定方法的确定→进行现场验并做好

工程造价司法鉴定现场勘验记录→根据鉴定资料及现场勘验情况

进行工程量及工程造价计算→出具征求意见稿→当事人向委托单

位提交书面反馈意见→由委托单位向鉴定机构转交书面反馈意见

→鉴定人员对反馈意见进行分析并对涉及的内容进行核实，确需修

正的必须进行调整，对所有反馈意见于以答复→出具“工程造价司

法鉴定意见书”并提交委托单位→鉴定人员出庭作证→对所有成果

文件及过程文件进行归档。 

二、编制鉴定项目实施方案 

1、鉴定方案在整个鉴定过程中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在收到

法院的委托书、鉴定材料后，要认真研究分析，熟悉鉴定要求，了

解整个项目的基本情况以及原、被告争议的焦点，并且编制鉴定方

案，如果案情复杂还很有必要及时向法院汇报鉴定方案，以保证方

案的合理性、客观性。 

2、制订鉴定方案应根据涉案工程的类型、规模及鉴定要求，

合理配备相应专业技术人员，鉴定方案要结合案涉工程实际情况制

定，并根据鉴定过程进展进行正对性的调整。方案内容包括鉴定范

围、鉴定依据、应用标准、调查内容、双方争议的焦点、造价鉴定

难点等。如因内容不明确资料较多，很多内容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双

方争议较大，无和解与妥协意向，因此该工程可划分为确定工程和

无法确定工程。 

3、鉴定人对调查了解的与鉴定项目相关的情况应及时制作询

问笔录，提请所有当事人提出书面意见或签字确认，作为鉴定依据。

当核对到一定程度，如有必要应提请委托人同意并组织现场勘验，

对于核对中双方争议较大且能通过勘验解决的问题，勘验时作为重

点部位，如实记录现场情况。 

4、出具征求意见稿时应谨慎，在没有补充新证据的情况下，

正式意见尽量不做大的调整。收到当事人书面异议后，应逐条进行

核实，确保出具正式意见的准确性。 

5、鉴定人出庭前应做好准备工作，尤其是鉴定过程中双方的

争议焦点，在庭上会再次提出，做好充分准备如何回复。对于与鉴

定事项无关的问题，可经委托人允许，不予回答。 

6、过程中建立鉴定工作流程信息表。 

三、现场勘验的主要内容 

1、对案件勘验基本事实的确认，如承包人与分包人之间的工

作交接面、质量问题的存在事实等，有必要的情况下，可以拍摄照

片、录像等作为笔录的附件，也可以手工制作示意图以说明问题； 

2、双方协商确认的事项，如对装饰装修工程中部分材料价格

的确认： 

3、对案件鉴定思路、鉴定方法、计算过程等双方达成一致意

见的事项，如双方同意就涉案工程造价鉴定，采用支解的方法从简

单到复杂，分为地基与基础、土建、安装及附属三个阶段进行，对

材料调差的区间、放坡系数、人工费调整的界线等进行确认； 

4、双方对案件事实各自保留的争议；部分问题的澄清与解决

情况：如挖机、塔吊、施工电梯的台数；部分现场测量、检测的数

据收集情况；进一步分配的举证责任和下一步工作任务； 

5、现场勘验笔录应由法官及书记员、当事人及授权代表、鉴

定人代表等签字确认。当事人对现场勘验笔录存在异议的，可以签

字并保留异议。如果当事人拒绝签字，也不影响现场勘验笔录的证

据效力。 

四、典型案件处理技巧 

1、案件介绍：某科技大厦，合同方式为固定总价合同，项目

转让后，发包方对本涉案项目外装方案进行了变更，同时签订了变



建筑施工与发展(18)2022，4 

ISSN: 2705-1269 

      116 

更补充协议，变更后的外装包干价为 3520 万元。由于支付与各种

原因造成停工并起诉，对已完工程与停工误工损失进行鉴定。 

2、案件难点：由于双方当事人对承包方实际完成工作面未签

订确认单，对承包方实际完成工作界面的确认是本案工程造价鉴定

的难点；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变更后外装报价明细，对外装工程的

造价鉴定也是本案的难点；由于停工误工损失费、电费、机械设备

损失费鉴定依据资料不完善，对此部分补偿费用的鉴定也是本案鉴

定的难点。 

3、案例的亮点：外装工程价款和现场采购材料价格的确定原

则与方法，由于本案例外装工程变更后双方当事人对变更后的总价

认可，但并未形成新的外装报价清单，对于已完外装工程价款的鉴

定，本案例采取了按照当地计价标准依据外装变更根据外装变更后

施工图纸风别对已完工程造价和全部工程造价进行造价鉴定，按照

同一计价标准计算出已完工程占全部工程造价的比例，再根据双方

当事人确认的外装合同总价鉴定出承包方外装工程已完的工程造

价。在对外装工程现场预留材料造价进行鉴定时，双方当事人均认

可承包方外装材料已全部采购完毕，并运至施工现场，鉴定人一句

已完外装工程造价和全部外装工程造价中的材料数量差异对现场

外装预留材料进行造价鉴定，材料价格依据投标文件与合同约定的

材料价格计取，在此基础上计算出外装工程现场预留材料造价。 

4、值得借鉴的亮点方法： 

（1）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承包方外装材料已全部采购完毕，按

未完工程所包含的材料计算现场预留材料造价也是一种很不错的

方法 

（2）经过招标形成的合同价款，鉴定已完工程造价采用工程

造价完成率进行鉴定也是一种很不错的方法（已完工程实际造价=

合同价款*按同一标准计算出的已完工程造价/按同一标准计算出全

部工程造价） 

（3）由于停工误工损失费、电费、机械设备损失费鉴定依据

资料不完善。依据施工合同“停止施工超过 56 天，发包人仍不按

合同进行支付工程款，承包人有权解除合同，本项目未见到以上的

资料，本项目停工的人工损失费按看护人员按全程实际看护人员的

费用行进计取，实际现场管理人员的费用按规则计算计入不确定

项，由法院裁决；对 56 天之内的电费、机械设备损失费考虑设备

停用降效计算费用计入造价鉴定值内，对于 56 天之外的施工电梯

停置补偿费计入不确定项，由法院裁决；此方法也是一种很不错的

方法。 

（4）对该工程造价司法鉴定的实施方案进行确定，该实施方

案详细闸述了该项目的鉴定方法以及鉴定方法的优缺点，随后鉴定

公司将工程造价鉴定实施方案提交给法院，并由主办法官对双方当

事人进行了质证，双方均同意外装工程按工程造价完成率法进行计

算。所以在出庭时此问题时，鉴定公司司法鉴定人员根据本工程鉴

定依据“工程造价司法鉴定实施方案”进行解答。对于难度较大的

项目，此类方法也是值得推广。 

五、造价鉴定的技术方法 

1、鉴定范围的确定：按照司法鉴定委托书委托内容要求，对

原告已实际施工完成工程的造价进行鉴定；对原告退场遗留的工程

质量问题签证，被告另行委托其他施工单位修复的工程造价进行鉴

定。 

2、已完工程界面的确定：因本项目已完工程界面的确定是鉴

定的难点，为减少争议界面，鉴定人按照鉴定方案采取以下几种技

术方法确定界面。 

（1）根据解除合同后退场盘点清单确定的已完工程确定界面。 

（2）结合现场勘验记录确定施工界面。 

（3）结合鉴定证据中各支付期施工进度结算书的已完工程量

和工程形象进度统计表确定施工界面。 

（4）对于-一些已完工程的界面涉及单个构件的中间节点，如

某个梁、板的局部或某个墙面装饰的局部情况，鉴定人结合施工记

录及施工期间的现场照片、录像等辅助资料确定构件或墙面完成比

例的方法确定施工界面。 

3、多份鉴定证据前后不一致，与合同约定歧义处理问题：案

涉工程存在多份鉴定证据资料前后不一致的情况，鉴定意见以 后

日期资料为准；若不同资料与合同约定存在歧义，按合同解释顺序

效力确定。 

4、鉴定证据签字手续不同情况的处理问题：案涉工程证据资

料签字盖章手续完整齐全的计人确定性意见，其他不完善部分区分

不同情况列人选择性意见，由法院根据补证资料结合庭审实际情况

确定。 

5、工程技术问题与法律问题相互关联 

（1）工程施工过程中，材料在建设项目的成本中占有较大比

例，对承包人的施工成本影响较大，为降低承包人的风险，一般在

合同中均会约定承包人在材料价格波动时承担的风险范围，超过部

分由发包人承担。发包、承包双方在处理施工过程中物价变化导致

的合同价款调整问题上各抒己见，不能达成统一意见。 

（2）合同对材料调差约定条款前后矛盾，鉴定机构计算出涉

及材料调差费用金额， 后由双方举证，法院来判决。 

6、关于对工期延误责任的归属 

（1）在工程施工过程中，由于很多不稳定因素的影响，包括

社会条件、人为条件、自然条件和管理水平等，工期滞后发生的原

因是多方面的，各方应承担己方责任，并补偿对方相应损失。 

（2）对于案件，因发包、承包双方对合同理解不一一致，影

响中间计量和工程款支付，造成施工工期延误，导致材料涨价而增

加工程造价，工期延误和增加的工程造价应由责任方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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