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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施工企业的工程造价管理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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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施工企业管理和控制工程造价，主要的问题在于无法预测实际变况，总体指标和建筑方法迷茫，无法在工程中

全程适用，尤其是面临极端天气的情况下，施工企业容易手忙脚乱，无法在短时间内安排好工程保护措施，一定几率上使

现有的工程进度崩溃，导致企业因此直接面临巨额亏损。若企业没有科学的体制进行管理，那么运营难度会增大，目标更

加迷茫。因此本文对施工企业的工程造价管理和控制进行探讨，分析目前已有的问题，提出一些可行的措施，争取为施工

企业管理和控制工程造价提供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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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工程体量庞大，所以施工企业管理和控制工程

造价应从工程秩序着手，精心设计施工方案，研究自然条件，

用自然与人工结合的方式降低工程造价，帮助施工企业明确

资金流向，从而利用合理的措施管控工程造价。此外企业需

要完善制度体系，以制度体系为引，对企业内部的资金流动

进行管理，防止债款和存货等另类固定资产占比过高，减少

企业的流动资金，间接性增大工程造价。不仅如此，企业还

需充分利用周边环境，将地况条件化为售卖点，以增大收益

的方式管理和控制工程造价。

一、施工企业的工程造价管理和控制的含义

顾名思义，工程造价就是项目施工工程所需成本，因

此对工程造价进行管理和控制，可使工程资金流动更为合

理，也能使资金在工程中更具备专项性，不容易出现实际使

用资金与投入资金对不上账本的现象，有利于施工企业控制

成本，合理化成本资金，进而使每一笔资金都用在工程需要

的地方。因此施工企业的工程造价管理和控制本质在于企业

控制工程成本，调理资金的流动，增加工程的质量，促使企

业在市场中树立良好企业形象，刺激企业潜力增长，有利于

施工企业未来发展。

二、施工企业的工程造价管理和控制所需面临的问题

2.1 方法方向不完善，指令传达艰难

施工企业承接的项目体量庞大，所需时间极为长久，

即便时间跨度为一年也属于短期工程，因此企业在项目中需

要考虑大量因素，如材料成本、设备造价和地形地况对工程

成本的影响等，再将这些因素综合制定成一个方法决策应用

于整个工程流程中，这对企业而言时间跨度过长，考虑因素

过多，容易出现一种情况，施工企业对工程造价管理和控制

所使用的方法前期适用，而后期不再适配，甚至进一步加大

工程造价。因此企业在大量考察因素中难以找到正确方向，

更难根据正确方向做出正确的方法策略。所以实际情况中施

工企业对工程造价管理和控制的方法较为迷茫，不知如何寻

找突破口。

此外上层指令的传达也非一件易事，容易出现指令终

结和指令错误传递的情况。这是因为施工企业承接项目体量

庞大、工作维度高和所需员工多，却又缺乏合理的管控体系，

导致上层指令只能停留与上层空间，难以传达至基础空间，

即便将上层指令传达，也会由于跨度大等问题出现传达错误

的情况，又或者等上层指令实施时现实工程情况已经和上层

指令脱轨，上层指令不再适用。

2.2 施工企业管理目标不够明确

工程体量庞大，因此企业对工程的管理不可能面面俱

到，会存在一定的偏差，例如材料的管理问题。在企业的工

程仓库中存在一部分材料，价格高昂但保存难度大，天气转

变、仓库内水汽增加又或者其他情况都有一定几率使材料受

潮，导致材料的外表产生腐败，而材料内部的坚实度也不再

像之前一般充实，最后无法再达到工程的要求，只得闲置，

直接增加企业迭代材料的资金输出，导致企业体制运转的经

济压力增大，工程造价更加难以管控。

此外，施工企业管理目标包括资金管理目标，若资金

管理目标不够明确，导致流动资金转化为另类固定资产，沉

积于企业仓库内，迫使企业减少工程资金投入，降低工程预

期质量。如债款和存货问题，债款和存货是施工企业的主要

资金产项之一，其中债款是施工企业和个人、部门或者其他

企业之间的主要联系工具，用以单方面保证资金，而材料等

存货一般是企业在上一次项目中多余的物件，若不再下一次

工程中使用完这些积压材料，则这些材料会产生溃败，无法

继续使用。因此债款和存货对企业而言是另类的固定资产，

难以及时转换为流动资金。因此不合理管控债款和存货，会

导致企业的流动资金减少，注入工程的造价资金减少，不利

于施工企业在市场中树立良好企业形象，进而对企业未来发

展产生一定影响。

三、施工企业的工程造价管理和控制的有效对策

3.1 精心设计工程方案

工程方案是工程实施的前提，因此从工程方案着手，

利用工程方案的特性对工程造价管理和控制进行设计，有效

帮助企业管理和控制工程造价。例如，山地建筑工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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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此类工程方案需要对山体的坡度进行研究，若山地坡度较

缓，可在工程方案中将根基的建立设计为挖掘，利用挖掘机

等挖掘缓坡，平坦缓坡后再进行建筑施工，若山地缓坡较陡，

一般采取填充法，利用钢筋混凝土等在陡坡上建造平台，这

类设计方法相较于缓坡的设计方法，可以防止山体局部支撑

力不足而导致的滑坡问题，确保后续不会出现太大的售后安

全问题，避免企业面临重大经济损失。因此企业设计工程方

案应该尽量结合自然，在自然的基础上小幅度添加人工，可

有效降低工程造价，有利于施工企业管理和控制工程造价。

3.2 最大化工程功能价值

施工企业所制造的建筑，本质在于售卖，因此施工企

业制造建筑时需要注意建筑的售卖点。例如在地铁旁开发工

程需充分利用地铁的优势，建设一条道路直通地铁路口，优

化住户出行体验，使住户感受到施工企业的诚意，从心中认

可施工企业，更乐意花钱为施工企业买单。此外施工企业应

和 ofo 等便利企业商家建立联系，创建合作，在工程规划中

加上商家专属便利区，让企业商家的便利特点融入工程中，

优化建筑购买者的实际体验，刺激消费者的消费欲望，进一

步增大施工企业售出建筑的可能性。而施工企业管理和控制

工程成本只需在合理的范围内提高建筑的售价，增大施工企

业的实际盈利即可。因此施工企业管理和控制成本需要尽可

能的优化工程功能价值，增加建筑的实际使用便利性，让工

程的总体价值升高。

3.3 合理预防工程变况

施工企业工程造价预期与实际所需出入大的原因主要

在于工程变况。因此企业需要对实际变况、极端天气和恶劣

地质条件等做好预防，如用帐篷式的方法遮盖施工建筑，防

止暴雨冲刷未干涸的钢筋混凝土，进而防止钢筋混凝土大量

吸水，过度饱和最后失去粘合力而坍塌，避免施工企业前期

工程功亏一篑。若遇上特别极端的天气，如高强度地震、地

震和海啸等自然灾害，则需立即停止施工，遣散工人并与项

目对接方商量，延缓竣工期限，避免工程造价因施工真空期

而上升。

3.4 改变项目对接审查制度

项目对接审查制度主要用于竣工查收。对于企业而言

项目造价上升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项目对接方审查慢，竣

工结算周期长，流动资金长时间输出而得不到大量不足，导

致企业在运营方面亏空，五年面临亏损。因此需要对症下药，

更改项目对接审查制度。例如，以往的一工一结改变成 334

结算，当施工企业完成总工程的百分之三十时，项目对接方

进行审查，完成后支付总报酬的百分之三十，以此类推，当

企业完成中期的百分之三十工作量时项目对接方再度支付

百分之三十报酬，当企业完成最后百分之四十工作量时，对

接方支付最后百分之四十的公款。这样的项目对接审查制度

好处良多。首先施工企业不再是单一的资金输出，而是阶段

性资金回暖，有利于企业资金调配，防止流动资金不足，从

而避免债款和存货等另类固定资产的占比亏损，间接性管理

和控制工程造价，也不用担心项目对接方赖账导致企业没有

流动资金，无奈陷入宕机的问题。而对项目对接方而言好处

同样良多，若施工企业前期百分之三十质量完成指标未达到

预期，项目对接方可随时停止合作，寻找下一个施工企业进

行施工。此外 334 结算法可合理疏通项目对接方的审核压力，

随时跟进工程，而非以往那般一次性审核整套工程，因此改

变项目对接审查制度对施工合同双方都好处良多，应加以推

行。

四、结束语

施工企业管理和控制工程造价需要充分注意工程设计

问题，尽量结合自然条件，以自然条件为基础、人工改造为

辅助的方式协调工程设计，降低工程造价，同时利用地铁

等卖点，增大建筑的总体价值，从而增大建筑的售价，以

平衡方式加大企业的收益，进而对工程造价进行管理和控

制。此外企业需注意和对接方的竣工结算方式，尽量采取

分批结算的方式保证企业不会面临庞大的资金压力，能在

资金输出的同时获得资金回暖，这有利于企业对工程造价

进行管理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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