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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目前，建筑工程项目的数量越来越多，为了使建筑

工程项目获得更大的利润空间，进而使施工企业得到更

好的发展，作为建筑工程项目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工程

造价预结算审核工作越来越得到企业经营者的重视。工

程造价预算及结算能够统筹管理项目运行过程中的每项

环节的造价，施工造价管理能够使工程项目的整体收益

得到提高，做好建筑工程造价预算结算和施工造价管理

工作，确保项目收益最大化。

1　建筑工程造价预结算审核的重要性

1.1 有助于有效监管造价管理

对工程造价预结算的审核工作主要是对工程预结算

相关数据表格进行重点查验，确保相关数据没有差错，

同时也能够为后期的工程建设指明方向，为整个建筑工

程项目造价控制工作的顺利开展创造有利条件。合理的

工程造价预结算审核制度，能够很好地控制项目资金的

分配以及每项资金的支出，达到节源开流的目的。在实

际实施过程中，需要先根据预算制度要求对具体的工程

施工环节进行监督，再根据结算的制度要求对项目费用

进行审核，并根据发现的问题进行具体的调整，确保能

够有效控制项目造价 [1]。

1.2 有助于实现对施工工程造价管理的有效监督

由于建筑施工项目的施工环节比较复杂，如果存在

监管漏洞，就会出现管理人员虚报项目费用以及施工中

偷工减料的现象，而建筑工程造价预结算审核工作能够

很好地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不但可以使预结算结果更

准确，从而更好地进行造价控制，还可以提高建筑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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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利润空间。要想使建筑项目工程造价预结算的工

作更好地完成，就要加大对建筑项目施工全程进行监督

的力度，其中最主要的三个关键点包括：第一点，要以

项目的实际需要为出发点，建立更加完善的预结算的制

度。第二点，要合理应用预算体系对建筑施工项目中的

价格环节进行详细的可行性分析，进而准确把握详细数

据，并根据预估的项目资金额度对施工项目的实际需求

进行合理的分配，使项目造价得到有效的管控。第三点，

要应用预结算体系，严格审查建筑施工项目中所涉及的

全部资金花费，对审查过程中发现的资金问题进行及时

纠正，确保建筑工程项目造价管理得到有效的监督 [2]。

2　建筑工程预结算阶段造价审核内容及存在问题

2.1 施工造价管理意识较为薄弱

对于建筑施工项目的造价管理意识，部分管理者还

有待加强，还没有能够形成比较科学合理的造价管理模

式，在日常的管理工作中，也没有能够很好地完成造价

管理工作，会频繁出现一些管理问题，比如管理者或参

与人员没能对成本管理工作形成有效的创新，甚至对造

价管理工作缺乏足够的重视，这些问题都严重影响了日

常施工造价管理工作的有效进行。

2.2 结算审核缺乏规范性

结算审核是影响建筑工程造价管理质量的关键性因

素，但现有的一些结算审核方案在创新构建的过程中，

对于施工合同及招标文件的分析应用存在不足，缺乏对

审查工作目标的精准识别，导致影响审查工作质量的各

方面因素无法明确，难以保证对施工单位报送的各类资

料进行价值识别，无法为结算审核工作的调整创新提供

精准支持。部分结算审核工作在探索实施路径的过程中，

缺乏对审核资料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关注，未能实现对工

程量的精准分析判断，导致工程量计算相关工作的重要

性难以得到明确，也使得结算审核的相关举措无法具备

足够的精准性。一些结算审核工作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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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对图纸项目构成情况的考察，导致预结算审核工作

的实施无法在材料供给数量明确的基础上，实现对结算

审核侧重点的有效把握，难以在工程变更的情况下满足

审核工作内容的调整需求 [3]。

2.3 工程量清单审核方法缺乏有效创新

部分预结算审核方法在探索改进的过程中，对于工

程量清单的应用情况的关注度较低，缺乏对工程量清单

审核相关措施价值的总结，导致工程量清单无法在明确

计价规范的基础上，实现计价管理原则的创新调整，也

使得预结算审核方案的构建无法为工程量清单的合理应

用提供支持。一些工程量清单审核方法在设计过程中，

缺乏对施工图纸价值的关注，未能根据施工现场的情况

制定预结算审核的具体策略，导致工程量的计算工作无

法与招标文件保持一致，难以为预结算审核方法的改进

提供经验支持。一些工程量清单审核方法的设计缺乏对

市场实际情况的研究，未能实现对市场竞争相关需求的

总结，从而难以明确影响工程质量的各方面因素，也使

得预结算审核方法的创新无法获得高水平支持。一些工

程量清单的审核工作对于定额与费率的相关状况研究考

察存在不足，未能针对市场信息进行精准调研，导致各

类材料与部件的使用价值无法得到明确，难以在有效参考

市场价格的基础上满足工程量清单审核工作的改革需要。

3　建筑工程造价预结算审核工作的改进策略

3.1 运用全面审核法分析

全面审核的方法在进行分析运用的时候是整体审核

的过程当中，顾名思义，是对于项目的整个工程去进行

整体的审核工作，并且在进行审核工作的同时，是根据

整体工程的项目图纸以及合同的文件、招标信息等等去

进行开展的工作，在进行审核工作之后，会对于工程的

总量去计算得出整体工程再进行建设的时候整体的费用

是怎样的，之后再去对于这些费用进行全面化的审核工

作。编制施工的图纸在审核的过程当中也是会进行预结

算工作的，并且预算的方式是和全面审核的方法保持着

高调一致；但是全面审核的方法是有着特定的范围去使

用的，主要表现在了工程量少以及维修的项目较少，而

且大多数是在建筑工程的项目施工当中去进行的预结算

审核工作。

3.2 提高结算审核工作的规范性

在探索结算审核工作的具体实施方案过程中，需要

加强对结算审核过程的重视，尤其要对影响工程结算效

果的文件与合同进行有效应用，科学设定预结算审核工

作的侧重点，并保证可以在明确审核工作主要对象的基

础上提升预结算审核工作的运行规范性。结算审核工作

的实施需要根据建筑工程的实际情况，制订施工单位报

送材料的具体审核方案，尤其要对影响审计结论完整性

的各方面因素进行总结，使工程量费用的计算方案得以

进行相应的调整，并保证结算审核工作可以有效提升建

筑工程资源配置的精准性。在制订预结算审核的具体策

略过程中，要加强对图纸的关注与分析，尤其要对各类

材料的实际领取情况进行总结，使建筑工程在发生变更

的情况下，可以实现预结算审核方法的调整创新 [4]。

3.3 提高预结算团队成员专业技能培育

在制订预结算团队成员技能培育的具体方案过程中，

一定要严格按照建筑工程的建设与发展需要，制订预结

算审核工作的具体实施方案，尤其要对预结算团队成员

当前的职业素养建设情况进行精准掌握，以便可以在明

确预结算审核工作质量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提高预结算

审计技能培育的有效性，为预结算审核工作的进一步调

整与创新提供支持。要加强对建筑工程团队经济效益影

响因素的总结分析，并对预结算审核相关工作给经济效

益带来的具体影响加以总结，以便能够在明确预结算审

计人员职业素养需求的情况下，提高培训工作的技能占

比，使预结算管理团队的组织工作方案得到进一步改良。

要加强对工程变更单价构成情况的考察研究，尤其要在

制定预结算团队技能培训策略的过程中，加强对工程变

更相关影响的考察，以便能够在材料市场价值等信息得

到充分明确的基础上，有效适应工程变更类型的控制需

要，以此提高预结算团队成员的经验积累水平。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当前我国的建筑工程的数量以及规

模的不断扩大，建筑工程造价预结算审核工作非常重要，

它要求审核人员提高对审核工作的重视程度，明确造价

预结算审核要点，分清主次，保利进行。在工程项目当

中的工程造价预结算证建筑工程造价控制的有效性，确

保工程施工顺工作也凸显的越来越重要，并且相关的业

内人士也提高了关注度，所以，在进行展开预结算的审

核工作时，就一定要去牢牢的记住整体工作的重点，才

能够更好的提升工作的质量以及预结算工作人员的整体

素质，保证了我国建筑行业当中的预结算审核工作可以

更加具有科学严谨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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