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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造价管理是建筑工程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但是

目前从工程造价管理的实际情况来看，诸多困境影响着建

筑工程造价管理的效果与质量，从而也威胁着建筑工程企

业的发展，很多建筑企业因工程造价管理问题出现了资金

上的危机，随时面临着倒闭的威胁。为此，强化工程造价管

理十分重要，建筑企业必须结合自身的发展需要与市场经

济环境建立完善的管理体系，从而减少风险的影响以及造

成的损失。

1建筑工程造价管理面临的困境

1.1建筑工程中造价管理体系不完善

现阶段，国内建筑行业工程造价管理普遍存在的问题

则是管理体系不完善，其中存在很多漏洞，导致工程造价管

理无可靠的指导依据，根本无法满足工程造价管理的实际

需要。而且不健全的管理制度、管理要求在一定程度上还对

工程造价管理工作起到了约束，很多管理人员基于现实情

况提出的管理策略根本无法在实际中落实。但是国内市场

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仍受政府宏观调控的左右，建筑行业工

程造价体系上的不完善，导致其很多内容都与国家要求出

现了冲突，从而也与社会发展形势不相适应。

1.2建筑工程造价管理缺乏严格的监督机制

目前，虽然建筑行业普遍提升了对工程造价管理的重

视，而且也根据管理内容完善了组织结构建设，但是很多部

门与岗位如同虚设，并未发挥出有效的作用。尤其是对工程

造价管理的监督，很多企业的监督岗位由造价管理内部人

员担任，这样的监督只是流于形式，监督无法落实到位；而

且监督工作不落实，工程造价管理工作中很多不规范的行

为都无法得到纠正，这也会使工程造价管理效果大大折扣。

1.3建筑工程造价全过程管理落实不到位

近年来，为了全方位提升工程造价管理的质量与效果，

提出了建筑工程项目全过程工程造价管理理念，其是指从

工程项目筹划到工程竣工对所有环节进行造价管理，从而

避免出现造价失控以及资金风险。但是很多建筑企业并未

领会到全过程造价管理的精髓，在实际开展管理工作时，很

多环节并未参与到其中，例如竣工环节，大多数建筑企业都

会将这个环节的造价管理忽略，从而造成了经济损失。

2建筑工程造价管理的影响因素

2.1政策因素

建筑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国家对其给

予了高度关注，并且为了保障市场的稳定与行业的规范发

展，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进行调控，而这些政策、文件是建

筑工程企业发展与立足的根本，取得一个项目的建设权首

先要获得政府的审批。但是由于不同建筑项目的功能与作

用不同，政府也会针对项目进行特殊的要求，并且优先考虑

信誉好、口碑好、资质高的建筑企业，所以建筑企业也要根

据政府的要求对工程造价管理以及自身的情况进行调整，

以便满足市场要求。

2.2施工因素

工程造价管理内容相对复杂，从项目规划开始，要对建

设投资、建设期间利息、流动资产等三大块内容进行具体的

分析与控制，但是很多建筑企业为了尽快完成建设任务，获

取经济效益，经常提前动工，这样并不能获得科学而全面的

造价管理计划作为指导，所以资金预算容易超支、合同设计

容易理解错误出现经济纠纷，这也会导致工程项目最终经

济效益受损。此外，施工过程中工程造价管理人员的素质与

能力也是影响工程造价管理效果的主要因素，工作态度不

端正、责任心不强的管理人员很容易忽视造价管理细节，并

不能保障造价管理规范。

2.3结算因素

工程结算环节经常被造价管理人员忽视，从而导致自

身利益受到损失，影响工程最终的资金利用效率。

3解决建筑工程造价管理困境的途径

3.1强化企业内部管控

从内因理论来分析，企业内部管控不健全是导致工程

造价管理困境的主要原因，所以，建筑企业必须提高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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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建筑工程行业有了蓬勃的发展，这对建筑工程企业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机

遇在于市场需求量的增加，其生存空间更广阔；挑战在于市场上建筑工程企业的增加，消费者的选择性更多，竞争环境也更

加激烈。因此，建筑工程企业要想实现自身的长足发展，在保障自身利益基础上，能够通过强化内部管理提升自身综合实

力，从而立足于市场。而工程造价管理是建筑企业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与工程项目效益直接相关的一项管理内

容，但是目前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工程造价管理面临多重困境。为此，文章分析了目前建筑工程造价管理的困境，以及影响

工程造价管理的因素，从而有针对性的分析解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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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工程造价管理进行全面的规划与贯彻的落实。首先，需要

掌握企业内部的发展情况，基于对发展情况的全面分析，才

能明确自身的切实需要，制定合理的工程造价管理目标；其

次，正确认识工程造价管理，明确其内容、方法、作用，再结

合现有的管理制度进行完善与调整；最后，建筑工程企业要

对工程造价管理给予高度重视，对造价管理部门进行人事

制度变更，并建设配套辅助制度，做好引导，定期组织管理

人员进行专业的技术培训。从而让整个企业认识到工程造

价管理的重要性，能够自觉配合造价管理完成工作。

3.2加强审计力度

在造价管理的预决算环节中，审计风险是最大的威胁，

而且不易避免，风险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与审计人员的业

务能力有关，很多审计人员在审计过程中重视细节、以实事

求是的态度秉公办事能够有效的减少风险的发生。在保障

人员业务能力过关基础上，要保障预决算结果的真实可靠，

这是企业投资以及受益的主要指导依据，但是需要注意是，

在预决算执行之前，要搜集所有工程项目预决算资料与工

程项目资料，基于施工设计图纸对预决算的内容进行分析，

评估预决算的可行性，如果一旦发现存在问题，要及时进行

调整，但是不能随意的进行费用追加。此外，在实行全过程

管理过程中，建筑企业要定期对项目账务情况进行审计，及

时发现存在异常的地方，从而能够及时掌握工程造价情况，

进行科学的控制与管理。

3.3完善造价管理制度建设

建筑企业要在企业内部设立专门的工程管理机构，组

织专业的造价管理人员为机构的内部成员，并建立辅助的

责任制度、监督制度等，配合工程造价管理工作的落实。其

中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只针对工程造价管理工作负责，每位

工作人员根据自身专业以及能力竞争应聘上岗，保障人员

资质与岗位要求相匹配，并根据工程造价管理内容落实每

个岗位的责任与工作任务，个人针对自身岗位的责任与任

务负责，一旦出现问题，及时与岗位负责人进行联系，快速

了解具体情况，从而及时制定控制措施，降低企业的损失，

而负责人也要明确出现问题的原因，并接受问责与处理；而

监督主要是企业内部的监督部门，根据工程造价管理工作

的要求与管理内容监督工作落实情况以及落实质量，但是

需要注意的是监督部门必须有专业造价管理人员，这样才

能从专业的角度进行工程造价管理工作执行评估，并提出

指导性的意见。

3.4严格进行结算审查

工程项目施工中出现工程造价管理问题的几率最大，

所以，在施工中要严格根据造价文件进行施工，控制好原

料、设备以及人力资源的变化，尽量避免出现较大波动；同

时，要全方位掌握施工方对施工的要求，保障施工过程中施

工原料供应及时，与原料供应商签订合同，在原料供应过程

中出现变更，要做出相应的赔偿，从而避免自身利益受损。

而在竣工结算过程中，施工单位要在完成施工后，及时将施

工中的支出制定成表格，并将各项支出的凭证整理好，送到

相关部门进行审查，及时进行相应索赔；而在建设单位与施

工单位进行竣工结算时，双方也要严格遵守造价文件的规

定，按照文件的条目进行竣工结算，避免双方出现纠纷，造

成任何一方利益出现损失。

4结束语

综上所述，工程造价管理对建筑企业的发展来说十分

重要，其直接关系到建筑工程项目的效益，如果在管理过程

中出现疏忽，不仅是出现资金浪费的问题，还会导致资金风

险的发生，严重威胁着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因此，探究目前

建筑工程造价管理存在的困境，有针对性的制定解决措施，

不断提升工程造价管理的科学性与有效性，从而能够使建

筑企业及时应对市场以及国家政策变化，实现菜长足发展。

[参考文献]

[1] 谢卓. 建筑工程造价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研究

[J].福建质量管理,2018,30(10):137.

[2]柴德文.建筑工程造价管理中信息技术的应用分析

[J].山西建筑,2018,27(16):215-217.

[3] 魏勇. 简述建筑工程造价管理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J].建筑与装饰,2018,25(6):89,91.

[4]由永业.建筑工程造价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J].中外交流,2018,23(22):70-71.

[5]吴晓东,李凤娟.如何加强建筑工程造价管理提高工

程经济效益[J].价值工程,2017,25(21):64-65.

[6]张旭东.建筑装饰工程设计阶段的造价管理措施研

究[J].装饰装修天地,2018,33(6):22.

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