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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常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今天却要反过来说，建设项目竣工结算却是“谋事靠天，成
事在人”。
这个“天”是指什么？
当然是指客观事实——建立在法律证据（工程资料等）基础上的事实（可能并非真正的事实，这里存
在着博弈风险的问题）。
　　一份工程结算，假设A或A团队负责结算，得出竣工结算总额为1000万元，假设又换B或B团队做同
样的事情，你认为B的结算额仍是1000万元吗？
相信许多业内人士都很明白，这绝对不会相同，新的结果只能是或多或少，这就是工程造价作为一门
科学的同时又带有艺术性的一面。
　　现在的竣工结算程序，只是到了最终要结算的时刻，甲乙双方才想起这件事来，乙方匆忙提交结
算书报甲方审核，结算没有全过程筹划，只是当作做一件事情终了的工作。
其实，这时大多木已成舟，结算筹划的空间已经很小了。
事实上，会投标是徒弟，会结算才是师父，许多超额利润或投资就是在甲乙双方不经意间付之东流。
　　市场经济条件下，甲乙双方是博弈的两端，甲方技高一筹就能大幅节省投资，乙方技高一筹就能
谋得超额利润。
结算中先机一步，谋得超额利润靠的是什么？
是实力，是自己、是团队的实力，靠的是竣工结算筹划的思想。
没有事前筹划，先机一步的思想，在这场市场经济的博弈中你只能是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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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详尽介绍了建设工程项目结算的编制方法、审核方法，提出了竣工结算筹划的理念，并讲述了工
作实战中的冲突化解策略。
书中详尽地、多角度围绕工程结算进行了阐述，并对定额计价与工程量清单计价两种计价模式下结算
编审与筹划方法均作了较详尽的介绍。
    本书可供施工单位、建设单位、造价咨询单位、审计单位、财政投资评审部门等单位造价人员、工
程管理人员工作中参考，也可供大中专院校师生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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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工程结算编制的基本方法　　本书中出现的以下称呼的含义是：　　“甲方”指业主、
建设单位、招标人，是建筑工程的投资人；　　“乙方”指承包商、施工单位、投标人，是建筑产品
的生产人；　　“中介（方）”指造价咨询单位，是受雇于业主，尽量将恰当的风险分摊给承包商，
从而协助业主将所承受的风险减至最低者。
　　1.1　工程结算的基本知识　　1.1.1　工程结算的分类　　工程结算是指建设项目、单项工程、单
位工程或专业工程施工已完工、结束、中止，经发包人或有关机构验收合格且点交后，按照施工发承
包合同的约定，由承包人在原合同价格基础上编制调整价格并提交发包人审核确认后的过程价格。
它是表达该工程最终工程造价和结算工程价款依据的经济文件，包括竣工结算、分阶段结算、专业分
包结算和合同中止结算。
另外按财务口径还有竣工决算之说。
　　（1）按月结算：即实行按月支付进度款，竣工后清算的办法。
合同工期在两个年度以上的工程，在年终进行工程盘点，办理年度结算。
　　（2）竣工结算：建设项目完工并经验收合格后，对所完成的建设项目进行的全面的工程结算。
　　（3）分阶段结算：在签订的施工发承包合同中，按工程特征划分为不同阶段实施和结算。
该阶段合同工作内容已完成，经发包人或有关机构中间验收合格后，由承包人在原合同分阶段的价格
基础上编制调整价格并提交发包人审核签认的工程价格，它是表达该工程不同阶段造价和工程价款结
算依据的工程中间结算文件。
　　（4）专业分包结算：在签订的施工发承包合同或由发包人直接签订的分包工程合同中，按工程
专业特征分类实施分包和结算。
分包合同工作内容已完成，经总包人、发包人或有关机构对专业内容验收合格后，按照合同的约定，
由分包人在原合同价格基础上编制调整价格并提交总包人、发包人审核签认的工程价格，它是表达该
专业分包工程造价和工程价款结算依据的工程分包结算文件。
　　（5）合同中止结算：工程实施过程中合同中止，对施工承发包合同中已完成且经验收合格的工
程内容，经发包人、总包人或有关机构点交后，由承包人在原合同价格或合同约定的定价条款，参照
有关计价规定编制合同中止价格，提交发包人或总包人审核签认的工程价格。
它是表达该工程合同中止后已完成工程内容的造价和工程价款结算依据的工程经济文件。
　　（6）竣工决算：亦称工程决算，是甲方在全部工程或某一期工程完工后编制的，它是反映竣工
项目的建设成果和财务情况的总结性文件。
它是办理竣工工程交付使用验收的依据，是交工验收文件的组成部分。
竣工决算包括竣工工程概算表、竣工财务决算表、交付使用财产总表、交付使用财产明细表和文字说
明等。
它综合反映建设计划的执行情况，工程的建设成本，新增的生产能力以及定额和技术经济指标的完成
情况等。
小型工程项目上的竣工决算，一般只作竣工财务决算表。
　　1.1.2　工程合同类型与结算计价方式的关系　　（1）工程合同类型。
一般，工程合同分为固定价格合同（固定单价、固定总价）、可调价格合同、成本加酬金合同。
　　1）固定总价合同。
适用于合同工期较短、工程量不大而且能够准确计算、风险不大、技术简单的项目。
　　2）固定单价合同。
甲乙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综合单价包含的风险范围和风险费用的计算方法，在约定的风险范围内综合单
价不再调整。
风险范围以外的综合单价调整方法在合同中约定。
该合同形式适应范围广，但为避免在计量支付与结算中产生争议，甲方应根据项目特点在招标文件中
对工程量清单各分项进行详细的描述，否则极易引起争议。
为便于计量控制及鼓励乙方节约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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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施工中必须采取的措施及不构成工程实体的项目一般采用合同包干。
采用单价合同时，招标文件应对不平衡报价加以限制。
　　3）可调价格合同。
双方应在合同中约定价格的调整方法，一般常见的风险调整因素有：　　①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
关政策变化影响合同价款；　　②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发布的价格调整；　　⑧经批准的设计变更；　
　④一周内非乙方原因停水、停电、停气造成停工累计超过8小时；　　⑤甲方更改经审定批准的施
工组织设计（修正错误除外）造成费用增加；　　⑥双方约定的其他因素。
　　可调价格合同有点类似传统意义上的按实结算制度。
这种按实结算形式常常发生在直接发包的工程上。
由于确定了乙方以后才谈判施工方案和预算造价，乙方必然会狮子开大口提出高价预算书，然后再视
情形慢慢回降造价，建设双方经常会因此发生激烈冲突。
甲方内部也会出现矛盾，一方面，工程技术人员既要服从单位领导的发包决定，又要把好施工方案审
查关，控制住工程造价，经常感到左右为难；另一方面，有关领导往往不懂业务，经常误解下属维护
企业利益的行为，甚至以为下属故意刁难乙方，更难办的是，乙方可能是上级单位领导和关系户推荐
过来的，本单位得罪不起。
乙方也会充分利用甲方内部的分歧，拉上打下，制造矛盾，甚至越级告“御状”，从中浑水摸鱼。
另外，有些直接发包工程的甲方急于开工，不理智的采用了“暂定造价”的施工合同，边开工，边审
查施工方案和预算造价，这种“打死狗讲价”的方法根本无法有效控制工程造价。
　　招投标发包时，乙方一般都采用“低价中标、高价索赔”的策略，首先采用尽可能便宜的施工方
案投标，中标后再提出尽可能昂贵的施工方案进行“按实结算”索赔，以填补投标降价的损失。
　　【实例1—1—1】某基础土方工程，采用可调价格合同，按实结算。
承包人A采用挖基槽方案中标，中标后，A想方设法以种种理由变更投标施工方案，尽可能修改为大开
挖方案。
　　分析：对于一般多层建筑工程，如果采用挖基槽方案，基础土方工程造价通常只占工程总造价
的2％左右，由于挖方量少，准备回补的土方一般都可以堆放到现场而无需倒运，但是，如果采用大
开挖方案，挖方量将会增加5～10倍，大量的土方将无法堆放在现场，需要运到场外临时堆土点，基础
施工完成后再倒运回现场，这样一来，大开挖方案的基础土方工程造价（按定额计价）就可能会比挖
基槽方案高出5—15倍，从原来占工程总造价的2％左右上升到10％～30％。
　　4）成本加酬金合同。
　　成本加酬金合同一般在国内不常用，因为这种合同必须在一个非常信用的环境下进行，但目前国
内的信用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
对成本加酬金合同而言，要注意成本支出合理性、可靠性依据的收集，有利于工程的顺利结算。
目前成本加酬合同主要适用于抢险救灾项目、风险较大、工期较短、技术简单的项目。
“非典”时间小汤山医院工程建设即采用成本加酬金合同类型，参加施工的单位仅用6天就完成了占
地面积60亩，建筑面积2万m2以上，病床1000个，及连接公路的道路一条的主体工程的小汤山医院的
建设。
此种合同适合在招标时没法确定实际工作范围或高风险的工程使用。
招标的时间比较短，但造价控制比较困难，而且因乙方不需承受风险，因而失去提高效率及防止浪费
的意愿，因而导致工程造价偏高。
　　（2）工程结算计价方式。
目前国内的计价体系分为两种：定额计价、清单计价，虽然国家全力推行工程　　量清单计价，但在
一定时间内，两者仍会长期并存。
　　（3）工程合同类型与计价方法的关系。
工程合同类型与结算计价方式的对应关系如图1—1—1所示。
　　从图1—1—1中我们可知，合同类型与计价方式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每种合同类型均可选择定额
、清单两种不同的计价方式之一，反之，定额、清单任一种计价方式可选取用任一合同类型。
　　（4）如何选择清单计价的合同类型　　1）甲乙双方按计价规范签订施工合同时，宜采用固定单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建设项目工程结算编审与筹划指南>>

价合同方式，若采用固定总价合同方式，投标人应在开标前复核工程量清单中工程量的准确性，招标
人应提供合理的复核时间。
　　2）招标人和投标人在开标前，对工程量清单中工程量的准确性不能确认时，应在合同中约定清
单中工程量出现差异时的调整办法。
　　招标人清单所列工程量，不是投标人的风险范围。
因此合同和补充协议要注意，合同如未签，在签约时一定要明确是“单价合同”还是“暂定总价合同
”，暂定总价合同要明确可调价条款。
不对清单量负责，这是任何中标人都应该坚持的，最多只是在计量允许误差（如约定±％，同意不调
；否则利用清单招标后采用固定总价合同（如施工图定额预算包干合同），不给调量，中标人在签约
时可以不接受。
　　1.1.3　竣工结算的编制依据　　为了使竣工结算符合实际情况，避免多算或少算、重复和漏项，
结算编制人员必须在施工过程中经常深入现场，了解工程情况，随时了解和掌握工程修改和变更情况
，为竣工结算积累和收集必备的原始资料。
常见竣工结算的编制依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设计单位修改或变更设计的通知单。
　　（2）甲方有关工程的变更、追加、削减和修改的通知单。
　　（3）乙方、设计单位、甲方会签的图纸会审记录。
　　（4）经签证的隐蔽工程检查验收证书。
　　（5）零部件、加工品的加工订货计划。
　　（6）其他材料代用、调换及现场决定工程变更等项目的原始记录。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建设项目工程结算编审与筹划指南>>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