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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阐述当前造成建筑项目施工成本增加的主要因素 提出项目成本控制必须采取的综

合性措施及有效途径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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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the main factorS Which could increaSe conStruc-
tion coSt of buid projectS and preSentS the comprehenSive meaSureS and ef fective
WayS to control the projectS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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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年建筑行业推行项目施工法以来 以工程项目管理为核心的新型经营管理体制逐步

形成 O 项目管理法以施工项目作为成本控制中心 O 与传统的按层级生产组织划分核算单位的

方式相比 它使项目施工成本管理更具针对性 精确度更易于控制 更便于进行操作性管理[1]O
施工项目效益的产生 首先从招标工作开始 到中标 (合约建立) ~ 施工准备 ~ 施工生产 ~ 交

付 ~ 结算 (合约价值量的最终确定) ~ 保修 ~ 保修金收回 (合约履行完毕) 为止 其中影响施

工项目经济效益的因素很多 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即外部环境及内部的自身因素 O

l 现阶段影响施工成本的主要因素

l. l 外部的环境因素

建筑业是一项成长率很高的产业 相互竞争激烈 O 近年来招投标方法采用合理低价中标 
造成施工企业从投标就开始让利 O 国家规定的劳动定额 ~ 材料消耗定额是以质量合格等级测

定的 施工企业要创质量优良等级的工程 就必须增加施工费用 而受益的建设单位却未能

严格执行有关的奖励办法 O 随着建设工程的造价改革发展 价格构成更接近实际成本 取费

的标准由原来的按企业资质等级取费改为按工程对象取费 O 安全文明施工增加费用 远未能



满足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管理规定的实际发生费用的要求 O 国家环保条例日趋完善9 建筑施工

及生产技术要求9 都受到环保条例的制约 O 都市化的发展9 造成施工场地短缺9 施工中的水

平运输困难9 垂直运输复杂9 施工难度增加9 这些原因都造成了施工成本费用的增加 O 另外

施工过程还受自然条件的干扰9 如气候 \ 地基 \ 地下水等不利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成本9
使建筑业成为微利行业 O
] 2 内部的自身因素

返工的浪费 Z 因施工质量问题 \ 施工不协调搭接 \ 现场管理混乱等造成返工9 而使人工

费投入增多 O 材料费投入的浪费 Z 如加工错 \ 采购错 \ 不合用9 不符合规格性能等 O 机具费

投入不合理 Z 如没有选择最佳机械设备和工程用模具9 或所用设备功能过剩等 O 管理投入效

能发挥差 Z 如人浮于事 \ 聘用不适当人选 \ 重复管理 \ 缺口管理造成的管理损失等 O 市场材

料涨价 \ 人工单价提高9 技术不熟练 \ 图纸错误等造成费用提高 O
对项目管理的内涵把握不准确9 容易产生形式上的简单项目承包9 造成成本加大9 效益

降低 O 另外对项目法施工的认识不到位9 把项目法施工简单理解为下放权力9 项目承包9 一

包了事 O 由于实行了分权制的管理方式9 很多权力下放给项目管理部9 出现了政令不畅9 各

自为政9 以包代管9 以包抗管的局面9 削弱了企业的总体实力和法人的调控能力9 肢解了企

业的整体优势 O 由于在分权制下推行项目承包经营责任制9 从而形成了公司 \ 分公司 \ 项目

经理部等多级利益主体9 产生了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和磨擦9 项目负盈不负亏 O 大量效

益被项目经理部消化了9 该上缴的费用缴不上来9 导致企业整体效益流失 O

2 项目施工成本控制措施

从国家的法规调整9 以及社会的经济环境 \ 供求关系 \ 到企业的经营管理9 无一不在项

目施工成本中发挥作用; 企业为达到控制成本的目的9 主要的工作在于企业的内部管理9 结

合当前建筑施工业的状况9 从以下三方面进行控制 O
2 ] 以 s项目法s 为纲9 加强建筑项目的施工管理

项目管理与传统管理之间最本质的区别9 在于专业化分工原理的重视和运用 O 项目法管

理包括 s管理层与劳务分离s9 s生产要素的市场化调配机制的经营思想s9 它反映了现代企业

对管理职能的资源性定义和对生产要素的价值关注   O 我们应以项目法为纲9在施工中对生产

要素 s优化配置 \ 动态管理s9 以工程项目为中心建立适应市场经济需求的管理体制9 将管理

中心下移9 使内部人 \ 财 \ 物等资源在项目上逐步实现有效配置 O
2 2 加强以人为本的管理9 优选项目经理

项目经理素质的高低9是项目施工提高效益的决定因素   O 为此9施工项目经理应具备有

较广的理论及丰富的实践经验9 较强的领导 \ 协调 \ 管理能力 O 另外还要有合格的政治素质

和良好的身体素质 O 施工项目经理的地位和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Z 施工项目经理是企业

法人在施工项目上的代表人9 对施工全面负责的项目管理者9 是项目有关各方协调配合的桥

梁和纽带9 处于项目有关各方的核心地位 O 项目经理承担履行合同义务9 执行合同条款9 承

担合同责任9 处理合同变更 O 施工项目经理应保证施工项目按规定的目标完成和保证各生产

要素最大限度地优化配置9 其主要任务 Z 确定施工项目组织机构的构成并配备人员; 制定规

章制度9 明确有关人员的职责9 组织项目经理部开展工作9 确定管理总目标和分阶段目标9 及
时适当地作出管理决策9 协调组织内与相关单位的关系以及实施合同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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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施工必须逐步实行项目经理职业化9 把项目经理作为企业家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来加强建设9 还要不断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9 进行定期考核9 建立奖励机制9 建立详细的业

绩档案9 使其作为一种相对固定的职业0 为项目经理竞争上岗提供依据0 同时还要建立企业

任命项目经理的规范化程序9 要将项目经理任职资格 \ 竞争上岗办法 \ 任命程序 \ 考核及奖

罚等置于规章制度的约束之下0 坚持项目经理持证上岗9 其资质必须与工程规模相符合0 对

不合格的项目经理应吊销其资质等级0
2' 3 完善项目成本核算制

项目是一次性成本中心9 而不是利润中心9 企业才是利润中心0 项目是企业管理的基点9
项目受企业的委托9 利用企业提供的各种生产要素完成施工任务0 项目无力也不应该凌驾于

企业之上9 不存在企业与项目利润分成和留利的问题0 因此9 必须建立以项目成本核算制为

核心的项目经济与管理责任考核办法9 逐步取代企业与项目签订的工程项目承包合同9 变企

业与项目之间的经济承包关系为经济责任的监督与执行关系9 维护企业的整体经济实体0 项

目的利益通过分配实现9 项目完成后9 企业以奖励性质返还一部分实现项目的二次分配9 这

样才能调动项目的积极性0 企业为项目提供资源保证9 进行专业指导和服务9 增强宏观调控

能力9 在项目经理任免 \ 设备购置 \ 主要材料采购 \ 资金回收与使用 \ 联营队伍考核选择 \ 合

同签订 \ 工程分包 \ 利益分配等重要环节上实行集权0 企业的利益通过项目上缴全部利润来

实现0 完善项目成本核算制9 要按企业办界定的项目成本核算范围 \ 内容和程序9 建立成本

台帐9 按月进行成本分析9 保证成本的准确性和真实性0 对材料费 \ 人工费等重要环节要严

加控制9 堵塞漏洞9 降低消耗; 对奖金的发放9 应在成本考核后报上级批准方可兑现0 企业

要加强对项目成本动态管理及项目成本的监控9 经常组织财务检查9 加大审计和监察的工作

力度9 强化经济责任考核9 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相应补救措施9 遏止亏损苗头0 对此必须制

定实施方案9针对当前的外部环境以及企业的内部条件9建立可操作性强的管理规章制度9比
如 项目管理班子组建实施办法; 项目成本管理和核算办法; 工程项目效益核实与经济活动

分析办法; 经济效益奖罚办法; 工程项目可控责任成本管理办法; 项目成本票证使用管理办

法; 项目支票管理办法; 项目现金管理办法; 项目经理部业务招待费管理办法; 劳务输入及

其作业管理办法; 机械设备租赁办法; 限额领料管理办法; 施工现场材料管理办法; 项目承

包责任制实施办法等等9 作为推行项目管理的强制性规范执行0

3 结语

在当前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9 施工企业应当加强项目成本控制措施9 避免因内部的自

身因素而造成成本加大0 施工企业应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企业效益保证体系的运行机制9 逐步

提高管理水平9 才能在竞争中求生存0 项目施工成本控制必须制定细化的可操作的具体措施9
并使之规范化 \ 制度化 \ 标准化9 才能达到降低成本 \ 提高效益的目的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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