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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安工程费综合单价下浮和总价下浮相同比例，带来的结果不一定一致，总价下浮方式会给发包人、承包人带来很多

麻烦。文章通过理论、案例分析，找出两种下浮方式的区别，也指出总价下浮所带来的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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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prehensive unit price of Construction and Installation engineering fee is lower than the total price, and the result is 

not necessarily the same. The total price floating method will bring a lot of trouble to the contractor and contractor. Through the theory 

and case analysis, the article finds ou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methods of floating, and points out the disadvantages caused by 

the total 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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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GB50500-2013《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中约定：投标人的投标总价应当与组成招标工程量清单的分部分

项工程量、措施项目费、其他项目费和规费、税金的合计金额相一致，即投标人在进行工程项目工程量清单招标的投

标报价时，不能进行投标总价优惠（或降价、让利），投标人对投标报价的任何优惠（或降价、让利）均反映在相应清

单项目的综合单价中。本规范约定说明的就是投标时只能是综合单价下浮而不能是总价下浮，但为什么不能总价下浮，

以下就进行深刻分析。 

1 同一项目施工图预算，综合单价下浮和总价下浮结果不一定一致 

1.1 从理论上分析不一定一致。 

为简化名称书写，我们将各项费用用如下字母代替。 

I:单位工程费用；A:分部分项费用；B:措施费；C:单价措施费； 

D:总价措施费；E:其他费用； F:规费；G:税金；d:总价措施费率；f:规费费率；g:税金税率 

各项费用计算公式如下。 

I=A+B+E+F+G 

B=C+D=C+（A+C）*d 

E=暂列金额+暂估价+计日工+总承包服务费 

F=（A+B+E）*f 

G=（A+B+E+F）*g 

我们试着将单位工程计算公式全部采用分部分项费用完全展开 I=A+C+（A+C）*d+E+（A+C+（A+C）*d+E）*f+（A+C+

（A+C）*d+E）*（1+f）*g=[（A+C）*（1+d）+E]*（1+f）*（1+g）=（A+C）*（1+d）*（1+f）*（1+g）+E*（1+f）*

（1+g）。其中（1+f）*（1+g）中 f 和 g 的费率在一个单位工程中固定，E 其他费用也固定，（1+d）的系数也固定，单

位工程费用 I 即为（A+C）未知数的二元一次方程，正好（A+C）即为有综合单价的费用部分。为了更直观，我们把固

定部分 E*（1+f）*（1+g）用 U 代替，固定系数（1+f）*（1+g）用 V 代替，则单位工程费用 I=（A+C）*（1+d）*V+U。

从简化公式可以看出，单位工程费用 I 与综合单价费用部分（A+C）之间是有线性关系的。 

以下我们利用以上成果进行下浮，一种是综合单价下浮 10%，另一种是单位工程下浮 10%，看两者最后公式对不对等。 

综合单价下浮 10%：单位工程费 i*=0.9*（A+C）*（1+d）*V+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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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价下浮 10%：单位工程费 i*=0.9*[（A+C）*（1+d）*V+U]。 

2）第 1 项减去第 2 项剩余项为=0.1U，总价下浮 i*不等于综合单价下浮 i*。 

3）当 E 其他费用为 0 时，总价下浮 i*等于综合单价下浮 i*。 

1.2 从实际案例上分析不一定一致 

基础数据：某项目招标控制价 2148248.47 元，其中安全文明施工基本费 1.5%，临时费时费费率 0.5%，暂列金额

15 万元，社会保险费 2%，住房公积金 0.34%，税金 10%。扣除暂列金额 15 万后，控制价为 1979387.47 元，为验证数

据真实性，验算公式如下：2148248.47-150000*（1+2%+0.34%）*（1+10%）=1979387.47，完全正确。然后对综合单价

下浮 10%及单位工程费用下浮 10%，看数据之间的差异。 

序号 
控价 1 

（含暂列金额） 

控价 2 

（不含暂列金） 

综合单价 10% 

下浮 1 

综合单价 10% 

下浮 2 

总价 10% 

下浮 1 

总价 10% 

下浮 2 

1 2148248.47 1979387.47 1950309.71 1781448.71 1933423.62 1781448.71 

由以上表格统计的数据可以看出，没有其他费用 E 的两种下浮形式最后结果一致，但是有其他费用 E 时，两种下

浮形式最后结果不一致。 

2 同一项目竣工结算，综合单价下浮和总价下浮结果不一定一致 

竣工结算时，其他项目费中的暂列金额、专业工程暂估价实际发生部分已经转化为签证变更、调价等内容，两项

费用结算时金额为 0，如果存在总承包服务配合费，则需要在其他费用内计取。我们暂且不讨论综合单价是否合理的情

况，后面我们再讨论，当其他费用为 0 时，结算时总价下浮和综合单价下浮结果也是一致的，但竣工结算情况是很复

杂的，是建安工程费一次总清算。根据 I=（A+C）*（1+d）*V+U 公式拓展可能遇到的情况，会对两种形式下浮造成不

一样的结果。 

合同可能会约定，总价措施费除不可竞争费用外，其余总价措施费包干，即费率 d 不是固定的，针对这种情况，

把公式调整下 I=（A+C）*（1+d*）*V+Y*V+U,其中 Y 为总价措施费固定部分，U 暂考虑为 0。总价下浮 10%，I*=0.9*[（A+C）

*（1+d*）*V+Y*V]；综合单价下浮 10%，I*=0.9*（A+C）*（1+d*）*V+Y*V。两式相减剩余项为=0.1Y*V，两种下浮形式

结果不一致。 

2.1 其他项目费中有两个费用会对两种形式下浮结果产生影响 

总承包服务费在结算时计入其他费用中，其金额受分包工程结算金额影响，与总包范围内实体工程造价没有关联，

可以认为总承包服务费为固定费用部分，在前面我们分析过了，两式相减剩余项为=0.1U，两种下浮形式结果不一致。

结算阶段的计日工，是只计取税金的，计入部位放在税金之前规费之后。把公式调整下 I=（A+C）*（1+d）*V+X*（1+g），

其中 X 为不含税的计日工价格。总价下浮 10%，I*=0.9*[（A+C）*（1+d）*V+X*（1+g）]；综合单价下浮 10%，I*=0.9*

（A+C）*（1+d）*V+X*（1+g）。两式相减剩余项为=0.1X*（1+g），两种下浮形式结果不一致。 

2.2 税金调差会对两种形式下浮结果产生影响。 

我们假设已支付工程款 M，当时税金为 10%；按 10%税金计算的结算审计金额为 I；现因税金政策调整，下调为 9%。

总价下浮 10%，I*=[I/0.9-M/0.9]/（1+10%）*（1+9%）*0.9+M=[I-M]/（1+10%）*（1+9%）+M；综合单价下浮 10%，I*=[I-M]/

（1+10%）*（1+9%）+M。虽然从上述计算式看出两式是一致的，但是根据第 1 条和第 2 条，两种下浮形式产生的 I 的

值其实是不一致的，M 值一般相同，此条虽然看似税差调整引起的差异，实则是两种形式下浮造成的单位工程费用 I

的差异。 

3 总价下浮与现有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招投标法相违背 

①GB50500-2013《2013 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3.1.5 和 3.1.6 约定：措施项目中的安全文明施工费、规费、税金，

不得作为竞争性费用。 

②5.2.5 约定：暂列金额应按招标工程量清单中列出的金额填写；暂估价中的专业工程金额应按招标工程量清单中

列出的金额填写；总承包服务费应根据招标工程量清单列出的内容和要求估算。 

③6.2.8 约定：投标总价应当与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项目费、其他项目费和规费、税金的合计金额一致。 

④9.15.1 约定：已签约合同价中的暂列金额应由发包人掌握使用。 

⑤所有合同价款调整原则基本都是在综合单价调整的基础上约定的。 

⑥招标法约定：投标文件中的大写金额与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单价与工程量的乘积与总价之间

不一致时，以单价为准。 

总价下浮 10%，即总价=0.9 分部分项费用+0.9 单价措施费+0.9 总价措施费+0.9 其他项目费+0.9 规费+0.9 税金；

综合单价下浮 10%，即总价=（0.9 分部分项费用+0.9 单价措施费）*（1+总价措施费率）*（1+规费费率）*（1+税金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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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其他项目费用*（1+规费费率）*（1+税金税率）。暂且不看最后结果是否相同，我们看下总价下浮里的几个不可

竞争费用都下浮了 10%，实质是违背了现有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其中 6.2.8条的约定：投标总价应当与分部

分项工程费、措施项目费、其他项目费和规费、税金的合计金额一致，在总价下浮下，0.9 投标总价≠分部分项工程费

+措施项目费+其他项目费+规费+税金。招投标法约定：单价与工程量的乘积与总价之间不一致时，以单价为准。清单

合价=清单综合单价*清单量，综合单价下浮 10%，清单合价*=0.9 清单综合单价*清单量；总价下浮 10%，0.9 清单合价

=0.9*（清单综合单价*清单量）。现招投标法还约定：不可竞争费用，投标人擅自修改，投标作废标处理，所以总价下

浮的投标文件都应该作废标处理，这个后果还是很严重的。 

4 总价下浮对给合同价调整带来很大麻烦 

综合单价下浮的目的，是让招标投标人都回归到理性的单价水平上，回到诚实守信的合作上来。举个简单的例子。 

表 1 投标价格 

清单 招标量 招标单价 合价 备注 

A 100 100 10000 单价下浮 20% 

B 50 40 2000 单价下浮 20% 

A* 100 20 2000 总价后下浮 20% 

B* 50 260 13000 总价后下浮 20% 

单价下浮的清单 A+B 总价为 12000 元，总价下浮的清单（A*+B*）*0.8=12000 元，由此可以看出虽然总价一致，但

是单价确实差了很多。 

工程竣工后，竣工结算，发生了如下情况： 

表 2 竣工结算 

清单 结算量 招标单价 合价 备注 

A 80 100 8000 单价下浮 20% 

B 150 40 6000 单价下浮 20% 

A* 80 20 1600 总价后下浮 20% 

B* 150 260 39000 总价后下浮 20% 

单价下浮的清单 A+B 结算总价为 14000 元，总价下浮的清单（A*+B*）*0.8=32480 元，两种方式最后结算总价差了

很多，单价的不理性导致了招标人巨大的经济损失。 

另外，投标人在投标时，优先考虑的是人工、机械、管理费、利润让利，这在综合单价内下浮是很好操作的，但是

总价下浮是包括了主材设备的下浮，这是大多数投标人所不愿意的，因为相当一大部分的利润是在主材设备内赚取的。 

结束语 

虽然总价下浮“百害而无一利”，但是也有它适用的情况，比如固定总价合同，建设方和承包人通过谈判达到都能

接受的合同价，直接签包干价，那就不需要考虑采用哪种下浮形式了。还有往年很火热的费率招标，这种形式对招标

人相对更有利些，从以上分析了总价下浮总价要比单价下浮后的总价要低些，但最关键的还是怎么合理确定清单综合

单价，确保对双方都有利。既然不管采用哪种形式，都少不了要确定清单综合单价，那投标人为什么不能一项项对投

标价进行分析考量，确定诚信价，所见即所得，双方严格按此单价执行；为什么还要通过下浮后的总价，倒推前面的

单价会不会亏本或者需要再上浮多少点，多此一举。所以报价尽量要采用单价下浮，这也是与市场要求相适应的。 

很多工程人都知道报价不能总价下浮，但是没有很多人去认真分析为什么不能总价下浮，谨以此文，作下自我思

考，也供各位工程人学习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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