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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造价控制中材料价格风险管控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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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筑工程项目的造价控制是工程管理中的核心内容之一，材料价格的波动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

建筑市场的快速发展和市场环境的不断变化，材料价格波动频繁，对工程造价控制带来了巨大挑战。有效的材料价格风险管

理不仅关系到项目的经济性和可行性，更是确保工程质量和进度的重要保障。因此，研究如何在建筑工程造价控制中有效管

理材料价格风险，制定科学合理的控制措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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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Material Price Risk Control Strategies in Construction Cost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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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nghao Engineering Cost Consulting Co., Ltd., Nanning, Guangxi, 530000, China 

 

Abstract: Cost control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is one of the core contents of engineering management, and the fluctuation of material 

prices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i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market and the continuous changes in 

the market environment, material prices have fluctuated frequently, posing a huge challenge to engineering cost control. Effective 

material price risk management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economic and feasibility of the project, but also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ensuring project quality and progress. Therefore, studying how to effectively manage material price risks in construction cost control 

and develop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control measures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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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受国际市场波动、供应链变化、政策调整等

多重因素影响，建筑材料价格频繁波动，给项目造价控制

带来了极大不确定性。例如，钢材、水泥、砂石等关键材

料的价格波动不仅直接影响工程预算，还可能导致工期延

误、质量问题等一系列连锁反应。传统的固定价格合同和

单一的采购模式难以应对市场的复杂变化，迫切需要创新

和优化材料价格管理策略。 

1 建筑工程造价控制中材料价格的主要内容 

在建筑工程造价控制中，材料单价、运输费用、储存

费用和损耗费用。材料单价是指材料在市场上的售价，是

造价控制的基础。运输费用涵盖了将材料从供应商运送至

施工现场的所有相关成本，直接影响到项目的总成本。储

存费用指的是材料在施工现场的存储和保管费用，这部分

费用与材料的存放条件和时间有关，需要在造价控制中进

行详细考虑。损耗费用则指在材料运输、存储及使用过程

中不可避免的损失和浪费，这是建筑工程中不可忽视的一

部分成本。此外，材料的选择和质量也直接影响到价格，

不同品牌和规格的材料价格差异可能很大。合理预估和控

制这些费用是确保项目造价在预算范围内的重要手段。为

了准确控制材料价格，需要进行详细的市场调研和价格监

控，了解材料市场的动态变化，并在采购合同中明确价格

调整机制，以减少因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确保项目的顺

利进行。 

2 建筑工程造价控制中的材料价格影响因素 

2.1 材料价格预估不合理 

不合理的预估会导致预算超支或浪费。影响材料价格

预估的因素主要包括市场调研不充分、忽视价格波动趋势，

以及未考虑材料规格、品牌等因素的价格差异。缺乏及时

和准确的市场价格信息，往往会导致预估偏差，影响预算

的准确性和项目资金安排。 

2.2 用户诉求改变 

在施工过程中，用户对材料的需求可能会发生变化，

进而影响材料价格。例如，用户可能会临时要求更换更高

档或更高质量的材料，这会直接导致材料成本增加。此外，

用户对材料品牌、规格和质量要求的变化，也会导致实际

采购价格与原计划价格产生偏差，不仅会影响项目预算，

还可能导致施工计划的调整和延误。 

2.3 材料市场供需关系发生变化 

市场需求的增加或供应的减少，都会导致材料价格上

涨。相反，供应过剩或需求减少，则可能导致价格下降。

具体而言，市场需求的突然增加可能源于大型项目的集中

开工，或者行业的整体需求提升
[1]
。而供应的变化则可能

由生产厂家停工、供应链中断等因素引起。此外，国际市

场的变化，例如原材料价格的波动，也会对国内材料价格

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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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材料价格风险对建筑工程造价控制效果的影响 

材料价格的波动是建筑工程造价控制中的一大风险，

它不仅影响项目的预算和成本，还可能对施工周期、质量、

合同关系和管理水平产生深远的影响。 

3.1 影响施工周期与效果 

当项目预算有限而材料价格超出预期时，项目方可能

需要重新调整预算或寻找替代材料，这会延误采购进度，

从而影响施工进度。特别是在材料价格短期内大幅上涨的

情况下，施工单位可能面临资金周转困难，无法及时支付材

料款项，进而影响材料供应的及时性。为了应对材料价格上

涨，部分项目可能会选择使用价格较低的替代材料，这些材

料可能在质量和性能上不如原计划材料，导致工程质量下降。

例如，混凝土的强度、钢材的抗拉强度等关键性能指标可能

无法达到设计要求，进而影响建筑的安全性和使用寿命。 

3.2 影响工程风险系数 

建筑工程通常具有较长的建设周期，在此期间，材料

价格可能受到多种因素影响而发生显著变化，增加了预算

超支的风险。如果项目在材料价格高位时采购了大量材料，

而在使用时价格已经下跌，这部分材料的市场价值将大幅

缩水，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这不仅影响企业的财务状况，

还可能导致投资回报率下降。材料价格的不稳定性使得项

目的成本和收益预估变得更加困难，增加了投资的不确定

性和风险。投资者和金融机构在评估项目风险时，可能会

因为材料价格波动而对项目持更加谨慎的态度，进而影响

项目的融资和投资决策。 

3.3 增加合同纠纷发生率 

材料价格的剧烈波动可能导致合同双方在价格调整

和成本分摊方面产生争议。例如，在材料价格上涨的情况

下，承包商可能要求发包方承担部分或全部的价格上涨成

本，而发包方则可能坚持按原合同价格支付，导致双方矛

盾升级。合同中如果未明确约定价格调整机制，当价格发

生波动时，双方在解释合同条款时可能产生分歧，导致纠

纷
[2]
。例如，某些合同中可能规定了材料价格的浮动范围，

但未明确超出范围后的处理办法，这种模糊性为合同纠纷

埋下隐患。在价格大幅上涨时，承包商可能因为无法承受

成本压力而暂停施工，甚至违约。这不仅影响工程进度，

还可能导致发包方的损失和索赔。 

3.4 降低工程造价管理水平 

在项目初期，预算通常是根据市场调研和历史数据进

行编制的，但如果材料价格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较大变

化，原有的预算很难准确反映实际情况，导致预算超支或

资金浪费。造价管理需要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采购策略

和预算安排，这对管理人员的市场敏感度和专业能力提出

了更高要求。如果管理人员不能及时掌握市场动态并做出

相应调整，可能导致采购成本增加，甚至影响工程进度和

质量。在市场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管理人员可能难以及

时获得准确的价格信息，从而影响决策的准确性。例如，

在材料价格上涨的初期，市场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管理人

员低估价格上涨的幅度和持续时间，从而未能及时调整采

购策略，导致成本增加。由于材料价格的不确定性，管理

人员往往难以制定长期的采购和预算计划，只能根据市场

变化进行被动调整。 

4 建筑材料价格合同的管理 

4.1 材料价格维持不变 

材料价格维持不变的策略通常适用于短期项目或材

料价格波动较小的情况。通过签订固定价格合同，双方在

合同签订时就确定了材料价格，并在合同执行过程中保持不

变。优点在于价格稳定，有助于项目预算的准确性和管理的

简化。固定价格合同使得施工方和发包方都能够在预算范围

内进行规划和管理，减少了因价格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 

材料价格维持不变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如果在合同执

行过程中材料价格大幅上涨，供应商可能会面临成本压力，

从而影响材料的供应质量和交付时间。如果价格下降，施

工方可能无法享受到成本降低带来的利益。 

4.2 材料价格实时调整 

材料价格实时调整策略，材料价格根据市场价格的变

化进行动态调整，通常会在合同中明确调整机制和基准。

例如，可以根据政府公布的市场价格指数或行业协会的价

格指导进行调整。这种策略的优点在于能够反映市场的真

实情况，确保材料价格的合理性和公正性。在价格上涨时，

承包方能够及时调整材料价格，避免成本压力；在价格下

降时，发包方也能享受到价格降低带来的成本节约。此外，

这种灵活的价格调整机制能够促进市场的健康发展，避免

固定价格带来的市场扭曲。材料价格实时调整也存在一定

的管理难度。实时调整需要建立有效的市场价格监测和反

馈机制，确保价格调整的及时性和准确性。频繁的价格调

整可能增加合同管理的复杂性和行政成本。 

4.3 材料价格合理调整 

合同中会规定材料价格在一定范围内的调整机制，当

市场价格波动超过预设范围时进行调整。例如，可以设定

一个价格波动的上下限，当价格变动超过这个范围时，通

过协商进行价格调整。优点在于既保持了一定的价格稳定

性，又能够在价格发生较大波动时进行合理调整。合理调

整策略有助于降低合同双方的风险。例如，在材料价格小

幅波动时，双方都能够在合同预定的价格范围内进行管理，

避免频繁调整带来的麻烦；在价格发生较大波动时，能够通

过协商调整价格，平衡双方的利益，减少合同纠纷的发生。 

材料价格合理调整策略也需要设计合理的调整机制

和协商流程。合同中需要明确价格调整的具体条件和调整

方法，避免因解释分歧导致的纠纷。价格调整需要基于透

明和公正的市场价格信息，确保调整的合理性和可信度。 

5 建筑工程造价控制中的材料价格风险控制措施 

5.1 加强沟通，完善施工合同 

在工程项目中，发包方与承包方之间的沟通应贯穿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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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整个生命周期，从初期的招标和合同谈判到施工过程

中的协调和问题解决。加强沟通，可以确保双方在材料价

格的预期和调整机制上达成共识，减少误解和争议。在施

工合同中，应明确规定材料价格的调整机制和调整条件。

例如，可以约定在材料价格波动达到一定幅度时，通过协

商或根据市场价格指数进行调整。 

5.2 完善材料价格调研与调整机制 

定期进行市场调研，掌握最新的材料价格信息，可以

帮助项目管理者及时了解市场动态，预判价格趋势，从而

在采购和预算编制中做出科学决策。应组建专业的调研团

队，定期收集和分析市场价格数据，包括国内外市场的价

格变化、供需情况、政策变动等。利用大数据和信息化手

段，建立材料价格数据库和预警系统，实时监控价格波动，

并及时反馈给相关决策者。还可以通过与供应商、行业协

会和其他项目的合作，获取更多的市场信息，提高价格调

研的准确性和全面性。在材料价格调整机制方面，应根据市

场调研结果和项目实际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调整方案
[3]
。

调整机制应明确价格调整的条件、方法和程序，并在合同

中予以约定。例如，可以采用基准价格法、浮动价格法或

调价系数法，根据市场价格变化进行动态调整。 

5.3 创新发包人供货模式 

传统的供货模式中，材料的采购和供应通常由承包方

负责，这种模式下，材料价格的波动风险主要由承包方承

担。创新发包人供货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散和降低

这种风险。在这种模式下，发包人直接与材料供应商签订

采购合同，由发包人负责材料的采购和供应，承包方仅负

责施工。优点在于发包人可以通过集中采购，获得更优惠

的价格和稳定的供应，同时减少承包方因价格波动带来的

风险和成本压力。另一种创新模式是联合采购模式。发包人

和承包方可以联合进行材料采购，通过规模化采购获得更低

的价格和更好的供应条件。此外，还可以采用长期合作模式，

与优质供应商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通过签订长期供货

协议，锁定价格和供应量，降低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 

5.4 完善材料认质认价确认机制 

在建筑工程中，材料的质量和价格直接影响工程的质

量和成本，因此，完善材料认质认价确认机制至关重要。

发包方和承包方应共同参与材料的认质认价过程，通过招

标、竞价、比价等方式，确定材料的供应商和价格。在这

个过程中，应充分考虑材料的品牌、规格、质量等因素，

确保所选材料符合工程的技术要求和质量标准。材料到场后，

发包方和承包方应共同进行质量检验和验收，确保材料的质

量符合合同要求和技术规范。对于不符合要求的材料，应及

时退货或更换，避免因材料质量问题影响工程质量和进度。

引入第三方检测机构，对材料的质量和价格进行独立检测和

评估，提供客观公正的检测报告，作为认质认价的依据。 

5.5 完善设计方案 

在工程设计阶段，考虑材料价格因素并优化设计方案，

是降低材料价格风险的重要措施之一。在设计阶段应充分

考虑材料的性价比，选用符合技术要求且价格合理的材料。

设计师应与项目管理团队密切合作，了解市场上的材料供

应情况和价格趋势，选择合适的材料品牌和规格，确保设

计方案既满足工程的功能要求，又具有良好的经济性。可

以采用模块化设计和标准化设计，减少非标准材料的使用，

提高材料的采购和使用效率。模块化设计可以通过预制构

件的生产和组装，减少现场施工的工作量和材料浪费，从

而降低成本和提高施工效率。 

5.6 加强监督与管理 

加强监督与管理是确保材料价格风险控制措施有效

落实的关键。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对材料采购、使

用、质量检验等环节进行全过程监督。项目管理团队应对

材料的采购和使用情况进行定期检查和审计，确保采购过

程的透明和合规，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成本增加和质量

问题。引入第三方监督机制，对材料的采购和使用进行独

立监督和评估。第三方监督机构可以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

和独立的监督报告，帮助项目管理团队及时发现和解决问

题，确保材料的质量和价格符合合同要求。加强对项目管

理人员的培训，提高其专业素质和管理能力。通过培训，使

管理人员掌握最新的市场信息和管理方法，增强其应对材料

价格波动和风险的能力，确保各项控制措施的有效落实。 

6 结语 

材料价格风险管理是建筑工程造价控制中的重要环

节，直接关系到项目的成本、质量和进度。通过加强沟通

完善施工合同、建立科学的价格调研与调整机制、创新供

货模式、完善认质认价确认机制、优化设计方案以及强化

监督管理，可以有效降低材料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在未

来的工程实践中，应持续关注市场动态，结合先进的管理

理念和技术手段，不断优化和完善材料价格风险控制措施。

只有这样，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确保工程项目

的经济性、质量和可持续性，推动建筑行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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