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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施工阶段工程造价控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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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持续推进，建筑工程行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着愈发重要的地位。近年来，建筑

行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展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建筑工程行业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市场竞争愈发激烈，大型

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凭借资金、技术、品牌等优势，在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小企业面临较大的市场竞争压力。建设单位

片面追求低造价、短工期，工程质量管理系统不完善，缺乏健全的质量管理体制，设计单位行为不规范，劳动力市场人员素

质偏低，监理管理体制不完善等问题，也严重影响了建筑工程的质量和效益。因此，深入研究建筑工程施工阶段工程造价控

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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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continuous promotion of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occupie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In recent years, the market size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has 

continued to expand, demonstrating strong growth momentum.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also faces many challenges in its 

development process. The market competition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fierce, with larg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 dominating the market with advantages such as capital, technology, and brand.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re 

facing significant market competition pressure. The construction unit's one-sided pursuit of low cost and short construction period, 

incomplete engineering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lack of sound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non-standard behavior of design units, 

low quality of labor market personnel, and imperfect supervision management system have also seriously affected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Therefore, in-depth research on cost control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phase of building engineering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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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建筑工程项目的规模如

雨后春笋般不断扩张，从地标性摩天大楼到大型商业综合

体，从市政基础设施到住宅小区，无一不彰显着建筑行业

的蓬勃发展。与此同时，建筑市场的竞争格局愈发激烈，

企业间为了争夺有限的市场份额，各出奇招。在这样的大

环境下，建筑企业若想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实现可持续发

展，如何精准且有效地控制工程造价，将每一分资金都花

在刀刃上，进而显著提高项目的经济效益，已然成为企业

决策层高度关注的核心要点。 

施工阶段作为建筑工程全生命周期中的关键环节，呈

现出诸多显著特征。此阶段是整个项目资金投入最为集中

且庞大的时期，从建筑材料的采购、施工设备的租赁，到

施工人员的薪酬发放等，各项费用如流水般持续支出。而

且，施工周期往往较长，短则数月，长则数年，期间容易

受到多种复杂因素的干扰。这些因素涵盖了自然环境变化，

如暴雨、暴雪、地震等自然灾害可能导致工程延误与额外

成本增加；社会环境因素，像政策法规的调整、劳动力市

场的波动等，都可能对工程造价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大

力加强施工阶段的工程造价控制，对于成功实现项目既定

的成本目标，提升企业在市场中的综合竞争力，无疑具有

举足轻重、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1 建筑工程施工阶段工程造价控制的重要性 

1.1 确保项目经济效益 

施工阶段的工程造价控制在整个建筑工程中起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其能够依据项目实际情况，科学且合理地

安排资金使用。通过对施工过程中的各项费用，诸如材料

采购费用、人工成本、机械租赁费用等进行全方位、严格

的监控和精细化管理，有效规避资金的无端浪费以及不必

要的成本攀升。如此一来，可确保项目在既定预算范围内

高质量完成，进而顺利实现预期的经济效益。 

1.2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有效的造价控制要求对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进行

科学配置和合理利用。在施工过程中，通过制定合理的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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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计划、优化资源调配方案，可以避免资源的闲置和浪费，

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这不仅有助于降低项目成本，还能

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1.3 增强企业竞争力 

在当今市场竞争白热化的大环境下，建筑企业的成本

控制能力已然成为其核心竞争力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在施

工阶段大力强化工程造价控制，对企业而言具有多重深远

意义。一方面，企业得以凭借更为优化的成本结构，投入

更少的资源打造出品质上乘的建筑产品，进而在竞争激烈

的市场中脱颖而出，占据领先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出色

的造价控制绝非孤立存在，其背后反映的是企业高效且精

细化的管理体系。这种能力不仅有助于企业内部资源的合

理调配与高效利用，全方位提升管理水平，还能够在业界

树立起良好的信誉度，吸引更多优质客户与合作伙伴，为

企业的可持续长远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2 建筑工程施工阶段工程造价控制存在的问题 

2.1 造价控制意识薄弱 

部分建筑企业及项目管理人员尚未充分意识到施工

阶段工程造价控制的重要性，普遍存在着重施工进度、轻

造价控制的现象。在施工进程中，团队往往将主要精力集

中于工程质量达标与工期目标的顺利实现，过度关注施工

的速度与质量成果，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成本的精细化

控制与系统性管理。这种管理偏差致使项目在施工过程中

频繁出现不必要的资源浪费、预算外支出等情况，最终导

致项目成本超支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压缩了项目的利润空

间，甚至可能影响到企业后续项目的开展与运营。 

2.2 施工方案不合理 

施工方案的合理性直接影响工程造价，这是建筑工程领

域不可忽视的关键环节。一些施工单位在制定施工方案时，

缺乏科学的分析和论证，往往仅凭经验行事，未对施工工艺、

施工顺序、资源配置等诸多关键因素进行深入剖析，而这些

因素恰恰与成本紧密相连，例如，在施工机械的选型上，部

分施工单位未综合考量工程规模、工期要求、场地条件以及

机械租赁成本等，盲目选择功率过大或过小、不经济的施工机

械。功率过大的机械会造成能源浪费，增加燃油或电力消耗成

本；功率过小的机械则会导致施工效率低下，延误工期，进而

增加人工成本以及其他间接费用。在施工流程方面，不合理的

施工顺序安排，如先进行复杂且易受干扰的分项工程，后开展

基础工程，不仅可能因施工过程中的相互影响而频繁返工，还

会导致施工场地的多次重复布置，增加材料搬运成本以及临时

设施搭建成本等，这些都会致使施工成本显著增加。 

2.3 材料管理不善 

材料费用在建筑工程造价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般而言，其占比可达 60%～70%，堪称影响工程造价的

关键因素。然而，在实际施工进程中，材料管理方面暴露

出诸多不善之处，问题尤为突出。一方面，材料采购环节

存在严重缺陷，既缺乏科学严谨的采购计划，未能依据工

程进度、材料需求特性等制定精准方案，也欠缺充分的市

场调研，对不同供应商的价格波动、质量差异等了解不足，

导致采购价格普遍偏高，平白增加了不必要的成本开支。

另一方面，材料在收发、存储以及使用的全流程中，浪费

现象屡见不鲜。施工现场常常可见材料堆放杂乱无章，缺

乏合理的分类与规划，不仅增加了材料寻找与取用的难度，

还可能因相互挤压、受潮等原因造成损坏；同时，材料损

耗率过高，在搬运、加工过程中因操作不当、工艺落后等

因素，致使大量材料无端浪费，这些都使得材料成本逐渐

脱离可控范围，对建筑工程的整体造价控制构成严峻挑战。 

2.4 合同管理不规范 

合同在建筑工程施工阶段的造价控制中占据着举足

轻重的地位，是各项造价管理工作开展的关键依据。然而，

当下部分建筑工程在合同管理环节存在诸多不规范之处。

从合同条款来看，一些条款表述模糊、语义不明，致使合

同双方在执行过程中对权利与义务的界定产生分歧。在计

价方式上，部分合同所采用的计价模式缺乏合理性，无法

精准匹配工程实际情况，例如未能充分考虑材料价格波动、

施工工艺复杂程度变化等因素，为后续造价失控埋下隐患。

而违约责任方面，也存在约定不明确的问题，对于违约情

形的界定较为笼统，违约赔偿的标准和方式未清晰阐述。

这些漏洞使得在施工进程中，合同纠纷极易滋生，进而引

发工程变更的随意性增加，索赔事件也频繁上演，最终对

工程造价的有效控制造成严重冲击。 

2.5 造价控制手段落后 

在当今建筑行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不少建筑企业在

施工阶段的造价控制环节，仍沿用传统的手工核算模式以

及事后算账的陈旧方法。此类方式过度依赖人工操作，既

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与时间，又极易出现人为误差。并且，

由于缺乏先进信息技术与科学管理手段的有力支撑，在施

工进程中，难以借助信息化工具对成本数据进行实时采集、

传输与分析，进而无法达成对成本的实时监控以及动态管

理。一旦施工过程中出现成本偏差，如材料价格大幅波动、

施工工艺变更导致费用增加等情况，这种落后的控制手段

便无法及时察觉并妥善解决，致使造价控制效果远不尽如

人意，严重影响建筑企业的经济效益与项目的顺利推进。 

3 建筑工程施工阶段工程造价控制策略 

3.1 强化造价控制意识 

建筑企业应高度重视对全体员工造价控制意识的培

养，积极组织多样化的培训活动。培训内容不仅涵盖工程

造价控制的基础理论知识，还会结合过往项目中因造价控

制不当导致成本超支的实际案例，深入剖析问题根源，让

员工直观地认识到施工阶段工程造价控制的重要性。同时，

通过企业内部宣传栏、电子显示屏滚动播放以及定期推送

宣传邮件等形式，持续向员工传递造价控制理念，在企业

内部形成全员参与造价控制的良好氛围。 

此外，企业需建立一套健全且科学的造价控制考核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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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各项造价控制指标，将具体的造价控制目标细化分解到

各个部门乃至每位员工身上，并将其与员工的绩效紧密挂钩。

例如，对于在材料采购环节通过合理谈判降低采购成本的员

工，给予绩效加分及物质奖励；对于因工作失误导致成本增

加的员工，相应扣减绩效分数。以此激励员工主动关注并积

极参与造价控制工作，确保项目在预算范围内高效推进。 

3.2 优化施工方案 

施工单位在制定施工方案时，应组织专业人员进行科

学地分析和论证，充分考虑施工工艺、施工顺序、资源配

置等因素对成本的影响。通过对不同施工方案的技术经济

比较，选择既满足工程质量和工期要求，又能降低成本的

最优方案。例如，在选择施工机械时，应根据工程特点和

施工条件，选择合适的机械型号和数量，避免大马拉小车

的现象；在安排施工流程时，应合理组织施工，减少工序

间的等待时间，提高施工效率。 

3.3 加强材料管理 

3.3.1 科学制定材料采购计划 

施工团队需依据施工进度安排以及详尽的设计图纸，

运用科学的计算方法，精准预估各类材料的需求量。在此

基础上，制定涵盖材料规格、数量、进场时间等细节的材

料采购计划。同时，组建专业的市场调研小组，定期收集

市场信息，深入剖析材料价格波动趋势，结合项目实际需

求，挑选性价比高的采购时机，筛选优质供应商，签订有

利的采购合同，有效降低材料采购成本。 

3.3.2 严格材料验收和存储管理 

建立健全严谨且细致的材料验收制度，在材料进场时，

安排专业人员对其数量进行逐一清点，运用专业检测设备

和方法，对质量展开全面检测，严格核查材料规格，确保

各项指标均与设计要求和施工标准高度契合。同时，依据

材料的特性与使用计划，合理规划材料存储场地，通过搭

建规范的存储货架、设置防潮防水设施等方式，做好材料

的保管和防护工作，从源头上减少材料在存储与取用过程

中的损耗和浪费现象。 

3.3.3 加强材料使用管理 

实行材料限额领料制度，首先要依据精准的施工预算以

及科学规划的施工进度，为各施工班组详细制定材料领用额

度。在材料发放环节，严格按照既定额度执行，杜绝超额领

料情况发生。同时，在材料使用过程中，构建全面的监督与

检查机制，安排专人定期巡检施工现场。一旦发现诸如随意

丢弃完好材料、不合理切割导致材料浪费等现象，立即予以

纠正，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教育与警示。通过这些举措，切

实提高材料的利用率，降低因浪费造成的成本增加。 

3.4 规范合同管理 

在签订建筑工程合同时，应确保合同条款清晰、明确、

完整，避免出现歧义。合同中应明确约定工程价款的计价方

式、支付方式、工程变更和索赔处理程序、违约责任等内容，

为施工阶段的造价控制提供明确的依据。加强对合同执行过

程的监督和管理，及时掌握合同履行情况。对于工程变更和索

赔事项，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程序进行处理，确保变更和索

赔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同时，建立合同纠纷预警机制，及时发

现和解决合同纠纷，避免因合同纠纷导致工程造价增加。 

3.5 采用先进的造价控制手段 

3.5.1 引入工程造价管理信息系统 

引入功能完备的工程造价管理信息系统，借助其强大

的数据采集模块，对施工过程中的各类成本数据，如材料采

购费用、人工工时支出、设备租赁开销等，进行全方位、实

时性的抓取与汇总。系统内置先进的数据分析算法，能快速

甄别成本数据中的异常波动，精准定位成本偏差问题。一旦

发现偏差，系统会即刻发出预警提示，同时为管理者提供多

维度的调整策略建议，如优化施工工序以减少人工耗时、通

过集中采购降低材料成本等。通过该信息系统的深度应用，

不仅能显著提升造价控制工作的效率，大幅缩短数据分析与

决策制定的时间，还能极大提高成本核算的准确性，将误差

率控制在极小范围，真正实现对项目成本的动态化、精细化

管理，为项目的顺利推进和盈利目标的达成筑牢根基。 

3.5.2 应用 BIM 技术 

BIM 技术是一种基于建筑信息模型的数字化技术，

具有可视化、协调性、模拟性、优化性等特点。在施工阶

段，应用 BIM 技术可以实现对建筑工程的三维建模和施

工模拟，提前发现施工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优化施工方案，

减少工程变更和索赔。同时，通过 BIM 模型可以准确计

算工程量和材料用量，为造价控制提供精确的数据支持。 

4 结论 

建筑工程施工阶段的工程造价控制是一项复杂的系

统工程，涉及到多个环节和多个方面。当前，我国建筑工

程施工阶段的工程造价控制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建筑企

业和相关部门高度重视。通过强化造价控制意识、优化施

工方案、加强材料管理、规范合同管理和采用先进的造价

控制手段等策略，可以有效地提高施工阶段的造价控制水

平，实现项目的成本目标，提高建筑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竞

争力，促进建筑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在未来的研究中，还

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如何结合建筑行业的新技术、新方法，

不断完善施工阶段的工程造价控制策略，为建筑工程行业

的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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