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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网工程具有点多面广、工程量大、时间紧、任务重的特点,控制好工程造价,合理使用建设资金,是工程管理的重头

戏。因此,如何科学合理地实施工程建设和造价控制,已成为当前农网改造升级工程中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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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造价管理就是对工程建设项目的资金控制使用。运

用科学、技术原理和方法,在统一目标、各负其责的原则下,

为确保建设工程的经济效益和有关各方面的经济权益而对

建设工程造价及建安工程价格所进行的全过程、全方位的,

符合政策和客观规律的全部业务行为和组织活动。 

工程造价是项目决策、制定投资计划、控制投资和筹集

建设资金的依据；是评价项目投资经济效果的重要指标；是

合理利益分配和调节产业结构的手段。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

面：可行性研究投资估算、初步设计概算、施工图预算、竣

工结算和决算。下面对这几方面的概念、特点、作用及文件

组成做简单的论述： 

投资估算是指在项目投资决策过程中,依据现有的资料

和特定的方法,对建设项目的投资数额进行的估计。它是项

目建议书、项目申请报告和可行性研究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项目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投资估算是建设项目技术经济

评价和投资决策的基础,在项目建议书、预可行性研究、可

行性研究、方案设计阶段(包括概念方案设计和报批方案设

计)应编制投资估算。投资估算的准确与否影响到项目建议

书和可行性研究工作的质量和经济评价结果,也直接关系到

下一阶段设计概算和施工图预算的编制,对建设项目资金筹

措方案也有一定的影响。 全面准确地估算建设项目的投资,

是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乃至整个决策阶段造价管理的

重要任务。 投资估算文件一般由编制说明、投资估算分析、

总投资估算表、单项工程估算表、工程建设其它费用估算表、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流动资金估算等内容组成。 

初步设计概算是在投资估算的控制下由设计单位根据

初步设计或扩大初步设计的图纸及说明,利用国家或地区颁

发的概算指标、概算定额或综合指标预算定额、设备价格、

材料预算价格等资料,按照设计要求,概略地计算建(构)筑

物、设备、安装或其它相关造价的文件。其特点是编制工作

相对简略,无需施工图预算的准确程度。 

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概算是初步设计文件的重要组成部

分,它的主要作用有：(1)初步设计概算是编制固定资产投资

计划文件,确定和控制建设项目投资的依据。(2)初步设计概

算是签订建设工程承发包合同和贷款合同的依据。(3)初步

设计概算是控制施工图设计和施工图预算的依据。(4)初步

设计概算是衡量设计方案技术经济合理性和选择最佳设计

方案的依据。(5)初步设计概算是项目实施全过程造价控制

管理,考核建设项目投资效果的依据。 

施工图预算是指在设计施工图完成后,计算设计施工图

的工程量,根据施工组织设计和施工方法,套用现行工程预

算定额、费用定额及设备价格、材料预算价格等,编制的单

位工程或单项工程建设费用的经济文件。施工图预算不是工

程建设产品的最终价格。施工图预算是施工图设计文件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项目法人控制投资、拨付工程进度款和单项

工程结算的重要依据。一般的建筑安装工程均是以施工图预

算确定的工程造价开展招标、投标和结算工程价款的,它对

建设工程各方都有着重要的作用。(1)根据施工图修正建设

投资。根据初步设计图所做的设计概算,有控制施工图预算

的作用,但设计概算中反映不出各专业工程的造价。施工图

预算依据施工图编制,确定的工程造价是该工程实际的计划

成本,按施工图预算修正筹集建设资金,并控制资金的合理

使用,更具有实际意义。(2)根据施工图预算确定招标的标

底。在有标底的招投标过程中,建筑安装工程招标的标底金

额,一般按施工图预算确定。完整、正确的施工图预算是招

标工程标底的依据,有合理的标底,则有利于招标工作的顺

利进行。(3)根据施工图预算拨付和结算工程价款。工程发

包后,施工图预算是控制投资的依据,施工过程中,建设单位

和施工企业依据合同规定拨付工程价款,而拨付工程价款的

数额是依据施工图预算完成的工程数量确定的,工程的竣工

结算也是依据施工图预算或修正后的施工图预算确定。 

工程竣工结算是指承包人按照合同规定的内容全部完成

所承包的工程,经验收质量合格,并符合合同要求之后,向发

包人进行的最终工程价款结算。工程完工后,双方应按照约定

的合同价款及合同价款调整内容以及索赔事项,进行工程竣

工结算。(1)单位工程竣工结算由承包人编制,发包人审查；

实行总承包的工程,由具体承包人编制,在总承包人审查的基

础上,发包人审查。(2)单项工程竣工结算或建设项目竣工总

结算由总(承)人编制,发包人可直接进行审查,也可以委托具

有相应资质的工程造价咨询机构进行审查。政府投资项目,由

同级财政部门审查。单项工程竣工结算或建设项目竣工总结

算经发、承包人签字盖章后有效。工程价款结算对于建筑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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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企业和建设单位均具有重要的意义,主要表现在：①竣工结

算是承包商确定最终收入、进行经济核算和考核工程成本的

依据；②竣工结算是确定工程最终造价、了结承包商与发包

人之间合同关系和经济责任的依据；③竣工结算是施工企业

完成施工生产和建设单位完成建设任务的依据；④竣工结算

是建设单位编制竣工决算的依据；⑤竣工结算是反映建筑安

装工程实际造价、编制工程概算定额和概算指标的依据。 

竣工决算是指由建设单位编制的反映建设项目实际造价

和投资效果的文件。亦指建设项目竣工后,由项目法人单位报

告建设成果和财务状况的总结性文件。同时也是编制、测算

和确定决算文件的过程。其内容应包括从项目策划到竣工投

产全过程的全部实际费用。竣工决算由“竣工决算报表”和

“竣工情况说明书”两部分组成,一般大中型建设项目的竣工

决算报表包括：竣工财务决算审批表、竣工工程概况表、竣

工决算财务表、建设项目交付使用财产总表、交付使用财产

明细表；小型建设项目的竣工决算报表包括：竣工财务决算

审批表、竣工决算总表和交付使用财产明细表。 

从工程造价管理的角度,电力工程主要分为发电工程与

电网工程两类。由于电力工程具备工艺技术先进、涉及专业

复杂,施工工艺复杂、建设质量要求高,资金密集、投资规模

大以及建设周期长、组织管理工作复杂的因素,使得电力工

程造价管理工作具有如下特点：①“科学确定造价、严格控

制结算”,不片面追求最低造价；②工程造价管理工作贯穿

项目实施全过程；③工程造价计价依据完善、系统；④全寿

命周期理论在造价管理中的扩展。项目实施各阶段 对应的

各阶段造价管理工作。 

在工程造价全过程管理中,概算不能超过估算,预算不

能超过概算,结算不能超过预算。为了更好的做好工程造价

工作,要注意以下下几点：一、做好对造价员的培训和继续

教育工作,造价的准确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造价员的业

务水平,因此对造价员的培训非常必要。二、平时注意收集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省、自治区、直辖市或有关部门

发布的工程造价计价标准、计价办法等有关规定。三、注意

收集最近招标设备材料价格,购买当地《工程建设造价信

息》。根据同一套图纸,采用相同的工程量计算规则计算工程

数量、相同的定额,按照相同的建设主管部门规定的费用计

算程序和其他取费规定,各单位进行造价的结果都不可能完

全一样。因为编制者采用的施工方案或方法不可能全部相同,

设备价格、材料预算价格也因工程所处的不同时间、地点或

来源不同等而有所差异。四、学习与造价相关的工程建设知

识,熟悉本专业施工图纸表达的工程内容和工程量计算规

则；掌握实施该工程对象的施工方案或方法,多与设计人员

沟通,理解设计人员意图。五、有效控制工程造价,应从组织、

技术、经济、合同与信息管理等多方面采取措施,从组织上

明确项目组织结构,明确管理职能分工,从技术上重视设计

方案的选择,严格审查初步设计、技术设计、施工图设计与

施工组织设计。收集图会审记录,经批准的施工组织设计、

设计变更、工程洽商、索赔与现场签证和相关会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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