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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工程造价管理基础知识 

【学习目标】 

本章对建设项目、工程造价管理、工程造价咨询、造价工程师与造价员进行了概述。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了解基本概念及其产生和发展；熟悉建设项目的组成与分类，工

程造价管理的目标、任务、特点和对象；重点掌握建设项目建设程序、工程造价管理的内

容、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注册造价工程师和造价员资格管理。 

第一节 建设项目管理概述 

一、建设项目的划分与分类 

（一）建设项目的划分 

1. 建设项目 

建设项目是指具有完整的计划任务书和总体设计并能进行施工，行政上有独立的组织

形式，经济上实行统一核算建设工程。一个建设项目可由几个单项工程或一个单项工程组

成。在生产性建设项目中，一般是以一个企业或一个联合企业为建设项目；在非生产性建

设项目中，一般是以一个事业单位为建设项目，如一所学校；也有以经营性质为建设项目，

如宾馆、饭店等。 

2. 单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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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项工程又称工程项目，是建设项目的组成部分。一个建设项目，可以是一个单项工

程，也可能包括多个单项工程。所谓单项工程是具有独立的设计文件，竣工后可以独立发

挥生产能力或效益的工程。例如，新建一个钢铁厂，这一建设项目可按主要生产车间、辅

助生产车间、办公室、宿舍等分为若干单项工程。单项工程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按其构

成可分为建筑工程，设备及其安装工程，工具、器具及生产用具的购置等。 

3. 单位工程 

单位工程是指具有独立的设计文件，能单独施工，并可以单独作为经济核算对象的工

程，单位工程是单项工程的组成部分。单位工程一般划分为建筑工程、设备及其安装工程。 

（1）建筑工程。根据其中各组成成分的性质、作用再分为若干单位工程： 

①  一般土建工程，包括房屋及构筑物的各种结构工程和装饰工程； 

②  卫生工程，包括室内外给排水管道、采暖、通风及民用煤气管道工程等； 

③  工业管道工程，包括蒸汽、压缩空气、煤气、输油管道工程等； 

④  特殊构筑物工程，包括各种设备基础、高炉、烟囱、桥梁、涵洞工程等； 

⑤  电气照明工程，包括室内外照明、线路架设、变电与配电设备安装等。 

（2）设备及其安装工程。设备购置与安装工程，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在工程

预算上把两者结合起来，组成为设备及其安装工程，其中又可分为： 

①  机械设备及其安装工程，包括工艺设备、起重运输设备、动力设备等的购置及其安

装工程； 

②  电气设备及其安装工程，包括传动电气设备、吊车电气设备、起重控制设备等的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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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及其安装工程。 

4. 分部工程 

分部工程是单位工程的组成部分，应按专业性质、建筑部位确定。如一个单位工程中

的土建工程可以分为土石方工程、砖石工程、脚手架工程、钢筋混凝土工程、楼地面工程、

屋面工程及装饰工程等，而其中的每一个部分就是一个分部工程。当分部工程较大或较复

杂时，可按材料种类、施工特点、施工程序、专业系统及类别等将其划分为若干子分部工程。 

5. 分项工程 

分项工程是指按照不同的施工方法、建筑材料、设备不同的规格等，将分部工程作进

一步细分的工程。分项工程是建筑工程的基本构造要素，是分部工程的组成部分，如土石

方分部工程，可以分为人工挖土方、机械挖土方、运土方、回填土方等分项工程。 

（二）建设项目的分类 

1. 建设项目按其用途不同分类 

1）生产性建设项目 

生产性建设项目是指直接用于物资（产品）生产或满足物质（产品）生产所需要的建

设项目，主要包括以下的建设项目：①  工业建设；②  建筑业建设；③  农林水利气象建设；

④  邮电运输建设；⑤  商业和物资供应建设；⑥  地质资源勘探建设。 

2）非生产性建设项目 

非生产性建设项目一般是指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所需要的建设项目，主要包括以

下建设项目：①  住宅建设；②  文教卫生建设；②  科学实验研究建设；④  公用事业建设；

⑤  其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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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设项目按其性质不同分类 

1）新建项目 

新建项目是指从无到有新开始建设的项目。有的建设项目原有规模较小，经重新进行

总体设计，扩大建设规模后，其新增加的固定资产价值超过原有固定资产价值三倍以上的，

亦属于新建项目。 

2）扩建项目 

扩建项目是指原企事业单位为了扩大原有产品的生产能力和效益，或增加新的产品生

产能力和效益而扩建的生产车间、生产线或其他工程。 

3）改建项目 

改建项目是指原企事业单位，为了提高生产效率、改进产品质量或改变产品方向，对

原有设备、工艺流程进行改造的建设项目。为了提高综合生产能力，增加一些附属和辅助

车间或非生产性工程，亦属于改建项目。 

4）恢复项目 

恢复项目是指企事业单位的固定资产因自然灾害、战争、人为灾害等原因部分或全部

被破坏报废，而后又重新投资恢复的建设项目。不论是按原来的规模恢复建设，还是在恢

复的同时进行扩充建设的部分，均属于恢复项目。 

5）迁建项目 

迁建项目是指企事业单位，由于各种原因将建设工程迁到另一地方的建设项目。不论

其建设规模是否维持原来的建设规模，均属于迁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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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设项目按规模不同分类 

依据建设项目规模或投资的大小，可把建设项目划分为大型建设项目、中型建设项目

和小型建设项目。对于工业建设项目和非工业建设项目的大、中、小型划分标淮，国家各

相关部门都有明确的规定。一个建设项目，只能属于大、中、小型其中的一类。大、中型

建设项目一般都是国家的重点骨干工程，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生产产品单一的工业企业，其建设规模一般按产品的设计能力划分。如钢铁联合企业，

年生产钢量在 100 万吨以上的为大型建设项目；10 万～100 万吨为中型建设项目；10 万吨

以下为小型建设项目。生产产品多种的工业企业，按其主要产品的设计能力进行划分，产

品种类繁多，难以按生产能力划分的，则按全部建设投资额的大小进行划分。 

4. 按项目的投资效益分类 

建设项目按投资效益可分为竞争性项目、基础性项目和公益性项目。 

5. 按项目的投资来源分类 

建设项目按投资来源可分为政府投资项目和非政府投资项目。按照其盈利性不同，政

府投资项目又可分为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和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 

二、建设项目建设程序 

1. 建设项目建设程序概念 

建设项目建设程序是指工程项目从策划、评估、决策、设计、施工到竣工验收、投入

生产或交付使用的整个建设过程中，各项工作必须遵循的先后工作次序。建设项目建设程

序是工程建设过程客观规律的反映，是建设项目科学决策和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按照建

设项目发展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过程，建设程序分成若干阶段，这些发展阶段有严格的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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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序，不能任意颠倒。 

2. 建设程序阶段划分 

依据建设程序一般分为以下阶段： 

（1）项目建议书阶段。项目建议书是业主向国家提出的要求建设某一具体项目的建议

文件，项目建议书一经批准后即为立项，立项后可进行可行性研究。 

（2）可行性研究阶段。可行性研究是对建设工程项目技术上是否可行和经济上是否合

理而进行的科学分析和论证，可行性研究报告一经批准后即形成项目投资决策。 

（3）建设地点选择阶段。如选工厂厂址主要考虑三大问题：一是资源、原材料是否落

实可靠；二是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等建厂的自然条件是否可靠；三是交通运输、燃料动力

等建厂的外部条件是否具备，经济上是否合理。 

（4）初步设计阶段。初步设计是为了阐明在指定地点、时间和投资限额内，拟建项目

技术上的可行性和经济上的合理性。 

（5）施工图设计阶段。施工图设计是在初步设计基础上完整地表现建筑物外形、内部

空间尺寸、结构等，还包括通信、管道系统设计等。 

（6）建设准备阶段。初步设计经批准以后，进行施工图设计并做好施工前的各项准备

工作。 

（7）工程实施阶段。在开工报告和建设年度计划得到批准后，即可组织施工。 

（8）生产准备阶段。根据工程进度，做好生产准备工作。 

（9）竣工验收阶段。项目按批准的设计内容完成，经投料试车合格后，正式验收，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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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生产使用。验收前，建设单位要组织设计、施工等单位进行初检，提出竣工报告，整理

技术资料，分类立卷，移交建设单位保存。 

（10）后评价阶段。总结项目建设成功或失误的经验教训，供以后的项目决策借鉴；同

时，也可为决策和建设中的各种失误找出原因，明确责任；还可对项目投入生产或使用后

还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弥补项目决策和建设中的缺陷。 

以上程序可由项目审批主管部门视项目建设条件、投资规模作适当调整。 

第二节 工程造价管理理论概述 

一、工程造价管理的概念 

工程造价管理是指在建设项目的建设中，全过程、全方位、多层次地运用技术、经济

及法律等手段，通过对建设项目工程造价的预测、优化、控制、分析、监督等，以获得资

源的最优配置和建设工程项目最大的投资效益。 

工程造价管理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建设工程投资费用管理；二是指工程价格管理。 

1. 建设工程投资费用管理 

建设工程的投资费用管理，属于投资管理范畴。管理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目标而进行的

计划、组织、协调、控制等系统活动。建设工程投资管理，就是为了达到预期的效果对建

设工程的投资行为进行计划、组织、协调与控制。这种含义的管理侧重于投资费用的管理，

而不是侧重于工程建设的技术方面。建设工程投资费用管理的含义是为了实现投资的预期

目标，在拟订的规划、设计方案的条件下，预测、计算、确定和监控工程造价及其变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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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活动。这一含义既涵盖了微观的项目投资费用的管理，也涵盖了宏观层次的投资费用

的管理。 

2. 工程价格管理 

工程价格管理是属于价格管理范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管理分两个层

次。在微观层次上是生产企业在掌握市场价格信息的基础上，为实现管理目标而进行的成

本控制、计价、定价和竞价的系统活动。它反映了微观主体按支配价格运动的经济规律，

对商品价格进行能动的计划、预测、监控和调整，并接受价格对生产的调节。在宏观层次

上是政府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利用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对价格进行管理

和调控，以及通过市场管理规范市场主体价格行为的系统活动。工程建设关系国计民生，

同时政府投资公共项目仍然有相当份额，所以国家对工程造价的管理，不仅承担一般商品

价格的调控职能，而且在政府投资项目上也承担着微观主体的管理职能。这种双重角色的

双重管理职能，是工程造价管理的一大特色。区分两种管理职能，进而制定不同的管理目

标，采用不同的管理方法是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的本质所在。 

二、工程造价管理的产生与发展 

1. 工程造价管理的产生 

工程造价管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现代管理科学的发展而产

生发展的。 

我国古代在组织规模宏大的生产活动（例如土木建筑工程）时就运用了科学管理方法。

据《缉古算经》等书记载，我国唐代就有夯筑城台的用工定额—— 功。公元 1103 年，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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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建筑家李诫编修了《营造法式》，该书共 36 卷，3 555 条，包括释名、工作制度、功限、

料例、图样五个部分。其中“功限”就是现在的劳动定额，“料例”就是材料消耗定额。第一、

二卷主要是对土木建筑名词术语的考证，即“释名”；第三至十五卷是石作、木作等工作制度，

说明工作的施工技术和方法，即“工作制度”；第十六卷至二十五卷是工作工额的规定，即“功

限”；第二十六卷至二十八卷是各工程用料的规定，即“料例”；第二十九卷至三十六卷是图

样。《营造法式》汇集了北宋以前的技术精华，对控制工料消耗、加强施工管理起了很大的

作用，并一直沿用到明清。清代管辖官府建筑的工部所编著的《工程做法》一直流传至今。

由此可看出，北宋时已有了造价管理的雏形。 

现代工程造价管理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而产生的，最早出现在 16 世纪至 18 世纪

的英国。社会化大生产促使大批厂房新建；农民从农村向城市集中，需要大量住房，从而

使建筑业逐渐得到发展。随着设计与施工分离形成独立的专业后，出现了工料测量师对已

完工程量进行测量、计算工料、进行估价，并以工匠小组名义与工程委托人和建筑师洽商，

估算工程价款。工程造价管理由此产生。 

2. 工程造价管理的发展 

从 19 世纪初期开始，资本主义国家在工程建设中开始推行招标承包制，要求工料测量

师在工程设计以后和开工以前就进行测量和估价，根据图纸算出实物工程量并汇编成工程

量清单，为招标者确定拦标价或为投标者做出投标报价。从此，工程造价管理逐渐形成了

独立的专业。1881 年英国皇家测量师学会成立。至此，工程委托人能够在工程开工前预先

了解需要支付的投资额，但还不能在设计阶段就对工程项目所需投资进行准确预计，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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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进行有效的监督、控制。因此，往往在招标时或招标后才发现，根据完成的设计，工

程费用过高，投资不足，不得不中途停工或修改设计。业主为了使资源得到最有效利用，

迫切要求在设计早期阶段甚至在作投资决策时，就进行投资估算，并对设计进行控制。由

于工程造价规划技术和分析方法的应用，工料测量师也有可能在设计过程中相当准确地做

出概预算，并可根据工程委托人的要求使工程造价控制在限额以内。至此，从 20 世纪 40 年代

开始，在英国等经济发达国家产生了“投资计划和控制制度”，工程造价管理进入了一个崭新

阶段。 

从工程造价管理的发展历程中不难看出，工程造价管理是随着工程建设的发展和社会

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并日臻完善的。主要表现为： 

（1）从事后算账，发展到事前算账。最初只是消极地反映已完工程的价格，逐步发展

到开工前进行工程量的计算和估价，为业主进行投资决策提供依据。 

（2）从被动反映设计和施工，发展到能动地影响设计和施工。最初只是根据设计图纸

进行施工监督，结算工程价款，逐步发展到在设计阶段对造价进行预测，并对设计进行控制。 

（3）从依附于建筑师发展成一个独立的专业。当今在大多数国家包括我国都有专业学

会组织规范执业操守；高等院校也开设了工程造价专业，培养专门人才。 

三、工程造价管理的目标、任务、特点和对象 

1. 工程造价管理的目标 

工程造价管理的目标是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形势，利

用科学管理方法和先进管理手段，合理地确定工程造价和有效地控制造价，以提高投资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