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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引言



建筑工程造价超预算现象普遍01

随着建筑行业的快速发展，建筑工程造价超预算问题日益突出，给投资

方和施工企业带来巨大经济压力。

影响工程质量和进度02

造价超预算往往导致工程资金短缺，进而影响工程质量和进度，甚至引

发工程烂尾或停工。

探究原因及控制措施的重要性03

对建筑工程造价超预算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有效的控制措施，对

于提高工程投资效益、保障工程质量和进度具有重要意义。

背景与意义



研究目的：通过对建筑工程造价超预算原因的深入分析，

提出针对性的控制措施，以降低工程造价超预算风险，

提高工程投资效益。

研究内容

分析建筑工程造价超预算的主要原因，包括设计变更、

材料价格波动、施工管理不善等方面。

探讨现有工程造价控制方法的优缺点及适用范围。

提出针对性的控制措施，包括加强设计阶段造价控制、

完善材料价格风险管理机制、提高施工管理水平等方面。

通过实际案例验证控制措施的有效性。

研究目的和内容



02
建筑工程造价超预算原因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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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设计阶段对项目的理解不够深入，导致后续

施工图设计阶段出现大量变更，增加工程造价。

设计深度不足

设计人员在设计过程中过于追求建筑的美观性和

功能性，忽视了经济性，导致设计方案成本过高。

设计人员缺乏经济意识

由于时间紧迫，设计人员无法充分考虑各种因素，

导致设计方案存在缺陷，进而增加工程造价。

设计周期过短

设计阶段原因



招标文件中的工程量清单、计价依据等存在漏项或错误，导致投标
报价不准确，增加工程造价。

招标文件编制不严谨

投标单位为中标而采取低价策略，但在施工过程中通过变更、索赔
等方式提高造价。

投标报价策略不合理

评标办法过于注重价格因素，忽视了对投标单位综合实力和信誉的考
察，导致中标单位实力不足，难以保证工程质量和进度。

评标办法不科学

招投标阶段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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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变更过多

由于设计变更、业主需求变更等原因，工程变更过多且未及时

办理签证手续，导致工程造价无法控制。

01

施工组织设计不合理

施工单位在施工组织设计时未充分考虑现场实际情况和施工条

件，导致施工方案不合理，增加工程造价。

02

材料价格上涨

受市场供求关系、政策调整等因素影响，建筑材料价格出现上

涨，导致工程造价超出预算。

施工阶段原因



结算资料不完整

在竣工结算过程中发现
原招标文件或施工合同
中的计价依据存在错误
或不合理之处，导致结
算价格偏离实际成本。

计价依据不准确

审核把关不严

建设单位在竣工结算审
核过程中把关不严或存
在疏忽情况，未能及时
发现并纠正施工单位的
不合理报价行为。

施工单位在提交竣工结
算资料时存在缺漏或不
符合规范要求的情况，
导致结算审核难度增加
和造价争议。

竣工结算阶段原因



03
建筑工程造价超预算控制
措施



强化设计概算编制

在设计阶段，应加强对设计概算的编制和审查，确保设计概算的准确性和合理性。通过与设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设

计意图和工程内容，避免出现漏项和重复计算。

推行限额设计

在设计过程中，推行限额设计，按照批准的投资估算控制初步设计，再按批准的初步设计总概算控制施工图设计。各

专业在保证达到使用功能的前提下，按分配的投资限额控制设计，严格控制不合理变更，保证总投资额不被突破。

加强设计变更管理

对于必要的设计变更，应提前进行经济合理性分析，确保变更后的造价不超出预算。同时，应建立严格

的设计变更审批制度，防止随意变更和增加工程造价。

设计阶段控制措施



编制准确的招标文件

在招投标阶段，应编制准确的招

标文件，明确工程范围、质量标

准、工期要求等关键信息。同时，

应合理设置投标报价的上下限，

避免出现恶意低价或高价中标的

情况。

加强投标报价审查

对于投标人的报价，应进行详细

审查和分析，确保其合理性和准

确性。对于明显低于成本价的报

价，应要求投标人提供详细的成

本分析资料，防止恶意低价中标

后无法履行合同。

签订合同明确权责

在签订合同时，应明确双方的权

利和义务，特别是关于工程造价

的条款。对于可能出现的造价调

整情况，应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处

理方式和调整机制。

招投标阶段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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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施工合同管理

在施工过程中，应严格遵守施工合同的约定，确保工程造
价不超出预算。对于因设计变更、材料价格变动等原因引
起的造价调整，应及时与业主和监理单位沟通协商，确保
调整合理合规。

优化施工组织设计

通过优化施工组织设计，合理安排施工进度和资源投入，
降低施工成本。同时，应加强现场管理和协调，减少窝工、
返工等浪费现象的发生。

强化材料设备管理

对于材料和设备的管理和使用，应建立严格的制度和流程。
通过合理的采购计划和库存管理，降低材料设备的采购成
本和浪费。同时，应加强对材料和设备的检验和保管工作，
确保其质量和安全。

施工阶段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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