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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施工企业如何做好过程结算管理
□  李建平

[摘  要] 在建设工程价款结算中推行过程结算，优势明显，同时也是我国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对在施工企业的实际
调研情况进行研究，归纳总结了施工企业在结算中遇到的若干问题，并就施工企业如何做好过程结算管理工作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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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我国建筑业发展迅速，已经成为国家

的支柱产业。但是，目前我国建筑业在造价管理方面

整体表现为造价管理意识不够、造价管理的观念及方

法落后等，致使建筑业收益差，从而阻碍了很多建筑

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建筑业中常见的工程款拖欠、

结算纠纷处理时间冗长及施工成本难以预控等问题，

经常困扰着施工企业的管理者，其主要根源就是在工

程价款结算方面出现了问题。显然，传统的以竣工图

作为结算基础的竣工结算方式已跟不上我国建筑业的

发展需要，在工程建设领域全面推行过程中，结算已

迫在眉睫，但目前我国建筑业缺少过程结算的工程实

践，缺乏对施工过程结算的认识。因此，深入研究施

工企业过程结算管理工作，对施工企业做好过程结

算、提高经济效益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1]。

2  对施工过程结算的认识
施工过程结算是把竣工结算分解到合同约定的

形象节点中，分段对质量合格的已完成工程价款（包

括价款调整、设计变更、现场签证等）进行确认与支

付，它是一种早已被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制定的

工程价款结算方式，《建设工程价款结算暂行办法》

（财建〔2004〕369号）中的按月结算、分段结算及竣

工结算，其实质就是过程结算，只是在实践中严格按

过程结算的进行价款结算的方式应用极少。住房城乡

建设部于2014年、2017年分别发文《住房城乡建设部关

于进一步推进工程造价管理改革的指导意见》（建标

〔2014〕142号）《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强和改善工

程造价监管的意见》（建标〔2017〕209号），均给出

推行过程结算的指导意见，尤其是2020年1月8日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要求在工程建设领

域全面推行过程结算。由此可见，施工过程结算将是

建筑行业发展的趋势。

3  传统结算方式中存在的问题

3.1  结算工作重复量大，施工企业人力资

源成本增加
目前，整个建筑行业，施工过程中的计量计价普

遍作为进度款支付的依据，没有形成经参建各方确认

且作为竣工结算的有效文件，在竣工结算时，施工过

程中相应的计量计价还得重新梳理，浪费了大量的人

力资源。加之按相关规定，施工企业在提交竣工验收

申请前需编制完成竣工结算文件，并在提交竣工验收

申请的同时向发包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时间紧、任

务重，施工企业势必要增加相应的造价工作人员，才

能完成竣工结算文件的编制工作，由此导致施工企业

人力成本增加。

3.2  对合同价款调整工作不重视，成本难

以预控，资金压力大
当前，在施工过程中，大部分的施工企业都将主

要精力集中在工程质量、安全和进度的目标管理中，

对在施工过程中各阶段合同价款的调整工作不够重

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而习惯性地把这项工作放在竣

工结算时处理，致使在施工过程中增加的价款要到竣

工结算完成才能拿到相应的工程款。若工程变更、现

场签证、索赔、人材机费用调整或是工期较长的工程

通过一定时间的累积等导致增加的造价金额很大，将

会导致施工企业项目成本管理失控，甚至出现施工企

业实际垫资施工的情况，给施工企业带来损失。

3.3  施工过程中技术经济资料管理不规范

导致竣工结算难度增加
在施工过程中，经常遇到的情况是施工单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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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监理等单位的口头指令先行施工，相关的变更、

签证等书面资料未能及时完善，尤其是发生索赔事件，

相关技术经济资料未能按合同约定的时间进行上报与签

署，时间间隔长，相关分部分项工程已隐蔽，相关人员

对相关事件记忆模糊或是遗忘，或是人事变动，会使施

工单位举证困难，相关的技术经济资料签署难度加大，

严重影响竣工结算的编制进度和上报时间。另外，很多

技术经济资料在施工过程中签署不规范，因在施工过程

中没有做结算工作，对技术经济资料的签署质量不够重

视，等到编制竣工结算时才发现其中的问题，届时需重

新找相关参建单位人员进一步的鉴定与明确相关事项，

经常发生争议、扯皮事件，由此也影响了竣工结算上报

的时间[2]。 

3.4 竣工结算编制、审核工作量大，结算审

核时间长
所有的变更、签证、索赔等技术经济资料都积压到

竣工验收前整理后编制结算，时间赶、任务重，结算文

件编制质量得不到保障；同时，所有的变更、签证、索

赔等技术经济资料都累积到竣工结算时审查，审查难度

加大，审查时间长，影响工程尾款的支付。

4  全面推行过程结算的积极意义
4.1  及时解决结算纠纷
实行过程结算，把竣工结算的任务分解到施工过程

的各个节点或是阶段中，经参建各方签署的施工过程计

量计价，不仅作为进度款支付的依据，而且是竣工结算

资料组成的有效文件。施工过程计量计价势必引起参建

各方的高度重视和认真对待，相关节点或者阶段完成

的工作实时计量计价进行结算，相关技术经济资料也

会及时完善，相关的问题及争议也能及时解决，为后期

快速、顺利完成竣工结算编制与审核工作提供了有力的

保障。

4.2  实时把控施工成本
施工过程结算，实现了在每个节点或是阶段中完成

的施工内容都能及时结算，及时拿到完成所有质量合格

分部分项的工程进度款，施工企业可以及时进行成本数

据的统计与分析，可靠有效，实时把控施工成本，从而

才有可能使得施工企业对项目后续的施工成本进行合理

的预测和有效的控制。

4.3  缩短竣工结算时间
实行过程结算，竣工结算主要工作就是将施工过

程各节点或是各阶段中完成的过程结算进行汇总，极大

地缩短了竣工结算编制所需要的时间。同时，过程结算

在施工过程中已得到参建各方的确认，结算审核工作量

大幅度减少。由此，竣工结算工作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完

成，工程尾款能得到及时的支付。

5  施工企业做好过程结算管理工作要点
5.1  强化组织措施
施工企业要做好施工过程结算工作，与造价、技术

等部门及领导的通力协作是密不可分的。施工企业应组

织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进行培训，让相关人员明白什么

是过程结算，明确各自在施工过程结算中各时点、各阶

段的工作任务，确保在每个合同约定的结算节点相关的

技术经济资料准确、完整，满足编制节点结算的需要。

5.2  加强合同管理
在工程招投标阶段，施工企业中标后，在签订合同

阶段，应组织企业各相关部门对施工合同进行评审，应

特别加强施工合同中对结算约定相关条款的评审，在不

违反招标文件中实质性条款的情况下充分地与建设单位

沟通协商，尽量做到施工过程结算节点界面清晰明确、

方便计量计价，为施工过程结算的顺利进行提供条件。

5.3  加强施工过程的质量管理
施工过程结算是分段对质量合格的已完成工程价款

进行确认与支付，施工过程的质量符合施工合同的约定

标准是进行相应施工过程结算的前提。这就要求施工企

业应更加重视分部分项工程、工序施工质量的控制，同

时，相应的施工过程质量验收等内业资料应与过程结算

节点同步及时完成。

5.4  加强技术经济资料档案管理
施工过程结算除满足施工合同约定的质量、进度等

要求外，符合合同约定及相关规范要求的、完整的技术

经济资料也是进行过程结算的必备条件之一，同时，技

术经济资料质量的好与坏直接影响到结算价款高低，从

而影响施工项目的经济效益。技术经济资料应及时归集

整理，实时跟踪签署进度和核对相关单位签署意见。若

签署不规范、不及时，应及时与相关人员进行沟通进行

更正或是加快签署进度，若出现争议，施工企业及时举

证或是召开沟通协调会进行解决，确保不影响正常合同

约定节点的结算。

5.5  重视建筑信息模型在过程结算中的应用
利用建筑信息模型，可以很直观、准确地提取到工

程项目分部分项工程的工程量及相关资源消耗量，参建

各方认可度高，减少争议，加快施工过程结算的进度。



建设科技与工程管理

 2020.11 -  97    

6  结语

总之，传统竣工结算方式存在诸多阻碍我国建筑企

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问题，采用施工过程结算可以有效地

解决诸如结算纠纷、施工成本失控、拖欠工程款等一系

列问题。结算质量的好坏将直接影响施工企业的收益高

低，因此施工企业势必要在过程结算中发挥积极能动的

作用，把握控制好施工过程结算中的各要点，从而做好

施工过程结算管理工作，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但是对

于施工过程结算在不同工程类型、不同管理模式等的工

程实践中可能出现的新问题，还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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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电缆应分开敷设；（3）同一电缆桥架内进行敷设

时，若非金属材料容量大于14L/m时，应将其分隔处

理；（4）明敷时，采用金属管或金属线槽敷设较宜；

（5）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线路敷设时，应使其保护层

厚度不小于30mm。针对不同条件进行分类敷设，可以有

效提高建筑电气配电线路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

4  结语
建筑电气配电线路配电方式需注重防火材料的选

取，同时还需考虑多种因素，科学合理地安装配电线路

电缆桥架、敷设线路，紧紧围绕防火能力的提高和强化

防火技术方面做好设计工作，确保防火措施落实到位，

实现安全用电，保证居民的用电安全和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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