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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论文通过阐述工程量清单综合单价的 3 种组成形式，分析比较了全费用综合单

价和部分费用综合单价的优点和缺点，并对两种模式综合单价的使用模式进行了探讨，为

工程造价从业人员提供参考。

揖Abstract铱Thispaper describes the three components of the comprehensive unit price of the Bill
ofQuantityValuation,the advantages anddisadvantagesof the comprehensive unit price of the full

cost and the unit price of the partial cost are analyzed and compared.The usage mode of the

integratedunit priceof thetwomodes isdiscussed,whichprovidesa referencefor thecost engin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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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国标清单规范的实际使用过程中，尤其是造价争议的

处理和调整过程中，部分费用综合单价存在一些弊端，而全费

用综合单价计价方式作为一种补充，有其自身的优点和特殊

性。论文通过对比分析全费用综合单价和部分费用综合单价

的优劣，探索在工程量清单计价中推行全费用综合单价模式

的可行性。

2 综合单价的组成形式

综合单价的组成形式分为 3 种，第 1 种是综合单价中仅

含人工费、材料费和机械费，称之为工料机综合单价，这种计

价形式在定额计价模式中应用的最为广泛，但在工程量清单

计价体系中几乎没有得到应用；第 2 种综合单价包括人工费、

材料费、机械费、管理费、利润、风险费用，没有将规费和税金

费用列入综合单价中，这种计价形式在现行工程量清单计价

规范中的应用最为广泛，是部分费用综合单价的模式；第 3 种

是全费用综合单价模式，即综合单价涵盖人工费、材料费、机

械费、管理费、利润、组织措施费、规费、税金等费用。

3 部分费用综合单价的优缺点分析

3.1 优点

由于规费和税金属于不可竞争性费用，在投标报价时不

可下浮或让利，鉴于此，国标清单规范将规费和税金单列，目

的是为了更加直观地体现不可竞争性费用的金额，对直观进

行投标文件的响应性评价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主要优点有

以下几个方面。

淤措施费的调整较为灵活。由于分部分项的单价措施项

目清单与总价措施项目清单分开，可以在合同中明确规定是

否调整总价措施项目，调整的主动权掌控在建设单位手中，在

项目变更和结算过程中可以灵活处理。

于不可竞争费能直观地体现。部分费用综合单价中不含

安全文明施工费、规费和税金等不可竞争费，这些费用直接体

现在总价措施项目清单和规范、税金项目表中，在评标过程中

可以直接对不可竞争费的响应性进行评判。

盂造价人员较为熟悉此种方式。部分费用综合单价的计

价方式自 2003 版国标清单规范颁布实施以来就一直沿袭至

今，造价人员对此种方式比较熟知，使用较为纯熟。

3.2 弊端

部分费用综合单价在使用过程中，尤其是在工程结算变

更过程中，显得较为烦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淤进度款支付较为复杂。工程量清单计价模式一般对应

单价合同，进度款按照实际完成工程量进行支付，在部分费用

综合单价模式下，规费和税金虽为不可竞争费，实质上是费率

不可竞争，实际费用还是根据直接费动态调整，因而，这种模式

下的进度款支付需要对不可竞争费进行实时调整，比较烦琐。

于综合单价与市场价格脱轨。现行的部分费用综合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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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包含管理费和利润，并不包括规费和安全文明施工等不可

竞争费，造成综合单价的组成与市场单价不匹配，在进行招标

评审时候不能直观地对比分析各家投标报价水平，不利于建

设单位的评标工作[1]。

盂综合单价的调整较麻烦。由于综合单价中不包含规费

等不可竞争费，在工程项目变更涉及综合单价调整时，需要提

供投标文件或政府相关文件要求中对不可竞争费的费率计算

约定，在调整完不完全综合单价的同时，需要对不可竞争费用

进行重新计算，操作不便利且容易引起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

对价格水平调整的争议。

4 全费用综合单价的优缺点分析

4.1 优点

淤有利于工程单价的工程成本和费用、利润等的透明化。

全费用综合单价反映的是完成该项目的全部费用，因此，与该

项目工程成本的关系更直接，可以直接用于分包工程的单价

分析比较。通过综合单价分析表，可以直接反映该项目的直接

费、管理费、利润和税金，使工程单价的构成更透明，更接近市

场实际。

于便于各阶段的单价分析和汇总。施行全费用综合单价

后，不可竞争性费用全部包含在综合单价中，有利于统计和分

析施工图预算的各项造价指标，从而积累设计概算和投资估

算指标，能够让造价从业人员很容易掌握项目建设各阶段的

指标数据。

盂有利于促进定额编制水平的提高。实行全费用综合单

价，每个项目的综合单价将与市场价格接轨，如若组价时套用

的定额费用与市场单价水平相差较大，会引起对定额消耗量

的反思与修订，从而促使工程造价管理机构提高定额编制的

准确性，促进定额编制水平的提高。

榆有利于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开展服务。实行全费用综合

单价后，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可以发布各阶段的综合单价和工

程计价信息服务，使得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和审计单位更加方

便的掌握工程项目的造价水平。

虞有利于防止腐败、化解工程造价纠纷。全费用综合单价

的透明性更高、组价更为方便，更加贴近市场实际，不仅有利

于促进工程计价更直接地反映施工企业的工程成本和利润水

平，也会起到防止腐败、化解工程造价纠纷的作用。

愚更加贴近国际市场。国际工程造价均采用全费用综合

单价模式，中国如果也采取这种模式，就能够与国际市场接

轨，更加有利于中国建筑企业熟悉国际规则，更好走向海外

市场。

4.2 弊端

淤普及率不高。全费用综合单价计价模式使用频次不高，

在国标清单计价规范中一直没有推行使用，仅在电力行业等

业主自主招标时有所涉及，在造价行业普及率不高，造价人员

熟悉程度不够，在使用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加大培训力度。

于不利于核算不可竞争费。由于规费、安全文明施工费等

不可竞争费为强制性规定，实施全费用综合单价计价方式，需

要施工单位在投标阶段单独对不可竞争性费用单列，以便建

设单位评标时进行响应性评审，增加了投标报价的复杂性。

盂增值税的影响。自 201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推进

建筑业营改增政策以来，建筑业税金由营业税的价内税改成

了增值税价外税的计算方式，增值税的抵扣方式更为复杂，需

要根据不同施工组织模式进行优化设计。

5 使用方式的建议

通过上述对比分析部分费用综合单价和全费用综合单价

计价方式在工程清单计价模式的优缺点，两种方式均有各自

的特点和市场，对此提出如下建议。

淤部分费用综合单价在中国使用时间最长，广大工程造

价从业人员最为熟悉，从 2003 版国标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采

用以后一直延续到今天，有长期生存的土壤和基础，不需要再

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进行宣传，建议在以后的国标工程

量清单计价规范中继续沿用。

于全费用综合单价计价方式有着较为明显的优势和时代

性，尤其是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越来越多的中国建

筑企业走出国门参与世界竞争，中国的标准体系需要与国际

标准体系接轨，让中国建筑企业更好地融入全球建筑行业的

发展。因此，应该大力推行全费用综合单价计价模式，以促进

中国工程造价体系的长期发展。

6 结语

部分费用综合单价和全费用综合单价计价方式作为工程

量清单计价模式的两种形式，在本质上是建设工程造价体系

的细分，是科学统一的有机整体。GB 50500—2013《建设工程

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作为国家标准和规范[2]，需要树立统一

性和权威性，无论采取何种计价方式，人们都应该按照规范的

要求认真执行，希望通过论文对两种方式的对比分析，给广大

工程造价人员在实际工作中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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