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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材料的质量直接关系到了整个建筑工程的建

设品质，而建筑工程材料的价格也与建筑工程的整体造价息

息相关。根据建筑工程造价管理的相关数据表明，建筑工程

材料费用一般可以占到整个建筑工程造价的60%~70%左右，

在一些高档建筑和精装修建筑工程中建筑材料的价格占比

还会更大。这就表明建筑工程材料价格对于整个工程造价的

控制尤为重要。而建材信息价在工程计价活动中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是目前建设各方主体重要的参考依据，随着市场经

济的快速发展，材料价格的变化瞬息万变，时常会出现材料

价格暴涨或暴跌的情况发生，使得建设项目甲乙双方在造价

控制上出现了新的风险，更加要注重材料价格的风险防范和

采取应对措施，严格把控材料价格风险，减少因材料价格问

题对建筑工程造价造成的影响，同时也需要造价管理部门进

行及时的引导 [1]。

建筑材料价格波动是影响建设工程造价的关键因素，

国有资金项目工程造价中的建筑材料价格计取优先顺序一

般为：

①项目涉及的建筑材料有建材信息价的优先使用建材

信息价作为参考依据。建材信息价是由造价管理机构定期发

布的建筑材料价格信息，具有宏观调控性；

②项目中涉及到的建筑材料无建材信息价时，通过市

场询价、甲方组织认质认价等方式从建筑材料经销商处获取

价格信息，作为建筑材料计入工程造价的参考依据。

建材信息价是根据建筑材料市场价格行情变化，定期

发布的建设工程各类材料的当期市场含税及除税平均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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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指材料自采购地运至施工现场或工地仓库所发生的全部

费用，不包含相关让利幅度。

组成：

①材料含税价格为包含采保费的预算单价，含税价格 =

出厂原价（含运输费）+采购保管费 =出厂原价（含运输费）

×（1+2%）；

②除税价格是指按增值税下不含进项税额的价格，包

括不含进项税额的材料供应价、运杂费以及采购保管费。

材料由于分类不同，适用增值税率不同，具体应按住

建厅有关文件的增值税税率进行测算。如税务部门实际征收

税率不同，应按税务部门规定执行。

对于周转材料、机械设备租赁，按照税务部门规定，

属于有形动产租赁，适用的增值税率为 13%。

建材信息价是指导有关各方主体合理确定、有效控制

工程造价的手段，也是各方主体在编（审）建设工程投资估

算、设计概算、施工图预算、招标控制价、投标报价、工程

竣工结算、建设项目竣工决算以及签定施工合同时的参考。

建设工程计价时，应综合考虑项目特点、档次需求等

因素，结合市场实际合理确定材料价格。是否使用以及如何

使用建材信息价，由发承包双方在施工合同中自行约定。发

承包双方依据建材信息价确定工程合同价格及结算价格时，

应充分考虑价格涨跌及市场波动等风险因素。

材料价格波动不但会影响建筑工程项目的造价管理和

成本控制，还会对建筑工程管理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增加

质量和安全问题的发生几率，甚至造成项目亏损或停工的严

重后果。具体而言，如果在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出现材料价

格的波动，部分施工单位为了控制成本，提高利润，就会采

取降低材料质量标准的方式采购一些价格较低的材料，而使

用这些不合规的建筑材料必然会增加建筑工程发生质量和

安全风险的几率；此外，如果材料价格发生波动，就会增加

建筑工程单位的资金压力，使得建筑工程资金的流转出现困

难，甚至造成建筑工程停工的后果。

材料成本在建筑工程整体造价中的占比较大，如果建

筑材料价格发生较大波动，就会使得材料成本超出预期，造

成建筑工程造价与工程预算之间的巨大差异，如果在合同签

订阶段没有充分考虑建筑工程价格波动对工程造价造成的

影响，没有在合同中明确这一问题，当出现材料价格上涨后

就会造成建筑工程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投资单位之间互相

扯皮的情况，造成激烈的矛盾冲突，甚至给建筑工程项目带

来法律风险。

近年来，建筑原材料价格出现过几次异常的大幅度波

动，给建设工程的顺利实施带来一定工程风险和纠纷隐患。

当前以建材信息价作为结算依据的工程越来越多，建

材信息价是混凝土企业与施工企业商定合同价的一个重要

依据，对混凝土企业的报价至关重要，但信息价更新速度远

跟不上市场价格变动速度。据有关部门反映，长期以来当地

混凝土企业在与施工企业商谈供货合同时，都是参照造价管

理机构发布的建材信息价上下浮动一定比例作为供货价格，

但当月的建材信息价在月初发布，并不能完全反映市场实际

的价格行情，特别是在当前建材价格普遍大幅上涨的情况

下，对供货企业带来了不利影响 [3]。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

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 号）以及《江苏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业实施营改增后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调整的通知》进一步明确建设工程材料价格风险控制及

价差调整计算方法：

第一，招标文件、施工合同必须明确计价中的风险内

容及其范围，不得采用无限风险、所有风险或类似语句规定

计价中的风险内容及其范围。由于工程材料价格波动影响合

同价款的，应由发承包双方合理分摊。

第二，发承包双方应在招标文件及施工合同中明确约

定工程计价中的材料价格风险范围、控制和处理原则。发承

包双方应当在施工合同中约定以下内容：

①工程中主要建筑材料包含的材料范围；

②承包方的投标价格中包含的主要建筑材料价格风险

的幅度；

③当主要建筑材料的价格波动超过投标价格中的风险

幅度时的材料价格调整办法；

④主要建筑材料数量的取定。

第三，签订固定价格合同的建设工程在施工期间内，

因建筑材料价格波动影响合同价格，在办理工程竣工结算

时，材料价格风险调整计算方法应按合同约定进行，合同没

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应按有关文件办法进行结算。

第四，建筑业实施营改增后，涉及到建筑材料单价价

差处理时，其中适用一般计税方法的工程，应在招标文件及

施工合同中明确其材料单价为除税价格；适用简易计税方法

的工程，应在招标文件及施工合同中明确其材料单价为含税

价格。

第五，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做好对招标文件和施

工合同中材料价格风险控制条款的审查工作。当招标文件中

无相关条款时，应要求招标方补充材料价格风险控制条款。

当施工合同中无相关条款时，应要求发承包双方签订补充协

议，增加材料价格风险控制条款，否则不予以合同备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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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需要承担一定幅度的材料价格波动幅度超过

合同约定幅度部分的风险，具体的风险分担内容需要在合同

中约定，签订科学合理的合同，建筑材料有涨必有跌，甲乙

双方要站在公平公正的立场去看待材料价格涨跌的问题，建

设单位宜制定科学合理的价格风险分担条款，保证甲乙双方

的合法权益，避免材料价格涨跌导致的合同纠纷、工程质量

和安全问题的发生。

如果价格风险条款在合同中约定不明确，当建筑材料

市场发生较大的价格波动时，建设单位应当作出合理的决断

并与施工企业达成公平合理的谅解共识，同时应当立即对材

料价格走势进行预判，采取有效的措施减少材料价格波动对

建筑工程造价控制的影响，包括建立完善的建筑材料风险控

制机制，做好建筑材料的认质认价工作等。

①关注建材市场波动，提升自主报价能力和抵抗风险

能力。

建立和健全信息化管理体制，及时搜集、整理和分析

市场材料价格波动的信息，设置专人负责。在管理材料价格

信息时，要拓展信息来源，对建筑材料市场进行综合考察，

实行全面询价，有效整理和加工建筑材料的有关信息，从而

对各种建筑材料未来的市场行情有一定了解，对价格走势作

出正确的推测，从而为采购各种建筑材料提供数据支撑，更

加科学的采购建筑材料，有效降低成本 [4]。

②吃透合同精神，根据不同合同约定采取不同约定调

整合同价款。

可调价格合同或有合理风险分担机制的合同应按照合

同约定执行，固定价格合同，合同未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

双方应根据政策性文件或交易惯例签订补充协议。固定价格

合同政策性风险和市场风险约定不调的，有几种方式可以调

整合同价款：一是发包人导致的工期延误所造成的价格波

动。二是通过法律途径可否以情势变更为由要求合同无效或

者补差。三是双方协商签订补充协议。

切实加强应对建材价格大幅波动的风险管控工作，力

争将建材价格大幅波动对发承包双方产生的不利影响降到

最低，保证建设工程的顺利实施。

①及时发布“建筑材料价格预警”，提请建设各方主

体采取积极有效措施，规避市场风险；

②主要建材价格出现短期大幅波动时，调整价格信息

发布周期，增加发布频次；

③加强招标文件审查工作，要求在招标文件计价条款

中明确计价风险内容及其范围，不得采用无限风险、所有风

险或类似语句规定计价中的风险内容及范围；

④加大政策宣贯力度，引导发承包双方在合同签订过

程中，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明确合理的价格风险控制条款；

⑤邀请建设各方主体参加建筑材料价格风险防控及应

对措施座谈会，深入交流和探讨并凝聚共识，协力应对当下

的不利影响，秉承合同精神和公平原则，共同维护发承包双

方的合法权益；

⑥积极响应行业关切，及时发布建设工程建筑材料价

格计价风险管控的指导意见，引导发承包双方本着合法合

规、公平合理、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

将建材价格异常波动对合同双方和工程推进产生的不利影

响降到最低，努力保障建设工程施工的质量、安全和工期。

材料价格不但关系着建筑工程造价控制工作的结果，

也关系着整个建筑工程项目的顺利推进。为了有效规避建筑

工程材料价格风险，减少材料价格波动对建筑工程造价控制

造成的不利影响，建设单位、施工企业要提高材料价格风险

防控意识，完善风险防控机制，按照省市有关文件规定，签

订科学合理的合同条款，管理部门更应责无旁贷，深入材料

市场，掌握材料价格变化趋势，建立动态化的材料价格监控、

预测体系，引导发承包双方合理分担风险，从而有效减少材

料价格风险对建筑工程项目产生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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