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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长期在高等职业院校从事财务审计工作，参与基建

工程事务较多，对其中存在的这样那样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观

点，以期能够在实际工作中运用个人的理论有效地防范其中

的风险，保障高职院校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在基建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阶段，由于缺乏细

致的调研和民主监督意识，部分领导层习惯于“拍脑门”做决

策，造成基建工程项目的可行性论证和最终决策存在很大缺陷。

现实的招标工作中，部分高职院校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

然存在打招呼、递条子等人为干扰因素，造成部分基本建设

工程项目招投标管理不规范，直接影响到基建工程的预决算

成本，甚至影响基建工程的质量建设 [1]。

基建工程项目存在抓大放小的现象

在高职院校工程基建项目中，部分高职院校为了逃避监

管，甚至为了个别人的私心，采用化整为零的方式，规避公

开招投标，然后在施工过程中以学校重新规划等借口，变更

基建工程设计或者增加工程量来追加合同额，造成标的基建

工程的腐败现象。

没有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进行招投标

由于管理不规范，使得一些以邀请招标方式进行招标的

小型工程、材料、设备等在招标过程中没有严格履行相应的

报批手续，甚至存在部分项目的招标文件中根本没有明确的

评标办法等问题，这种做法严重违反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发改委于 2018年 6月 1日起发布执行的“令第 16号《必

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中的招标工作规定。

合同签订内容不完整

如在合同中未注明签证部分的结算方式以及主要材料设

备调整价差的方式，这样容易给基建工程竣工后工程结算带

来纠纷。例如，在合同中，签证的内容没有数量和规格等，

-

Weifang Vocational College, Weifang, Shandong, 261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infrastructure engineering management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ere are many links from the project investment
decision to the �nal accounts of the project completion, and there must be high risks. This require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must start
with improving the infrastructure project management system, targeted strengthen targeted prevention and supervision, and carry out

Keywords

浅谈高职院校基建工程项目的控制管理
魏日向 程乐平

潍坊职业学院，中国·山东潍坊

摘 要

高职院校基建工程管理过程中，从工程项目的投资决策到工程竣工决算，环节众多，必然存在着较高的风险。这就要求高职
院校一定要从完善基建工程项目管理制度入手，有针对性地强化防范和监督，对基建工程项目进行有效的控制管理。

关键词

高职院校；基建工程项目；控制管理

【作者简介】魏日向（1976-），男，中国山东诸城人，中

共党员，硕士，高级会计师，从事财经审计研究。



103

工程技术与管理·第 05 卷·第 19期·2021 年 10 月

有些甚至在工程结束后进行补签证，出现基础工程与完工装

饰工程的签证在同一日期现象。

基建工程变更较多，造成合同结算值远超预算

的控制价

在实际的基建工程建设中，由于基建工程项目的管理意

识、管理制度以及管理人员的缺失，往往使得基建工程变更

量成倍甚至几倍地增长，这也是基建工程项目极易超出预算

和合同价款的最主要的原因 [2]。

基建工程核算科目没有细化

部门高职院校基于财务管理原因，在实际工作中没有按

新、改、扩建基建工程项目进行单项工程或单位工程设立独

立基建财务账户进行管理，基本建设工程明细项目的核算列

支不能细化到位，尤其是很多的零星维修、小额基建工程项

目没有按照财务明细科目进行核算。

基建工程项目的财务入账票据不够规范

实际的财务会计业务中，物资的采购发票由售出单位自

制收据现象较多，不仅违反了国家基建工程会计制度的规定，

对于其中是否存在腐败问题，更应该引起学校的重视。此外，

很多付款以领导口头要求和“急事急办、特事特办”为借口，

弱化了基建工程项目付款的规定程序。

做好基建工程项目的立项决策

这是高职院校基建工程项目管理的基础。在这一过程中，

需要学院领导层、基建业务部门、纪委、审计等部门共同参与，

符合“三重一大”事项的必须主动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

审慎处理，作出决策，达到立项决策规范管理。

做好基建工程项目建议书

学校基建部门必须对准备建设的工程项目进行深入细致

的研究和调查分析，同时要进行高质量的评价，作出科学合

理的论证，做到基本建设工程项目在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合理、

实施上可行。

做好基建工程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可行性研究报告要安排专业人员对基建工程项目进行合

理编制。对于基建工程项目预算既不能高估编制，也不要故

意压低，尽量做到科学性、合理性、准确性相结合，保证能

够成为学校基建工程项目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

规范招投标活动，完善招投标及政府采购监管制度

高职院校要根据《招投标法》《政府采购法》等相关法规，

结合当地政府的政策，严格按学校制定的基建工程项目招投

标管理规定，进一步完善相关的监管制度，保证基建工程项

目招投标做到管理有规定、落实责任追究有依据 [3]。

建立严格的招投标管理制度，择优选用施工企业

选择基建工程项目施工单位必须对招投标企业的信誉、

资质、技术装备水平、项目经理及主要施工管理人员的素质

等诸多因素，安排专人进行认真的调查，并备案登记，在公

开招标、评标时择优确定相应的施工企业。

招投标控制价是控制投资、确定合同价的重要

手段

学校基建管理部门在编制招标控制价时，必须安排专业

人员进行认真细致的研究，考虑问题要全面、严谨，保证控

制价格的计算口径一致，让竞标企业有一个公正公平的竞争

环境。

高职院校对合同签订的授权审批权、签署权等权限要严

格控制，同时要安排专人保管和使用合同签订专用章，可进

行交叉监督管理。对于影响重大、涉及较高专业技术或法律关

系复杂的合同，一定要组织相关的法律、基建技术、财会等专

业人员参与谈判，甚至聘请学校外部的专家参与相关的工作。

由于学校自身原因或者中标单位的问题而导致可能合同

无法按时履行的，必须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尤其是对合同履

行中签订补充合同，或变更、解除合同等事项要高度重视，

必须要按照国家相关的规定进行严格审查。

在基建工程合同执行过程中，对于发生的合同纠纷，能

够协商一致的，学校与施工企业应当签订书面协议；如果通

过协商无法解决，学校相关负责人要进行认真研究并向学校

领导层进行汇报，经学校批准后，根据合同约定选择仲裁或

诉讼方式解决。

基建工程财务要由专业会计人员进行建账、算账、报账，

保证基建会计信息的合法、真实、准确和完整。对于没有按

照规定进行建账的要追究相关学校领导层的责任。建立基建

工程财务的要按规定进行账务处理，减少人为干扰，减少会

计确认的伸缩性。

要重视专业人员的作用，日常工作中注重对基建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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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过程中的效率 [5]。

综上所述，自动化技术在电力系统配电网络中具有重要

的应用价值，这不仅使中国的供电网络得到了优化和升级，

同时也推动了中国供电系统的智能化发展。采用自动化的控

制系统，能够及时发现供电系统的故障范围，然后采取隔离

保护措施恢复区域用电，不断提高中国供电系统的输电质量

以及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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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进行培训。通过多途径、全方位优化基建管理人员的业务

知识结构。

高职院校基建工程项目的控制管理，不仅是基建业务层

面的问题，还应该有更深层次的政治要求。笔者根据自己的

工作体会，分析其存在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相应对策，希望

能对保障高职院校基建工程项目建设的顺利实施有所帮助，

助力高职院校基建工程成为“阳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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