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建价站 〔⒛18〕 27号

关于⒛1s年江苏省工程造价咨询戊果质量
“
双随机

”
抽查情况的通报

各省辖市、省管县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各工程造价咨询企业 :

根据《关于开展 ⒛18年江苏省造价咨询成果质量
“
双随机

”

抽查的通知》(苏建价函 (⒛ 18)31号 )文件精神,省建设工程

造价管理总站于 10月 29日—11月 1日 组织开展了⒛18年江苏

省工程造价咨询成果质量
“
双随机

”
抽查 ,对全省未参加

⒛15吒017年江苏省造价咨询企业信用评价的企业随机抽取了

33家进行了检查,抽查比例约占我省造价咨询企业总数的 bO/0。

现将检查情况通报如下 :

∵、基本情况     ∷

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按照
“
双随机

”
抽查工作要求,在

省监管平台上随机抽取未参评企业,在 “
江苏省工程造价行业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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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人员名录库
”
中随机抽取了参加检查的人员,在受检企业随机

抽取了企业近三年两个国有项目的咨询成果档案 (个别企业没有

国有项目,只检查了非国有项目)。 检查主要针对造价咨询企业

的咨询成果档案、咨询成果质量以及从业人员的执业行为等方面

展开,根据执业质量检查评分表进行对照打分。全省所检项目涵

盖土建、安装、市政、装饰、园林绿化,成果文件以竣工结算阶

段和发承包阶段为主。

从检查结果来看,半数以上企业能够执行国家和省有关规章、

规范、标准、规程,工程造价咨询成果质量符合或基本符合要求 ,

表现在企业内部管理制度较为健全;造价师能够及时参加继续教

育;承接咨询业务签订的合同大多采用了江苏省建设工程造价咨

询合同示范文本,少数签的是招标代理合同,合同内容基本完整 ,

服务收费约定明确;咨询成果文件格式、内容、深度基本符合国

家和行业规定,计价程序和取费标准基本准确;500万以上项目

基本能提供 《咨询效果评价意见表》。

这次检查结果良好的企业为 9家、合格 ⒛ 家、不合格 2家 ,

2家暂没有项目,企业管理水平和从业人员执业水平参差不齐 ,

做得较好的企业为数不多,对这次检查的咨询成果质量较好的昆

山鼎诚项目建设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江苏金测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江苏地元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江苏中诚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江苏

全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江苏恒鸿建设咨询有限公司、苏州奥略

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江苏英伟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江苏创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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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等 9家企业给予通报表扬,对检查结果不合

格的苏州工业园区智宏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江苏天德工程咨

询管理有限公司等 2家企业给予通报批评。

二、存在问题

本次抽查在未参加 2015-⒛17年信用评价的企业内随机抽

取,所抽企业主要以乙级为主,还有部分是乙级暂定期,业务量

少,项 目小,有的甚至从取得资质至今没有做过∵项造价咨询业

务。抽查中发现的问题较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 )企业管理方面

1、 个别企业造价咨询合同不完整、签章手续不完备。主要

问题有:委托方未签字、未签署日期,没有咨询作业期、奖罚条

款、没有明确项目负责人等重要信息,有的酬金约定不明确,有

的合同竟没有专用条款,有的合同中提供的参与该项目的造价咨

询专业人员与实际情况不符,并且没有变更说明;

2、 个别企业专业人员不在岗 (未交纳社保),项 目咨询员非

本单位的专职人员、编制人员专业不对、编制资格不符合规定 ;

3、 三级复核执行不到位,缺少有针对性的复核、审定意见

和底稿。部分项目流程控制单仅有盖章而无任何一级的书面校核

意见,有的只有两级,反映企业在质量控制方面有制度而未实施 ,

项目负责人及技术负责人 (或专业负责人)没有起到对咨询成果

质量的双重把控作用;部分项目质量流程控制单上作业人员与成

果封面盖章人员不对应 ;

-3—



4、 部分企业有一部分造价师未能及时完成继续教育 ,

201G-⒛ 17年的继续教育至今仍没参加。

(二 )成果档案方面

1、 有些项目咨询成果报告书扉页编制人、复核人与成果文

件编制人、复核人不一致;未加盖企业和从业人员执业印章、企

业公章;结算审定单签章不全,无签发人签字情况较多 ;

2、 有些项目咨询成果报告书或编制说明对委托事项、工程

概况、核减原因、编 (审 )依据、主要程序和方法、甲供材、水

电费等重要信息或多或少有披露不全的现象,有的项目未见成果

文件的编制说明;编制说明中的依据与实际结算依据不符;报告

书日期及审定单日期不符等 ;

3、 没有按照 《江苏省造价咨询业务指导规程》及 《关于印

发<工程造价咨询档案立卷规则×修订)的通知 (苏建价站 (2011)

4号 )的要求进行归档,不少企业存在归档资料不齐全、内容不

完整、格式不相符等问题,如缺招标文件、工程量计算书、计算

底稿、单价确定函件、委托人资料交接清单、500万 以上项目缺

咨询效果评价表;有部分项目档案所附光盘与纸质报告书不一致 ,

有的甚至无咨询成果报告书,绝大部分项目缺少质量改进措施与

总结。归档资料成果文件与依据文件不能完全相互印证,不能体

现档案的保存查阅价值,个别企业的咨询成果档案在企业专业人

员手中,未由企业统一存档,有的甚至没有专职档案管理员 ;

档案装订不符合要求,甚至不装订;档案中材料顺序混乱、没有

一 4—



页码、没有目录、无备考表等。

(三 )咨询质量方面

1、 未按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进行项目划分,如路灯清单未

分别设置灯具和基础、送桩单列清单项目;清单漏项较普遍,如

吊顶中的灯孔,屋面防水层中的找平层等 ;

2、 清单计量单位错误、清单项目特征描述不准确,如抹灰

厚度、材料规格、楼层高度等应描述未描述;有的项目降排水项

目清单及垂直运输清单项目特征没有描述等 ;

3、 综合单价组价不完整,如石膏板天棚组价时未计算清油

封底及自粘胶带,个别清单综合单价中无费用组成;部分清单项

目定额套用或换算有误,如抹灰砂浆厚度未按特征描述调整、绿

化工程小灌木没套用片植绿篱、土方工程清单为三类土而人工修

坡却套二类土、同一清单项目特征两个综合单价,以及施工电梯

定额子目高套等 ;

4、 在材料单价取定时,个别项目部分材料价格过高、不同

规格材料价格倒置、辅材价格未按市场价调整到位等 ;

5、 取费不符合费用定额规定,如垂直运输费、大型机械进

退场费、脚手架等措施费应列未列或计算不全;结算中排污费计

列没有对应票据;安全文明施工考评费在同∵个单项工程中计取

口径不一致或考评费计取与核定不符;管理费和利润、税金未按

标准计取或调整依据不全;结算书中出现暂列金额;招标控制价

中暂估价超过 15%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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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的企业未按合同约定方式结算,且未复核实际完成的

工程量而按原投标价进行了结算;有个别企业招标控制价中下调

定额人、材、机的含量。

此外,部分造价咨询企业咨询业务量少,有的一年只承担几

项业务,咨询业务不熟练,成果文件质量较差。

三、下一步工作要求 :

1、 要进一步提高造价咨询企业及从业人员的质量意识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企业要树立以质量求生存的理念,加强

对从业人员的教育和培训,严格遵守各项指导规程、规范、管理

文件等,完善内部管理流程,多学施工工艺,提高执业水准,谋

求企业长久发展,发挥造价咨询行业在城乡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2、 继续深入贯彻执行国家标准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规范》

及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文件质量标准》

在造价咨询活动中,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应按照 《建设工程造

价咨询规范》(GB/%1095刁015)及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文

件质量标准》(中价协 [2012]011号 )的要求,切实规范各类造

价成呆文件的形式、内容和程序,将误差率控制在规定允许的范

围之内,提高咨询成果质量。咨询成果文件不仅要盖企业的公章、

执业印章,而且必须要有专业咨询员、项目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

(专业负责人)的签字并加盖执业印章。

3、 加强造价咨询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建设

建立和完善造价咨询企业造价成果文件质量控制制度等各

-6一



项制度,进一步规范工程造价咨询专业人员执业行为,并将各项

制度落实到位。尤其是企业要严格执行 《江苏省造价咨询业务指

导规程》中的三级质量控制程序,不仅要有流程单,而且还要有

编制人、审核人、审定人 (技术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的工作底

稿,审核人应对编制人的工作成果进行一定比例的复核,审定人

应依据工程经济指标进行工程造价的合理性分析,如果只是盖章

或简单地签同意而没有工作底稿就会流于形式,没有真正起到对

质量的把控作用。

咨询成果的归档按照修订后的《工程造价咨询档案立卷规则 )

进行,相关依据文件要齐全。每个咨询项目完成后要及时进行总

结,提出改进措施。

4、 继续推行咨询成果质量检查制度,加强对本地区新设立

造价咨询企业的工作指导。

本次检查虽只涉及全省 5%的企业,检查时间有限,但从检

查成效上看对企业触动还是较大的,较为真实地反映了企业的情

况,企业负责人如果思想重视、管理规范,则检查情况较好,反

之,则呈现出各种问题。在检查过程中,检查人员与受检项目专

业咨询员、项目负责人面对面地进行沟通交流,发现问题及时对

他们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特别是对于那些成立时间不长的企业

的业务提升,帮助很大。各级造价管理机构除了要建立定期检查

和随机抽查相结合的机制,平时也要多关注那些新设立企业,多

在工作上加以指导,帮助他们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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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次抽查中存在的问题,各省辖市、省管县工程造价管理

机构要认真分析,查找日常监管中的薄弱环节、盲区,不断提高

本地区造价咨询企业的整体执业水平。

总站

抄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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