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添加小编个人微信（ks233wx12）或保存上方图片，考后随时关注“2019 年一级造价真题及答案发布”

2019 年一级造价工程师《建设工程案例分析（土建+安装）》

临考密训二

案例一
某企业拟建一个市场急需产品的工业项目。建设期 1 年，运营期 6 年。项目建成当年投产。当地政府决定扶

持该产品生产的补贴收入 100 万元。其他基本数据如下：

1．建设投资 1000 万元。预计全部形成固定资产（包含可抵扣固定资产进项税额 100 万元），固定资产使

用年限 10 年，按直线法折旧，期末残值率 4％，固定资产余值在项目运营期末收回。投产当年又投资人资本

金 200 万元作为运营期的流动资金。

2．正常年份年营业收入为 800 万元（其中销项税额 100 万元），经营成本 300 万元（其中进项税额 50 万

元），税金附加按应纳增值税的 10％计算，所得税率为 25％，行业基准收益率 10％，基准投资回收期 6 年。

企业投资者期望的最低可接受所得税后收益率为 15％。

3．投产第 1 年仅达到设计生产能力的 80％，预计这一年的营业收入及其所含销项税额、经营成本及其进项

税额为正常年份的 80％。以后各年均达到设计生产能力。

4．运营的第 4 年，预计需花费 30 万元（无可抵扣进项税额）更新新型自动控制设备配件，才能维持以后的

正常运营需要，该维持运营投资按当期费用计入年度总成本。

问题：

1．编制拟建项目投资现金流量表。

2．计算项目的静态投资回收期。

3．计算项目的财务净现值。

4．从财务角度分析拟建项目的可行性。

参考答案
1．编制拟建项目投资现金流量表前需要计算以下数据：

（1）计算固定资产折旧费：

固定资产折旧费=（1000-100）×（1-4％）万元/10=86.4 万元

（2）计算固定资产余值：

固定资产使用年限 10 年，运营期末只用了 6 年还有 4 年未折旧。所以，运营期末固定资产余值为：

固定资产余值=年固定资产折旧费×4+残值=[86.4×4+（1000—100）×4％]万元=381.6 万元

增值税应纳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可抵扣固定资产进项税额因此：

第 2 年的当期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可抵扣固定资产进项税额=（100×0.8-50×0.8-100）万元=-60 万

元<0，故第 2 年应纳增值税额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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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年的当期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可抵扣固定资产进项税额=（100-50-60）万元=-10 万元<0，故第 3

年应纳增值税额为 0。

第 4 年的应纳增值税额=（100-50-10）万元=40 万元

第 5 年、第 6 年、第 7 年的应纳增值税额=（100-50）万元=50 万元

调整所得税=[营业收入-当期销项税额-（经营成本-当期进项税额）-折旧费-维持运营投资+补贴收入-增值税附加]

×25％

因此：

第 2 年调整所得税=[（800-100）×80％-（300-50）×80％-86.4-0+100-0]×25％万元=93.4 万元

第 3 年调整所得税=（700-250-86.4-0+0-0）×25％万元=90.9 万元

第 4 年调整所得税=（700-250-86.4-0+0-40×10％）×25％万元=89.9 万元

第 5 年调整所得税=（700-250-86.4-30+0-50×10％）×25％万元=82.15 万元

第 6、7 年调整所得税=（700-250-86.4-0+0-50×10％）×25%万元=89.65 万元

项目投资现金流量表见表 1-1。

表 1-1 项目投资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

建设期 运营期

1 2 3 4 5 6 7

1 现金流入 0 740 800 800 800 800 1381.6

1.1
营业收入

（不含销项税额）
560 700 700 700 700 700

1.2 销项税额 80 100 100 100 100 100

1.3 补贴收入 100

1.4
回收固定

资产余额
381.6

1.5 回收流动资金 200

2 资金流入 1000 533.4 390.9 433.9 467.15 444.65 444.65

2.1 建设投资 1000

2.2 流动资金投资 200

2.3
经营成本

（不含进项税额）
200 250 250 250 250 250

2.4 进项税额 40 50 50 50 50 50

2.5 应纳增值税 0 0 40 50 50 50

2.6 增值税附加 4 5 5 5

2.7 维持运营投资 30

2.8 调整所得税 93.4 90.9 89.9 82.15 89.65 89.65

3
所得税后

净现金流量
-1000 206.6 409.1 366.1 332.85 355.35 936.95

4
累计税后

净现金流量
-1000 -793.4 -384.3 -18.2 314.65 670 1606.95

5 基准收益率 10% 0.9091 0.8264 0.7513 0.683 0.6209 0.5645 0.5132

6
折现后

净现金流
-909.1 170.73 307.36 250.05 206.67 200.60 480.84

7
累计折现

净现金流量
-909.1 -738.37 -431.01 -180.96 25.71 226.31 707.15

2．计算项目的静态投资回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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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静态投资回收期为：4.05 年

3．项目财务净现值就是计算期末的累计折现后净现金流量 707.15 万元。

4．本项目的静态投资回收期为 4.05 年小于基准投资回收期 6 年；财务净现值为 707.15 万元>0，所以，从

财务角度分析该项目投资可行。

案例二
某承包人参与一项工程的投标，在其投标文件中，基础工程的工期为 4 个月，报价为 1200 万元；主体结构

工程的工期为 12 个月，报价为 3960 万元。该承包人中标并与发包人签订了施工合同。合同中规定，无工程

预付款，每月工程款均于下月末支付，提前竣工奖为 30 万元/月，在最后 1 个月结算时支付。

签订施工合同后，该承包人拟定了以下两种加快施工进度的措施：

（1）开工前夕，采取一次性技术措施，可使基础工程的工期缩短 1 个月，需技术措施费用 60 万元；

（2）主体结构工程施工的前 6 个月，每月采取经常性技术措施，可使主体结构工程的工期缩短 1 个月，每

月末需技术措施费用 8 万元。

假定贷款月利率为 1%，各分部工程每月完成的工作量相同且能按合同规定收到工程款（现值系数见表）。

表 现值系数

问题：

1.若按原合同工期施工，该承包人基础工程款和主体结构工程款的现值分别为多少？

2.该承包人应采取哪种加快施工进度的技术措施方案使其获得最大收益？

3.画出在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均采取加快施工进度技术措施情况下的该承包人的现金流量图。

（计算结果均保留两位小数）

参考答案
问题 1

（1）基础工程每月工程款 A1=1200/4=300 万元

基础工程每月工程款的现值为：

PV1=A1（P/A,1%,4）（P/F,1%,1）=300×3.902×0.990=1158.89 万元

（2）主体结构工程每月工程款 A2=3960/12=330 万元

主体结构工程款的现值为：

PV2=A2（P/A,1%,12）（P/F,1%,5）=330×11.255×0.951=3532.16

问题 2

该承包商可采用以下三种加快施工进度的技术措施方案。

（1）仅加快基础工程的施工进度，则

PV 基础=400（P/A,1%,3）（P/F,1%,1）

+330（P/A,1%,12）（P/F,1%,4）

+30（P/F,1%,16）-60

=400×2.941×0.990+330×11.255×0.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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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853-60

=4699.53 万元

（2）仅加快主体结构工程的施工进度，则

PV 结=300（P/A,1%,4）（P/F,1%,1）

+360（P/A,1%,11）（P/F,1%,5）

+30（P/F,1%,16）

-8（P/A,1%,6）（P/F,1%,4）

=300×3.902×0.990+360×10.368×0.951

+30×0.853-8×5.795×0.961

=4689.52 万元

（3）既加快基础工程的施工进度，又加快主体结构工程的施工进度，则：

PV=400（P/A,1%,3）（P/F,1%,1）

+360（P/A,1%,11）（P/F,1%,4）

+60（P/F,1%,15）-60-8（P/A,1%,6）（P/F,1%,3）

=400×2.941×0.990+360×10.368×0.961

+60×0.861-60-8×5.795×0.971

=4698.19 万元

由计算结果看出，仅加快基础工程施工进度的技术措

施方案能获得较大收益。

问题 3

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均采取加快施工进度技术措施情况下的现金流量如图 3-1 所示。

案例三
某工程项目采用工程量清单招标确定中标人，招标控制价 200 万元，合同工期 4 个月。 承包方费用部分数

据如表所示。

承包方费用部分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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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中有关工程款支付条款如下：

1.开工前发包方向承包方支付合同价（扣除安全文明施工费用和暂列金额）的 20%作为材料预付款。 预付款

从工程开工后的第 2 个月开始分 3 个月均摊抵扣。

2.安全文明施工费用开工前与材料预付款同时支付。

3.工程进度款按月结算，发包方按每次承包方应得工程款的 80%支付。

4.总价措施项目费用剩余部分在开工后 4 个月内平均支付，结算时不调整。

5.分项工程累计实际工程量增加（或减少）超过计划工程量的 15%时，该分项工程的综合单价调整系数为 0.95

（或 1.05）

6.承包商报价管理费和利润率取 50%（以人工费、机械费之和为基数）。

7.规费和税金综合费率 18%（以分项工程费用、措施项目费用、其他项目费用之和为基数。

8.竣工结算时，业主按合同价款的 3%扣留工程质量保证金。

9.工期奖罚 5 万/月（含税费），竣工结算时考虑。

10.如遇清单缺项，双方按报价浮动率确定单价。

各月计划和实际完成工程量

施工过程中，4 月份发生了如下事件：

1．业主签证某临时工程消耗计日工 50 工日（综合单价 60 元/工日），某种材料 120m2（综合单价 100 元

/m2）。

2．业主要求新增一临时工程，工程量为 300m3，双方按当地造价管理部门颁布的人材机消耗量、信息价和

取费标准确定的综合单价为 500 元/m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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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月份业主责任使 D 工程量增加，停工待图将导致 D 工期延长 2 个月，后施工单位赶工使 D 工作 5 月份

完成，发生赶工人才机费 3 万元。

问题：

1.工程签约合同价款为多少元？开工前业主应拨付的材料预付款和安全文明施工工程价款为多少元。

2.列式计算第 3 个月末分项工程的进度偏差（用投资表示）；

3.列式计算业主第 4 个月应支付的工程进度款为多少万元；

4.1-5 月份业主支付工程进度款，6 月份办理竣工结算，工程实际总造价和竣工结算款分别为多少万元；

5.增值税率为 9%，实际费用支出（不含税）160 万元，进项税额 17 万元（其中：普通发票 9 万元，专用发

票 7 万元，材料损失专票税费 1 万元）,计算该项目应计增值税，应纳增值税和成本利润率。（计算结果保留

三位小数）

参考答案
问题 1:

签约合同价：

[（5000ⅹ100+750ⅹ420+100ⅹ4500+1500ⅹ150） /10000+10+5] ⅹ（1+18%）=193.52（万元）

工程预付款：

[193.52-（6+5）ⅹ（1+18%） ]ⅹ20% =36.108 （万元）

安全文明施工费工程款：6ⅹ（1+18%） ⅹ80%=5.664 （万元）

问题 2：

第 3 个月末分项工程累计拟完工程计划投资：

（5000ⅹ100+750ⅹ420+100ⅹ4500+750ⅹ150） /10000ⅹ（1+18%）=162.545 （万元）

第 3 个月末分项工程累计己完工程计划投资：

（5000ⅹ100+500ⅹ420+70ⅹ4500+750ⅹ150） /10000ⅹ（1+18%）=134.225（万元）

第 3 个月末分项工程进度偏差=134.225-162.545=-28.32（万元）

第 3 个月末该工程进度拖延 28.32 万元。

问题 3：

B 分项工程：

执行原清单价的量 750ⅹ（1+15%）=862.5m3；新单价的量 880-862.5=17.5m3

[17.5ⅹ420ⅹ0.95+（380-17.5）ⅹ420]/10000ⅹ（1+18%）=18.789 万元

C 分项工程：

45ⅹ4500/10000ⅹ（1+18%）=23.895 万元

D 分项工程：

400 ⅹ150/10000ⅹ（1+18%）=7.08 万元

总价措施工程款：1ⅹ（1+18%）=1.18 万元

临时用工：

（50ⅹ60+120ⅹ100） /10000ⅹ（1+18%）=1.77 万元

临时工程：报价浮动率=1-193.52/200=3.24%

调整后全费用单价=500ⅹ（1+18%）ⅹ（1-3.24%） =570.884 元/m3

570.884ⅹ300/10000=17.127 万元

应支付工程款为：（18.789+23.895+7.08+1.18+1.77+17.127）ⅹ80% -36.108/3=43.837 万元

问题 4：

A 分项工程：5000ⅹ100×1.18/10000=5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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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分项工程：[17.5ⅹ420×0.95+（880-17.5） ⅹ420/10000]ⅹ1.18=43.569 万元

C 分项工程：115ⅹ4500/10000ⅹ1.18=61.065 万元

D 分项工程：1550ⅹ150/10000ⅹ1.18=27.435 万元

实际造价=59+43.569+61.065+27.435+10ⅹ1.18+1.77+17.127+5=221.925+5=226.766 万元

质保金=193.52ⅹ3%=5.806 万元

竣工结算款=(226.766-5)ⅹ（1-80%）+5-5.806=43.547 万元

问题 5:

应计增值税（销项税额）=226.766/（1+9%）ⅹ9%=18.724 万元；

应纳增值税=18.737-7=11.737 万元；

该合同成本为=160+9+1=170 万元；

利润为=226.766-18.724-170=38.042 万元

成本利润率=38.042/170=22.378%

案例四
某建设单位（甲方）拟建造一栋 3600 ㎡的职工住宅，采用工程量清单招标方式由某施工单位（乙方）承建。

甲乙双方签订的施工合同摘要如下：

一、协议书中的部分条款

1．合同工期

计划开工日期：2018 年 10 月 16 日；计划竣工日期：2019 年 9 月 30 曰：

工期总日历天数：330 天（扣除春节放假 16 天）。

2．质量标准

工程质量符合：甲方规定的质量标准。

3．签约合同价与合同价格形式

签约合同价：人民币（大写）陆佰捌拾玖万元（¥6 890 000. 00 元），

其中：

（1）安全文明施工费为签约合同价 5%；

（2）暂列金额为签约合同价 5%。

合同价格形式：总价合同。

4．项目经理

承包人项目经理：在开工前由承包人采用内部竟聘方式确定。

5．合同文件构成

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

（1）中标通知书； （2）投标函及投标函附录；

（3）专用合同条款及其附件； （4）通用合同条款；

（5） 技术标准和要求；

（6）图纸；

（7）己标价工程量清单；

（8）其他合同文件。

上述文件互相补充和解释.如有不明确或不一致之处，以上述顺序作为优先解释顺序（合同履行过程屮另行约

定的除外）。

二、专用条款中有关合同价款的条款

1．合同价款及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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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合同价款除如下约定外，不得调整。

（1）当工程量清单项目工程量的变化幅度在 15%以外时，合同价款可作调整。

（2）当材料价格上涨超过 5%时，调整相应分项工程价款。

2．合同价款的支付

（1）工程预付款：于开工之日支付合同总价的 10%作为预付款工程实施后，预付款从工程后期进度款中 扣

回。

（2）工程进度款：基础工程完成后.支付合同总价的 10%；主体结构三层完成后，支付合同总价的 20%，主

体结构全部封顶后，支付合同总价的 20%；工程基本竣工时，支付合同总价的 30%。为确保工程如期竣工，

乙方不得因甲方资金的暂时不到位而停工和拖延工期。

（3）竣工结算：工程竣工验收后，进行竣工结算，结算时按工程结算总额的 3%扣留工程质量保证金。在保

修期（50 年）满后，质量保证金及其利息扣除已支出费用后的剩余部分退还给乙方。

三、补充协议条款

在上述施工合同协议条款签订后，甲乙双方又接着签订了补充施工合同协议条款。摘要如下：

补 1．木门窗均用水曲柳板包门窗套：

补 2．铝合金窗 90 系列改用 42 型系列某铝合金厂产品

补 3．挑阳台均采用 42 型系列某铝合金厂铝合金窗封闭。

问题：

1．该合同签订的条款有哪些不妥之处？如有应如何修改？

2．工程合同实施过程中，出现哪些情况可以调整合同价款？简述出现合同价款调增事项后，承发包双方的处

理程序。

3．对合同中未规定的承包商义务，合同实施过程中又必须进行的工程内容，承包商应如何处理？

问题 1：

答：该合同条款存在的不妥之处及其修改：

（1）工期总日历天数约定不妥，应按日历天数约定，不扣除节假日时间。

（2）工程质量为甲方规定的质量标准不妥，本工程是住宅楼工程.目前对该类工程尚不存在其他可以明 示的

企业或行业的质量标准，因此，不应以甲方规定的质量标准作为该工程的质量标准，而应以《建筑工程施 工

质量验收统一标准》中规定的质量标准作为该工程的质量标准。

（3）安全文明施工费和暂列金额为签约合同价的一定比例不妥。应约定人民币金额。

（4）承包人在开工前采用内部竟聘方式确定项目经理不妥。应明确为投标文件中拟订的项目经理。如果 项

目经理人选发生变动，应该征得监理人和（或）甲方同意。

（5）针对工程量变化幅度和材料上涨幅度调整工程价款的约定不妥。应根据《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的有关规定，全面约定工程价款可以调整的内容和调整方法。

（6）工程预付款预付额度和时间不妥。

（7）工程价款支付条款约定不妥。“基木竣工时间”不明确，应修订为具体明确的时间：“乙方不得因甲方

资金的暂时不到位而停工和拖延工期”条款显失公平，应说明甲方资金不到位在什么期限内乙方不得停工 和

拖延工期.逾期支付的利息如何计算。

（8）质量保修期（50 年）不妥，应按《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修改。地基与基础、主 体

结构为设计的合理使用年限：防水、保温工程为 5 年；其它工程（水、电、装修等）为 2 年或 2 期.

（9）工程质量保证金返还时间不妥。根据国家建设部、财政部颁布的《关于印发〈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 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的规定，在施工合同中双方约定的工程缺陷责任期一般为 1 年，最长不超过 2 年。缺陷

责任期满后，承包人向发包人申请返还保证金，发包人应于 14 天内进行核实，核实后 14 天内将保证金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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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包人。

（10）补充施工合同协议条款不妥。在补充协议中，不仅要补充工程内容，而且要说明工期和合同价款是否

需要调整，若需调整则如何调整。

问题 2：

答：根据《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的规定，下列事项（但不限于）发生，发承包双方应当按照合 同

约定调整合同价款：

1）法律法规变化；2）工程变更；3）项目特征描述不符； 4）工程量清单缺项；5）工程量偏差；6）物价

变化；

7）暂估价；8）计日工；9）现场签证；10）不可抗力；

11）提前竣工（赶工补偿）；12）误期赔偿；13）施工索赔；14）暂列金额；15）发承包双方约定的其他

调整事项出现合同价款调增事项后的 14 天内，承包人应向发包人提交合同价款调增报告并附上相关资料，

若承包 人在 14 天内未提交合同价款调增报告的，视为承包人对该事项不存在调整价款。

发包人应在收到承包人合同价款调增报告及相关资料之日起 14 天内对其核实，予以确认的应书面通知承 包

人。如有疑问，应向承包人提出协商意见。发包人在收到合同价款调增报告之日起 14 天内未确认也未提出 协

商意见的，视为承包人提交的合同价款调增报告己被犮包人认可。发包人提出协商意见的，承包人应在收到 协

商意见后的 14 天内对其核实，予以确认的应书面通知发包人。如承包人在收到发包人的协商意见后 14 天内

既不确认也未提出不同意见的，视为发包人提出的意见已被承包人认可。

问题 3：

答：首先应及时与甲方协商，确认该部分工程内容是否由乙方完成。如果需要由乙方完成，则双方应商签补

充合同协议，就该部分工程内容明确双方各自的权利义务，并对工程计划做出相应的调整：如果由其他承 包

商完成，乙方也要与甲方就该部分工程内容的协作配合条件及相应的费用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以保证工程

的顺利进行。

案例五
某工程项目施工承包合同价为 3200 万元，工期 18 个月，承包合同规定：

1．发包人在开工前 7 天应向承包人支付合同价 20％的工程预付款。

2．工程预付款自工程开工后的第 8 个月起分 5 个月等额抵扣。

3．工程进度款按月结算。工程质量保证金为承包合同价的 5%，发包人从承包人每月的工程款中按比例扣留。

4．当分项工程实际完成工程量比清单工程量增加 10％以上时，超出部分的相应综合单价调整系数为 0.9。

5．规费费率 3.5％．以工程量清单中分部分项工程合价为基数计算；税金率 3.41％，按规定计算。

在施工过程中，发生以下事件：

（1）工程开工后，发包人要求变更设计。增加一项花岗石墙面工程，由发包人提供花岗石材料，双方商定该

项综合单价中的管理费、利润均以人工费与机械费之和为计算基数，管理费率为 40％，利润率为 14％。消

耗量及价格信息资料如表 2.1 所示。

（2）在工程进度至第 8 个月时，施工单位按计划进度完成了 200 万元建安工作量，同时还完成了发包人要

求增加的一项工作内容。经工程师计量后的该工作工程量为 260m²，经发包人批准的综合单价为 352 元/m²。

（3）施工至第 14 个月时，承包人向发包人提交了按原综合单价计算的该月已完工程量结算报告 180 万元。

经工程师计量。其中某分项工程因设计变更实际完成工程数量为 580m³（原清单工程数量为 360m³，综合

单价 1200 元/m³）。

铺贴花岗石面层定额消耗量及价格信息 单位：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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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计算该项目工程预付款。

2．编制花岗石墙面工程的工程量清单综合单价分析表，列式计算并把计算结果填入答题纸表 1.1 中。

表 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综合单价分析表 单位：元/m²

3．列式计算第 8 个月的应付工程款。

4．列式计算第 14 个月的应付工程款。

（计算结果均保留两位小数，问题 3 和问题 4 的计算结果以万元为单位。）

参考答案
问题 1：

工程预付款：3200×20％=640（万元）

问题 2：

人工费：0.56×60=33.60（元/m²）

材料费：0.155×0.8+0.0299×240+6.4=13.70（元/m²）

机械费；0.0052×49.18+0.0969×52=5.29（元/m²）

管理费：（33.60+5.29）×40％=15.56（元/m²）

利润： （33.60+5.29）×14％=5.44（元/m²）

综合单价：

33.60+13.70+5.29+15.56+5.44=73.59（元/m²）

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综合单价分析表 单位：元/m²

问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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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工作的工程款：260×352×（1+3.5％）（1+3.41％）=97953.26（元）=9.80（万元）

第 8 月应付工程款：（200+9.80）×（1-5％）-640÷5 =71.31（万元）

问题 4：

该分项工程增加工程量后的差价：

（580-360×1.1）×1200×（1-0.9）×（1+3.5％）（1+3.41%）=23632.08（元）=2.36（万元）

或：该分项工程的工程款应为：

[360×1.1×1200+（580-360×1.1）×1200×0.9]×（1+3.5％）（1+3.41％）=72.13（万元）

承包商结算报告中该分项工程的工程款为：580×1200×（1+3.5％）（1+3.41％）=74.49（万元）

承包商多报的该分项工程的工程款为：74.49-72.13=2.36（万元）

第 14 个月应付工程款（180-2.36）×（1-5%）（1 分）=168.76（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