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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综合布展工程结算审计方法

吴克让（江苏省徐州市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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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提高城市综合服务功能，近年来各地政府启动了一批如规划展示馆、名人馆等城市功能性建设项目，与之配套实施的是综合布展工程，

主要内容包括：基础装饰工程、水电安装工程、多媒体系统、展陈、模型及艺术品等。综合布展工程作为一项新兴的特殊专业工程，涵盖范围

广，投资额大。搞好此类工程结算审计，对于依法降低工程建设成本，合理确定工程造价，提高政府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效益意义重大。笔者结

合具体审计工作实际，对综合布展工程结算审计方法进行了总结与探讨，为实施此类工程审计提供参考。 

   

  一、综合布展工程结算审计难点 

   

  综合布展工程作为一项新兴的特殊专业工程，涵盖范围广，国家现阶段对此没有专项的法律、法规约束，造成了部分工程项目在造价审核

环节往往无标准可依。此类工程报价以专项市场价格作为定价主体，因此，造价控制的重点应放在招投标阶段和合同签订前的商务谈判阶段，

后期的结算审核应该只是程序上的工作，但是情况并非如此。一方面由于工程存在特殊性、建设单位缺乏足够的管理经验等原因，合同订立前

一般没有对投标报价书进行严格的审核，合同条款对结算的计价取费等约定也不尽明确、详细；另一方面此类工程承建方一般为设计施工一体

化公司，其专项设计方案在未经合同签订阶段的审核和细化的情况下，往往采用边设计边施工的建设模式，由于工期紧、变更多等原因，建设

单位很难在该阶段对项目进行审核议价，并进行商务谈判。以上存在的问题给最终结算审计工作的顺利实施埋下隐患，并带来较大的审计工作

难度。 

   

  二、综合布展工程结算审计重点与方法 

   

  针对综合布展工程实施的特点，并结合审计工作实践，做好此类项目的结算审计，应分阶段、分专业、抓重点加以实施。 

  （一）收集、整理、熟悉资料 

  报审资料是审计工作的依据和基础，如在跟踪审计阶段已对工程情况有了充分了解，那么在结算审计阶段对报审材料的完整性、合法性审

核就是重点。施工单位初始提交的资料一般过于简单，离结算审核的要求往往差距甚远。因此，应与甲乙双方充分沟通、协调，使提交的资料

基本可以满足开展结算审计工作的需要。由于此类工程的特殊性，送审资料除基本必备资料外，还应重点关注硬件设备进场报验清单、多媒体

系统综合布线图、展陈及模型组价清单等资料。 

  （二）分专业、抓重点实施审计 

  通过现场踏勘、审查资料，市场询价、分析计算等多种方法，并与相关单位沟通、核对，确认造价。实施时应分专业、抓重点区分不同情

况，同步进行。 

  1. 基础装饰工程 

  该部分为通用常见项目，竣工图纸一般较详尽，结算书报价一般也都符合规定，与一般装饰工程审计程序相同，只论述审计重点和难点的

应对措施。 

  （1）装饰饰面材料品种繁多、价值高，是造价的主要组成部分，该工程主材费占直接费的比率高，一般将近80%，如何确定主材单价成了

重中之重。在无投标单价、无认价单的情况下，应结合跟踪审计期间了解的部分装饰材料情况，再次进行市场询价，将询价材料分类，并对造

价高的材料重点审核。例如送审结算中石材材料费一般所占比率较高，有的占到主材费的三分之一以上，承建单位为取得不当利润，结算往往

高套进口石材进行报价。审计时首先可以通过样品送检、请专业石材供应商现场察看等方法，初步确认石材是否属于进口品种；继而要求承建

方提供石材进口检验检疫证明、进口货物报关单、采购合同等资料，最终确定是否作为进口石材并询价定价。其他材料也应在充分的市场询价

后初步确定审核价格，并及时与相关单位进行沟通协调，综合考虑工程工期、材料要求、异地采购、垫付资金等因素，在市场询价的基础上，

审核承建方所提供的主材采购合同，合理采纳合同价格进行认价。 

  （2）装饰工程人工单价如未明确约定，可以通过沟通协调及谈判的过程，综合工程质量要求，人工工资上涨因素，本着公正、合理的原

则，一般按照相关文件规定的中间值确定。 

  （3）展厅多为框架大空间分隔出来，其中隔墙、隔层的钢结构部分属于隐蔽工程，用钢量大，造价高。在跟踪审计阶段就应对所有隐蔽

部位做出详尽记录和标注，在结算审计阶段再根据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对该部分做重点审核。 

  （4）布展装饰空间很多异型结构和后场制作现场安装的成品造型，其本身材料价值虽然不高，但制作及安装工艺复杂，施工方一般按一

口价的形式报价，综合范围含糊不清。该部分是承建单位利润重点，报审价格一般较高。审计如果一味按材料拆分套用定额子目，则其造型设

计及制作工艺的费用势必无法考虑在内，结果会使核定造价与承建方报价相差甚远，承建方亦不能接受。对该部分审计宜采用综合单价的方式

核价。可不考虑其报价，按事实核价。在充分了解其真实结构及用材、抓住施工关键所在，凭借专业经验与承建单位沟通、谈判后确定各成品

部件综合单价。 

  2. 水电安装工程 

  该部分与一般安装工程审计基本相同，审核中重点关注的也是设备及主材的价格认定，解决方法同基础装饰工程。另外，需注意的是综合

布展的安装工程与主体安装工程的施工范围要划分清楚，避免出现界线不清而导致重复计算的现象；此外，与多媒体系统的线路安装、与展陈

  政府信息公开  

  政府信息公开指南  

  政府信息公开目录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政府信息公开年报  

  审计资讯

·近日要闻 ·图片新闻 

·要闻回顾 ·机关动态 

·特派办动态 ·地方动态 

·审计结果公告 ·审计工作通告 

·国际交流 ·案件披露 

·综合论坛 ·理论与方法 

·审计播报 

  网上服务

·考试信

息 
·教育培训 

·资料下

载 
·成绩查询 

·审计知

识 
·公共信息 

·网站地

图 
·历史上的今天 

·报刊订

阅 

·投稿信箱及投稿须

知 

  互动交流

·信访举报 ·在线访谈 

·图文直播 ·网上调查 

·意见征集 ·审计长信箱 

·投稿信箱 ·地方在线访谈 

·地方在线直播 



及模型部分的线路安装也要明确分开，避免重复。 

  3. 多媒体系统 

  该部分是整个综合布展工程审计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多媒体大部分项目为独立系统，监控及集成控制作为单项分类列举，审计难点在于专

项系统构成和多媒体软件的报价，其水分多，审计难度也最大。 

  （1）如果没有相对详细完善的竣工图纸，只依据项目决算清单将无法清晰掌握决算项目的工程范围和细节。因此，应选派经验丰富的行

业工程师对该部分进行审核。 

  （2）在审计开始前，应向展馆使用单位了解其在使用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使用效果及满意度如何，这也是在审计过程中定价的一个重要

参考依据。 

  （3）审核时要将各系统的划分、组成和控制系统进行分类以便现场核实，并依据清单内容核对设备型号和组成（含软件），同时结合监

理记录进行确认，尤其需要确认的是隐蔽工程和设备方案变更等内容。 

  （4）承建单位惯用的利润隐蔽手法是将通用设备的价格降低至正常价格水平或低于市场价格水平，将专用设备和软件的价格提升很多

倍，远高于行业价格水平。由于是定制产品，所以在价格审核阶段无专项标准可依，给审计工作造成极大的难度，为此，可从以下方面入手： 

  ①硬件设备市场价透明，主要是对系统设备构成和型号进行比对审计，设备中升级变更问题需详细查询监理表格进行型号和价格确认。 

  ②软件部分可调内容主要集中为两项，一是定制系统控制软件部分，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构成及运行问题，没有工程经验无法做出调

整。二是系统中的通道拼接融合软件定价问题，产品本身不计价，实质为技术问题。这两项依照行业工程师经验是可完全核减的内容。其他常

用软件系统依据行业价格情况及承建单位申报价格进行合理调整。 

  （5）多媒体系统的定价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布展工程针对各城市的特点会设计、定制很多专用的软件程序及内容，其费用中相当

一部分是开发成本，初期开发成本高且后期工程分摊比例很难准确掌握。在核价过程中应综合考虑以下因素：第一，行业专业人员的经验及对

市场行情的掌握；第二，将承建单位的多媒体系统定制合同作为参考依据；第三，借鉴其他城市、其他单位布展工程价格；第四，行业内软件

开发费用的正常分摊比例；第五，结合本工程要求及承建单位实际施工情况。这需要经过多次会谈、多方沟通协调解决，才能最终确定多媒体

系统的审定价格。 

  4. 展陈、模型及艺术品 

  （1）对展陈制作部分的审核，主要进行现场核实数量、尺寸和材质，并对价格的合理性作出判断，因金额一般较小，可不作为审核的重

点。 

  （2）模型及艺术品部分，项目通常大部分不标注材料、使用区域等信息，制作尺寸和单价也是为了编报结算而拼凑的信息，这是审计难

点一。审计难点二在于艺术品的价值无法参照明确的造价信息，且该部分模型和艺术品不能够单纯按照材料价格和平方米均价来进行计算，其

中艺术再创作的无形价值计算亦无标准可循。该部分审计难度大，可作为审计次要重点。 

  考虑该部分如果分单项价格审核谈判费时费力亦无成效，故可以通过会谈及会议纪要方式，综合其他部分的核减情况，审定该部分的总体

价值。 

  （三）对不具备审计条件的工程变更进行甩项 

  施工过程中由于方案变更等因素产生各类拆除及改造等费用在所难免，对该部分审计需相关单位提供真实充分的证据，以便于明确责任，

合理认定。如相关单位一时不能提供，为规避审计风险，可作为甩项处理，待资料齐全后再实施审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