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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9_80_A0_c56_647431.htm 第一阶段：认真吃透教材，掌

握每章的重点 《工程造价管理基础理论与相关法规》教材共

由五章组成，各章内容自成体系，相互关联性不高。在第一

阶段复习时，需要认真阅读教材，吃透每个知识点，掌握各

章重点。有关各章节知识点在相关复习资料中都有体现，在

此，我们将重点详细解释一下。 1第一章：工程造价管理概

论 本章重点在第三、四节。 1.1工程造价的相关概念是本节的

重点，历年考试几乎都在此出题。建设项目总投资、固定资

产投资、动态投资、静态投资、建安工程投资等，一方面要

了解这些概念本身的含义，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要注意

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 1.2工程造价管理的基本内容应该是本

节的重点。近年来，在此处的考点越来越细，希望考生认真

阅读教材，比如，工程造价有效控制的组织措施、技术措施

、经济措施的区分。同时“发达国家工程造价管理的特点”

从2007年考试开始涉及，这几年在此部分又有考题出现，说

明对此部分内容的要求程度有所提高，希望考生认真记忆相

关内容。 1.3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在本章中是历年考试的

重点，分值分布较多，集中在造价工程师的注册、执业范围

及法律责任等方面。其中很多规定与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的管

理类似，最好对比记忆，并通过多做练习的形式加强对考核

点的记忆。 1.4工程造价咨询管理制度，本节重点一方面是工

程造价咨询企业的资质标准和业务承接的有关规定.另一方面

是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管理及法律责任的相关内容。



本节的很多规定与第三节对造价工程师的规定类似，熟读教

材后，将一些相同的规定加以对比总结，则对牢记考点大有

帮助。 2第二章工程经济 本章是本书的重点和难点，每年考

试分值都在30分以上，同时本章内容与案例考试联系比较密

切，其中2.2和2.4是本章的重点。 2.1现金流量与资金时间价

值。资金等值计算每年必考一题，近年来在此处出题越来越

活，有将现金流量图、资金等值计算及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

三个知识点综合在一起出题的趋势。而这三个知识点本身都

是难点。在第一阶段学习时，首先需要将各资金等值计算公

式的适用条件及其相互关系搞清楚，然后要熟记公式，尤其

是年金终值公式及现值公式。在六个资金等值计算公式中，

有关年金的计算公式，应用时比较容易出错，应多做一些练

习加强对年金公式的理解。最后将这些年相关考点的真题都

独立做一遍，就可以掌握这一知识点了。 2.2投资方案经济效

果评价 本节实际上由三部分内容组成：第一部分是经济效果

评价指标，第二部分是经济效果评价方法，第三部分是设备

更新方案比选。关于评价指标，要了解评价指标的含义、评

价准则及优缺点，其中投资回收期及净现值要求会计算。关

于评价方法，教材主要介绍了互斥方案的比选方法.动态比选

方法要注意教材例题的解题思路.增量投资内部收益率的比选

规则一般出题较活。关于设备更新方案的比选，重点是静态

经济寿命的估算及设备租赁与购买的比选，经济寿命的估算

要注意教材例题的解题思路。设备租赁与购买要注意对租赁

概念的理解。 2.3不确定性分析，本节重点是敏感性分析，敏

感因素的确定方法要掌握，近年来在此处的考题非常活。 2.4

价值工程理论及方法，本节考点较多，有价值工程的特点、



对象选择方法、功能评分方法、价值系数分析等内容。 2.5寿

命周期成本分析理论与方法，本节重点是权衡分析，要注意

对权衡分析的各种情况的理解。 3第三章工程财务 本章有四

节，其中第一节较重要。 3.1项目资金筹措与融资，本节内容

有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传统的筹资方式，重点包括资本

金及负债的筹资方式、资金成本的概念及相关计算、最佳资

本结构的确定.另一部分内容是项目融资，重点有项目融资的

阶段与步骤，以及各种融资方式的运作过程。 3.2项目成本管

理，本节考点较少，只需注意成本管理各环节的顺序及可以

采用的方法。 3.3项目财务分析，在新版教材中，本节内容变

化较大。本节第一部分内容，工程项目收益估算与《计价与

控制》科目中的第四章内容有较大的重合度，不作为考试重

点。本节第二部分内容是会计要素，要注意对各会计要素构

成的理解，这部分内容比较好出题，也是本节的重点。第三

部分内容，盈利能力及偿债能力指标，内容与本书第二章有

较大重复，只要求了解。 3.4工程税收与工程保险，工程保险

这几年考试一直没有涉及，工程税收重点复习各税种的计税

依据。教材一共介绍了七大税种，其中营业税、所得税、土

地增值税及房产税作为重点。 4第四章工程项目管理 在本版

教材中，新增加了流水施工组织方法及网络计划技术两节内

容，而这两节内容原来在《建设工程技术与计量》科目中也

是考核重点。因此，这两部分内容的增加将会加大第四章的

分值比重。本章除风险管理之外，各节内容分值分布比较均

匀。 4.1工程项目管理概述 “工程项目的组成和分类”中，关

于分部分项工程的举例要仔细阅读，对于工程项目分类，不

仅要知道分类标准，而且还要知道不同类型项目的差异：“



工程项目建设程序”重点在我国建设程序各阶段的工作内容.

本节第三部分内容重点是建设项目法人责任制。 4.2工程项目

管理的组织 本节有两部分内容，承发包模式及工程项目管理

组织。对于承发包模式要注意各种工程项目承发包模式特点

的对比.对于工程项目管理组织形式要注意四种组织形式的特

点。 4.3工程项目计划与控制体系 重点有：建设单位计划体系

的组成、内容及相关表格名称.施工单位计划体系的组成、计

划编制时间、编制主体及计划编制目的.主动、被动控制措施.

工程项目目标控制方法名称及分类。 4.4流水施工组织方法 第

一部分“流水施工的特点和参数”，对于流水施工的特点主

要侧重于理解。对于流水施工参数一方面要知道各类参数的

构成，同时还要理解各参数的含义.第二部分“流水施工的基

本组织方式”，教材介绍了“等节奏流水施工”、“异节奏

流水施工”及“非节奏流水施工”三类流水施工组织方式，

要注意对各类流水施工组织方式特点的理解，并掌握不同流

水施工组织方式工期的计算。 4.5网络计划技术 本节内容与案

例分析联系比较紧密。本节重点有：(1)理解关键线路的概

念.(2)六个时间参数的计算.(3)时标网络计划中时间参数的判

定.(4)工期优化.(5)网络计划执行中的控制方法。 4.6工程项目

风险管理，重点要对风险应对策略加强理解。 第五章经济法

律法规 本章以第二节为重点。 5.1概述 重点有：代理特征、

无权代理、诉讼时效。 5.2合同法 本节内容较多，涉及合同的

订立、生效、合同的效力、合同的履行、变更、终止、违约

及争议解决等内容。考点比较分散，有时考题会以小案例的

形式出现，要注意对各知识点的理解，不要死记硬背。从去

年考试来看有将几个知识点综合的趋势。 5.3工程建设相关法



律法规 重点涉及建筑法、招标投标法、土地管理法、保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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