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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分析可见，假设 500件产成品全部为合格品，

则其生产总成本为 84 000元，单位成本为 168元；而假设

出现10件不可修复废品，则其生产成本总计为85 000元，

单位成本为169.39元；而当出现10件可修复废品时，其生

产成本总计为 84 480元，单位成本为 168.96元。显然，无

论是可修复废品和不可修复废品的核算，都加大了产品

生产总成本和单位成本，即加大了最终合格品的成本。

2. 我国现行废品损失核算方法与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存在差异。《企业会计准则第 1号——存货》第九条规定：

下列费用应当在发生时确认为当期损益，不计入存货成

本：①非正常消耗的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②仓

储费用（不包括在生产过程中为达到下一个生产阶段所

必需的费用）。③不能归属于使存货达到目前场所和状态

的其他支出。

显然，从会计准则可以看出，非正常消耗的直接材

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是不应计入存货成本，而现行的

废品损失核算中，最终的废品损失都转嫁给了合格品，即

全部由生产成本承担。

三、对现行废品损失核算方法的改进

笔者认为应在废品损失核算科目下设置两个二级科

目对正常损失和非正常损失进行核算，即将废品损失科

目设置为一级会计科目，并分别设置“废品损失——正常

废品损失”、“废品损失——非正常废品损失”两个二级会

计科目。期末，将正常废品损失结转至生产成本，而非正

常废品损失则结转至当期损益，也就是说非正常废品损

失所发生的费用不应由生产成本承担，而是结转至当期

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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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付款内部审计之关键点

王晓敏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会计学院 郑州 450015）

【摘要】本文从建设工程付款审计实务的角度，按建设工程付款的顺序，分别探讨了工程预付款、工程进度款、

工程竣工结算款的内部审计，指出在对每类款项进行审计时需要关注的关键点，并辅以实际案例予以说明。

【关键词】内部审计 建设工程 付款审计

建设工程具有投资额大、建设周期长等特点，为建设

工程提供施工劳务的施工企业是劳务密集、轻资本、快周

转行业，资金支付时间早晚对施工企业的净资产回报率

影响非常大，所以施工企业想尽一切办法向建设单位公

关，力争其早日拨付工程款项。因财务人员缺乏对工程知

识的了解，再加上有些工程合同对付款节点约定不明确，

容易造成不到工程节点而提前付款的超付现象，进而滋

生腐败行为。本文从工程付款审计实务的角度，探讨如何

进行建设工程付款的内部审计。

一、工程预付款

对于工程预付款，内部审计主要应关注：①预付款支

付的比例是否合适；②预付款支付的时间限制；③预付款

应在什么时候抵扣、分几次抵扣及每次的抵扣比例。

1. 工程预付款的支付比例。根据《财政部、建设部关

于印发〈建设工程价款结算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建［2004］
369号），“包工包料工程的预付款按合同约定拨付，原则

上预付比例不低于合同金额的 10%，不高于合同金额的

30%，对重大工程项目，按年度工程计划逐年预付。”内部

审计应审查工程预付款的比例约定是否合适。工程预付

款与工程内容有关，一般来说，桥梁工程因前期需要施工

单位备料，故预付款的比例会高些；道路工程一般在5%左

右；房屋建筑工程则一般给进场费或者没有工程预付款。

在内部审计实务中，我们发现有些单位把房屋建筑工程

预付款约定为 30%，虽然不违背财建［2004］369号文件规

定的上限，但这样无疑会增加建设方的资金成本。

2. 预付款支付的时限。根据财建［2004］369号文件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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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在具备施工条件的前提下，发包人应在双方签订合同

后的一个月内或不迟于约定的开工日期前的 7天内预付

工程款，发包人不按约定预付，承包人应在预付时间到期

后 10天内向发包人发出要求预付的通知，发包人收到通

知后仍不按要求预付，承包人可在发出通知 14天后停止

施工，发包人应从约定应付之日起向承包人支付应付款

的利息（利率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并承担违约责任。

凡是没有签订合同或不具备施工条件的工程，发包人不

得预付工程款，不得以预付款为名转移资金。

在内部审计实务中会存在工程预付款支付后施工单

位不进场施工的现象，这种情况与合同签订有很大关系，

一般表现为履约保证金不足，对施工单位无法形成约束。

3. 工程预付款抵扣。根据财建［2004］369 号文件规

定，预付的工程款必须在合同中约定抵扣方式，并在工程

进度款中进行抵扣。在进行付款审计时，审计人员一要关

注合同对预付款的抵扣约定，二要关注在支付工程进度

款时是否按合同约定抵扣。

二、工程进度款

工程进度款应该是问题最多的领域，因财务人员对

工程计量的不了解，往往根据工程或造价人员意见付款，

容易造成超付或欠付，付款时一般缺乏必要的付款依据。

工程进度付款主要风险表现在：①达不到工程付款节点

就付款，或合同中对付款节点规定模糊；②付款时缺乏完

成工程量的相关资料；③没有扣除应扣的水电费、罚款、

工程预付款、甲供材；④付款按估算数支付，没有工程预

算，进度款支付后造成最终结算难等问题；⑤采用借款等

形式变相支付工程款；⑥付款时收款方不提供发票等。

例 1：某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签订 1-3#、5#4栋楼施

工合同。合同约定，合同暂定总价2 000万元，工程首次进

度款付款节点为“标段工程主体结构工程全部完工（含屋

面及其上部建筑物及构筑物等）并提供合格工程资料后，

支付本节点相应合同价的 70%。2012年 1月 19日，建设单

位付款260万元。2012年4月5日，建设单位付款510万元

（按合同暂定价2000万元的55%估算，即1 100万元，再乘

以70%即770万元，减已经支付的260万元）。

4月 6日内部审计到该建设单位进行审计，经审计发

现：①审计人员进行现场勘查时发现屋面檐口造型模板

未拆除；隐蔽记录显示，屋面、楼梯间梁板柱钢筋绑扎时

间是 3月 3日，屋面、楼梯间梁板柱模板支设时间是 3月 4
日，屋面、楼梯间梁板柱混凝土施工时间是 3月 4日，屋

面、楼梯间梁板柱模板拆除时间是3月18日，没有发现屋

面、楼梯间梁板柱28天抗压强度试验报告，试验报告都是

复印件，其他资料不全。②账面显示首次付款时间为 1月

19日，支付工程款 260万元。③审计人员到预算部了解到

双方核对预算后，因施工单位反悔又要求重新核对造价，

截至审计日双方因存在争议项，未核对完毕。④付款时

没有扣除应扣的水电费、罚款、工程预付款、甲供材。⑤付

款时施工单位未提供发票。

从以上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以下问题：

1. 种种迹象表明，截至审计日没有达到合同约定的

首次付款节点。审计人员进行现场审计时发现屋面檐口

造型模板未拆除；隐蔽记录显示屋面、楼梯间梁板柱钢筋

绑扎时间是 3月 3日，屋面、楼梯间梁板柱模板支设时间

是 3月 4日，屋面、楼梯间梁板柱混凝土施工时间是 3月 4
日，屋面、楼梯间梁板柱模板拆除时间是 3月 18日，没有

发现屋面、楼梯间梁板柱28天抗压强度试验报告等。这些

迹象表明，4月 6日没有达到合同约定的付款节点，即“标

段工程主体结构工程全部完工（含屋面及其上部建筑物

及构筑物等）并提供合格工程资料后，支付本节点相应合

同价的70%”，在没有达到合同约定节点的情况下，财务部

门怎么能对工程进度款进行支付？是因为财务人员对工

程计量知识的不了解或合同中对付款节点规定模糊，财

务人员片面听信于工程和预算人员，这也暴露出建设单

位付款内部控制制度的不完善。

2. 2012年 1月 19日付款存在严重的提前付款问题。

审计人员在 2012年 4月 6日进行审计时还达不到合同约

定的首次付款条件，但2012年1月19日已经支付了260万
元的工程款，存在严重的提前付款问题，经调查 2012年 1
月 19日是农历腊月 26日，施工单位为了要款，让民工拉

条幅上街，甚至围堵市政府，由政府相关部门出面，建设

单位在没有达到付款节点的情况下支付了 260万元的工

程款。

3. 没有按三方确定的工程预算付款，按估算数付款

后造成最终结算难等问题。审计发现预算没有核对完毕，

计算的应付款 770万元缺乏依据，2 000万元是暂定价，

55%是估计数，不能作为付款依据，如果就此付款可能造

成工程完工后迟迟不能进行决算的现象。当时就存在施

工单位对预算反复的现象，建设单位支付进度款时必须

有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三方签字确认的工程节

点闭口预算，如果没有已完成工程计量三方确认的预算，

而依据估算数进行付款，工程结束后施工单位会因已经

得到大部分工程款，在双方结算时会“不达目的不罢休”，

迟迟不能结算。

我们在这家建设单位了解到，2006年已完工的工程

还存在双方达不成一致的决算意见的现象，有的处于诉

讼中，施工单位在进度款中成本已经收回，再能多要的就

是其利润，所以也不急于结算，建设单位因成本无法可靠

计量，无法取得可在土地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税前抵扣的

结算资料和发票，导致额外承担高额的税负。案例中也存

在双方核对预算后，因施工单位反悔又要求重新核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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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的情况，截至审计日双方因存在争议项未核对完毕。

4. 付款时没有扣除应扣的水电费、罚款、工程预付

款、甲供材。在支付工程进度款时，因相关部门没有将施

工单位应承担的水电费、罚款等扣款手续报到财务部门，

导致支付工程进度款时没有扣除水电费、罚款等扣款项

目，导致工程进度款的超付现象。水电费、罚款、甲供材等

相关信息一般都由工程部门掌握，可能因抄表不及时或

其他原因导致没有及时传递给财务部门，这样反映出内

部控制的不健全，建设单位应建立信息及时传递制度，定

期传递相关信息。

5. 付款时施工单位不提供发票。建设单位支付工程

款时应要求施工单位提供发票，如果无发票付款，将导致

建设单位的严重税务损失，特别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如果

付款后无法取得相关的发票，在土地增值税清算时，已支

付的工程款因无合规票据将无法作为扣除项目在土地增

值税前扣除，将导致至少1.3倍（20%房地产开发企业加计

扣除、10%开发费用）的扣除项目抵扣损失，如果开发建设

的是普通标准住宅，税收损失将更大（1.5倍）。

三、工程竣工结算款

工程竣工结算款支付审计是工程建设审计的最后一

道关，如果竣工结算款付款把关不严，将造成难以挽回的

损失。有的建设单位的付款节点分为竣工验收付款和结

算后付款，有的建设单位分得更细，竣工初验后备案也作

为一个付款节点，这种分法的目的是防范竣工验收后施

工单位不配合建设单位竣工备案。

工程竣工结算款支付审计应关注：①是否依据工程

部门出具的已完成工程竣工验收和施工方已将交工资料

交付给建设方的确认信息；②付款是否依据经预算部门

与施工单位双方确认的《工程竣工结算报告》；③施工单

位是否提供了含质保金在内的全额发票。

1. 施工单位因对工程结算结果不满意而拒不提供交

工资料，不配合竣工备案。

例2：某房地产公司工程造价部门送审的某工程项目

工程总造价 1 800万元，经审计部门审计，审减 120万元，

审定工程总造价为1 680万元，建设单位的工程造价部门

对此审计结果无异议，施工单位预算人员无法从技术上

提出异议，但以干活赔钱为由拒不接受审计结果，且不提

供交工资料和不配合竣工备案，最后该房地产公司担心

影响房屋交付，延期交房将导致小业主索赔，经双方协商

按1 800万元决算。

工程竣工结算款付款施工单位履行完合同义务后，

完成合同约定的施工任务，并经验收合格，还要将交工资

料交给建设方，否则建设单位就无法进行竣工备案，这将

涉及建设工程完工、资产折旧、税务、交付等一系列问题，

所以在结算审计前，这些工作必须完成，否则将出现对结

算结果不满意而迟迟不配合竣工验收或竣工备案的情

况，从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2. 建设单位存在无结算支付工程款，施工单位不认

可结算意见，导致双方进入诉讼程序。

例3：某房地产公司施工单位报送工程总造价为2 500
万元，预算部门审核后的工程总造价为 2 100万元，双方

存在很多争议项目，且金额很大，达不成一致意见，审计

部门介入后发现该项目财务部门已经依据工程部和预算

部签字的《工程付款审批表》支付了2 350万元的工程款，

双方达不成一致意见而进入诉讼程序。

案例中涉及财务依据什么进行付款的问题，很多单

位不管是工程进度款还是最终付款都以《工程付款审批

表》为依据。《工程付款审批表》有工程部和预算部的签

字，甚至有总经理的批示，但《工程付款审批表》只是付款

的一个手续，完成的工程进度不明晰，也不能显示是否达

到合同约定的付款节点，预算部签署的预算数也只是个

大概数，甚至有些单位实行总量控制，也就是说只要不超

合同额就可以付款，这样一旦结算时对合同额进行审减，

就可能导致工程款超付，施工单位拿到手的钱大多不愿

意退回，也就不同意结算意见，不在结算书上签字，最终

走上法庭。

3. 建设单位为施工单位垫付水电费，施工单位仅提

供收到款项发票。

例4：某房地产公司工程项目经甲乙双方签字确认的

工程总造价为2 000万元，房地产公司在施工过程中垫付

施工单位水电费 180万元，工程质保金 100万元，办理付

款时施工单位累计提供了1 720万元的发票，财务部门依

据发票办理了工程付款。

最终付款时，施工单位提供多少发票也是控制的一

个重点，很多单位因施工单位开具的发票金额不足，导致

建设工程的计税成本不足，造成税收损失，案例中就出现

这样的问题，付款审计中一定要重点关注。最终付款时要

求施工单位提供的发票必须是包括质保金、代垫水电费

等在内的全额发票，否则将造成企业所得税汇算、土地增

值税清算时税前扣除项目金额不足而导致税收损失。

【注】本文系航空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11GL5
5018）和河南省科技厅项目（项目编号：132400410853、
12240045053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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