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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的方法 ⑴成本分析的基本方法 施工成本分析的方法包括：

比较法、因素分析法、差额计算法、比率法等基本方法。 1

）比较法 比较法，又称“指标对比分析法”，就是通过技术

经济指标的对比，检查目标的完成情况，分析产生差异的原

因，进而挖掘内部潜力的方法。这种方法，具有通俗易懂、

简单易行、便于掌握的特点，因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在

应用时必须注意各技术经济指标的可比性。比较法的应用，

通常有下列形式。 将实际指标与目标指标对比。以此检查目

标完成情况，分析影响目标完成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以

便及时采取措施，保证成本目标的实现。在进行实际指标与

目标指标对比时，还应注意目标本身有无问题。如果目标本

身出现问题，则应调整目标，重新正确评价实际工作的成绩

。 本期实际指标与上期实际指标对比。通过这种对比，可以

看出各项技术经济指标的变动情况，反映施工管理水平的提

高程度。 与本行业平均水平、先进水平对比。通过这种对比

，可以反映本项目的技术管理和经济管理与行业的平均水平

和先进水平的差距，进而采取措施赶超先进水平。 2）因素

分析法 因素分析法又称连环置换法。这种方法可用来分析各

种因素对成本的影响程度。在进行分析时，首先要假定众多

因素中的一个因素发生了变化，而其他因素则不变，然后逐

个替换，分别比较其计算结果，以确定各个因素的变化对成

本的影响程度。因素分析法的计算步骤如下： 确定分析对象



，并计算出实际数与目标数的差异； 确定该指标是由哪几个

因素组成的，并按其相互关系进行排序； 以目标数为基础，

将各因素的目标数相乘，作为分析替代的基数； 将各个因素

的实际数按照上面的排列顺序进行替换计算，并将替换后的

实际数保留下来； 将每次替换计算所得的结果，与前一次的

计算结果相比较，两者的差异即为该因素对成本的影响程度

； 各个因素的影响程度之和，应与分析对象的总差异相等。

3）差额计算法 差额计算法是因素分析法的一种简化形式，

它利用各个因素的目标值与实际值的差额来计算其对成本的

影响程度。 4）比率法 比率法是指用两个以上的指标的比例

进行分析的方法。它的基本特点是：先把对比分析的数值变

成相对数，再观察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常用的比率法有以下

几种。 相关比率法 由于项目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是相互联系

，相互依存，又相互影响的，因而可以将两个性质不同而又

相关的指标加以对比，求出比率，并以此来考察经营成果的

好坏。例如：产值和工资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它们的关系

又是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在一般情况下，都希望以最少的工

资支出完成最大的产值。因此，用产值工资率指标来考核人

工费的支出水平，就很能说明问题。 构成比率法 又称比重分

析法或结构对比分析法。通过构成比率，可以考察成本总量

的构成情况及各成本项目占成本总量的比重，同时也可看出

量、本、利的比例关系（即预算成本、实际成本和降低成本

的比例关系），从而为寻求降低成本的途径指明方向。 动态

比率法 动态比率法，就是将同类指标不同时期的数值进行对

比，求出比率，以分析该项指标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动

态比率的计算，通常采用基期指数和环比指数两种方法。 ⑵



综合成本的分析方法（四种） 所谓综合成本，是指涉及多种

生产要素，并受多种因素影响的成本费用，如分部分项工程

成本，月（季）度成本、年度成本、竣工成本等。由于这些

成本都是随着项目施工的进展而逐步形成的，与生产经营有

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做好上述成本的分析工作，无疑将促

进项目的生产经营管理，提高项目的经济效益。 l）分部分项

工程成本分析 分部分项工程成本分析是施工项目成本分析的

基础。分部分项工程成本分析的对象为已完成分部分项工程

，分析的方法是：进行预算成本、目标成本和实际成本的“

三算[预算成本、目标成本、实际成本！]”对比，分别计算

实际偏差和目标偏差，分析偏差产生的原因，为今后的分部

分项工程成本寻求节约途径。 分部分项工程成本分析的资料

来源（依据）是：预算成本来自投标报价成本，目标成本来

自施工预算，实际成本来自施工任务单的实际工程量、实耗

人工和限额领料单的实耗材料。 由于施工项目包括很多分部

分项工程，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每一个分部分项工程都进行

成本分析。特别是一些工程量小、成本费用微不足道的零星

工程。但是，对于那些主要分部分项工程[分析的重点！]则

必须进行成本分析，而且要做到从开工到竣工进行系统的成

本分析。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因为通过主要分部分项

工程成本的系统分析，可以基本上了解项目成本形成的全过

程，为竣工成本分析和今后的项目成本管理提供一份宝贵的

参考资料。 分部分项工程成本分析表的格式见表1Z202045。

2）月（季）度成本分析[对象：作为一个成本核算对象的单

位工程！] 月（季）度成本分析，是施工项目定期的、经常性

的中间成本分析。对于具有一次性特点的施工项目来说，有



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通过月（季）度成本分析，可以及

时发现问题，以便按照成本目标指定的方向进行监督和控制

，保证项目成本目标的实现。 月（季）度成本分析的依据是

当月（季）的成本报表。分析的方法，通常有以下几个方面

。 通过实际成本与预算成本的对比，分析当月（季）的成本

降低水平；通过累计实际成本与累计预算成本的对比，分析

累计的成本降低水平，预测实现项目成本目标的前景。 通过

实际成本与目标成本的对比，分析目标成本的落实情况，以

及目标管理中的问题和不足，进而采取措施，加强成本管理

，保证成本目标的落实。 通过对各成本项目的成本分析，可

以了解成本总量的构成比例和成本管理的薄弱环节。例如：

在成本分析中，发现人工费、机械费和间接费等项目大幅度

超支，就应该对这些费用的收支配比关系认真研究，并采取

对应的增收节支措施，防止今后再超支。如果是属于预算定

额规定的“政策性”亏损，则应从控制支出着手，把超支额

压缩到最低限度。 通过主要技术经济指标的实际与目标对比

，分析产量、工期、质量、“三材”节约率、机械利用率等

对成本的影响。 通过对技术组织措施执行效果伪分析，寻求

更加有效的节约途径。 分析其他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对成本

的影响。 3）年度成本分析[对象：作为一个成本核算对象的

单位工程！] 企业成本要求一年结算一次，不得将本年成本转

入下一年度。而项目成本则以项目的寿命周期为结算期，要

求从开工、竣工到保修期结束连续计算，最后结算出成本总

量及其盈亏。由于项目的施工周期一般较长，除进行月（季

）度成本核算和分析外，还要进行年度成本的核算和分析。

这不仅是为了满足企业汇编年度成本报表的需要，同时也是



项目成本管理的需要。因为通过年度成本的综合分析，可以

总结一年来成本管理的成绩和不足，为今后的成本管理提供

经验和教训，从而可对项目成本进行更有效的管理。 年度成

本分析的依据是年度成本报表。年度成本分析的内容，除了

月（季）度成本分析的六个方面以外，重点是针对下一年度

的施工进展情况规划提出切实可行的成本管理措施，以保证

施工项目成本目标的实现。 4）竣工成本的综合分析 凡是有

几个单位工程而且是单独进行成本核算（即成本核算对象）

的施工项目，其竣工成本分析应以各单位工程竣工成本分析

资料为基础，再加上项目经理部的经营效益（如资金调度、

对外分包等所产生的效益）进行综合分析。如果施工项目只

有一个成本核算对象（单位工程），就以该成本核算对象的

竣工成本资料作为成本分析的依据。 单位工程竣工成本分析

，应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 竣工成本分析； 主要资源节超对

比分析； 主要技术节约措施及经济效果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

，可以全面了解单位工程的成本构成和降低成本的来源，对

今后同类工程的成本管理很有参考价值。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