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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8_A9_E5_9F_BA_E5_c67_491045.htm 水利是国民经济的命

脉，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建国以来，我国政府高

度重视水利建设，每年都从国库中拿出大量的资金投入到水

利工程建设之中。近年来，由于世界气候的影响和生态环境

的恶劣 等不利因素的影响，洪涝灾害和水土流失的现象时有

发生，为确保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发

展，我国政府对于水利基本建设的投资每年高达数百亿元。

由于水利工程建设的主要目的是防洪保安，水利基础设施，

建成后主要是社会效益，其经济效益微乎其微，因此，国家

每年用于水利建设的投资几乎是无偿的。这些高额无偿资金

的投入，对于综合国力尚弱的发展中国家无疑是一个沉重的

负担。如何来减轻这个负担呢？在不能缩小投资规模的前提

下，唯一的方法就是合理而有效地控制投资成本。 现根据水

利基本建设的特点，结合成本管理的成功经验，运用成本控

制、计划管理、科学统计与方法，对有效控制水利基建工程

成本的途径进行粗浅的探讨。水利基建工程的建设有一套完

整的程序，它的每一个环节都是紧密相连的，既不可以省略

，也不可以颠倒，因此，要想有效地控制水利基建工程成本

就必须全方位地去考虑，不能片面地、孤立地针对某一两个

环节去考虑，也不能不顾及基本建设程序去考虑。笔者认为

应按以下步骤逐一加以控制。 一、科学设计施工图是控制成

本的首要环节 施工图纸设计是水利基本建设工程的重要环节

，它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的成本。一套好的



施工图纸可以节约大量的人力、物力，相反则可能使人力、

物力大量浪费。施工图纸的设计并非是纸上谈兵，它的能力

是在施工现场长年磨练出来的，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施工

图的实施是必须由现场技术指导配合，并将初始方案的意图

自始至终地贯彻下去，直至工程竣工。因此，施工图的设计

必须由具有多年施工现场经验的设计师，在充分理解设计的

方案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施工工艺的各部分细节构成，充分

考虑在现有的工艺、材料、施工水平的前提下，运用精湛的

技艺来完成。只有这样，设计出来的施工图才能是最科学的

、最便于操作的，也是最节省投资的。如果在施工过程中，

发现施工图不合理而需要重新修改，那损失是显而易见的，

也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停工是不可避免，返工也因需要

而变为可能。所以说科学设计施工图是控制成本的首要环节

，施工图设计不科学，想控制成本最终也会心有余而力不足

。 二、合理编制施工预算，有效控制工程总成本 工程预算书

是编制相当于制定工程成本计划。工程预算编制的合理性直

接影响工程成本控制的成败。 预算合理施工时只需按计划实

施即可，但预算不合理仍按计划实施时必须会使施工受阻。

工程施工预算书不能只考虑宏观而不顾微观。举例说明:如果

工程预算书在编制时仅从宏观出发，只考虑到工程材料消耗

的总量，而没有顾及到各个分项的具体消耗量，施工人员只

能根据总量控制原则而不能根据实际需求的原则来办理材料

采购，这样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就会出现材料现场积压或短

缺现象，在材料耗用时，也会出现某个项目用料超量，而使

未完工程停工待料，为保工程质量，而不得不继续采购，这

样原本计划的总量控制也就随之失控。 因此在编制工程预算



时，不能简单地对各种数据进行直接 汇总，必须充分考虑各

个单项各个施工部位的具体情况，逐一分析后先局部统计再

总体汇总，尽可能地避免上述现象的发生。只有按照"依据施

工程序，明细到部位"原则编制的预算才合理；只有明晰到部

位才能将偏差控制在最小范围；也只有最小范围的偏差才能

有可能不突破工程预备费；只有不突破预备费，控制总成本

不突破才成为可能。 三、材料的管理是控制成本的关键 水利

基本建设工程成本中材料所占的比重很大，有的甚至超过总

成本的一半，因此，加强材料的管理是成本控制的关键。 首

先，材料的采购必须由项目技术人员根据工程预算、施工进

度及已完工程的实际消耗量，合理编制采购计划，材料供应

部及时按计划采购物资。材料采购计划编制不合理则会造成

材料积压或浪费，材料采购供应不及时则会造成停工待料现

象。 其次材料进厂必须慎重、及时、到位。材料在进场时，

一定要按照计划消耗量，充分考虑现场的可占用空间，近期

天气状况，就近工作业现场等因素，及时地将材料运送到最

佳地点。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因超量进场后，

现场的可用空间太小或天气情况恶劣或高作业现场太远等而

发生材料的二次转运现象。 再就是在材料投放时，有消耗定

额的，严格按照消耗定额来投放；没有消耗定额的，建议可

采用材料试验的方式，先测定一个临时的材料消耗定额，然

后根据材料初步投放以后，完成的工程实际材料消耗需求，

重新推算出一个更接近实际的材料消耗定额，再按照这个新

定额来投放。另外，不管是通用定额，还是自制定额（除了

水下、地下等隐蔽性较强，无法准确计量的工程），都必须

在施工过程中根据实际的需求不断地调整定额，使新定额能



够更贴近工程实际需求。这样，材料的投放才最合理，对工

程材料成本的控制才最为有效。 四、工程质量成本的控制不

容忽视。 质量成本通常是指在施工过程中，为保证或提高工

程质量、满足设计需要而进行质量管理活动所支付的全部费

用，以及因没有达到设计的需要出现质量问题而造成的一切

损失。质量成本控制是根据预定的质量成本目标，对施工过

程中发生的一切质量成本费用，进行指导、限制和监督，及

时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或不断推广先进经验，以

保证更好地实现预定的质量成本目标，促进工程质量成本不

断下降，取得最佳经济效益而实施一种管理行为。质量成本

控制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使工程建设在质量、成本和经济效益

三者之间寻求一个相对平衡。质量成本过低，可能会因质量

不合格而返工，质量成本过高，则工程总投资会随之水涨船

高，经济效益也就随之受到损害。所以，工程质量成本的控

制不容忽视。合理有效地控制工程质量成本单纯依*一两个部

门，运用一两种方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必须通力合作，多管

齐下，合理运用统计、预测、计划、分析、核算等多种方法

，对工程各个环节都进行有效的管理才能实现。为此，建议

可采用如下方式： 1、根据工程质量成本构成要素，逐一分

解确立质量成本控制计划指标。这些计划指标可运用统计学

中的对比分析法，通过静、动态对比分析，在同类型工程已

取得的经验基础上，结合自身工程的特点，进行合理地确定

。 2、工程质量成本控制计划指标确立后，由工管、财务、

计划、监理等部门共同研究落实可行的方案，将计划指标逐

一落实到工程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部位、每一个工程施工

参与者，进一步明确职责，并有相应的考核细则和奖惩制度



来保证这些指标的可控性，最终达到提高工程质量，降低工

程成本的目的。 3、工程质量成本控制应该从全方位入手，

全过程监控。每一环节、每一部位，事前、事中、事后都不

能忽视。 4、在工程质量控制过程中如发现计划控制指标与

实际控制指标偏差较大，必须及时分析影响该控制指标的各

个要素，找出存在偏差的原因，及时调整计划控制指标，使

其更科学、更合理，为进一步挖掘工程质量成本的潜力提供

信息。 五、对完工项目及时进行成本分析，亡羊补牢，未为

迟也。 水利基建工程共性强，相互之间有较强的可比性，先

进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方法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针对这一特

点，对已完工程项目及时进行成本分析是十分必要的。通过

对已完工程项目进行系统地分析，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不断

地改进和完善工程质量成本控制的方式、方法，为未完工程

项目提供参考信息，有效地避免其重蹈覆辙，达到控制工程

成本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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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