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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B0_88_E6_B0_B4_E5_c41_520799.htm 摘要：水利工程投资

是一项综合性、专业性、政策性的活动，涉及面广，贯穿于

工程建设的各个阶段。投资控制是指把建设项目投资的发生

控制在批准的限额以内，并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水利工程建设周期长、投资数量大，投资流向复杂，如不

采取有效控制，投资目标将难以实现，甚至会产生腐败行为

。有鉴于此，为实现最大的投资效益，笔者谈几点自己的看

法。 关键字：水利工程 投资控制 全过程 1. 前言 水利工程的

质量是工程建设的核心，是决定工程建设成效之关键，而工

程造价则是一个重要的经济技术指标。投资方都想在保证工

程质量的同时降低工程造价，但长期以来，普遍把控制工程

造价的主要精力放在预结算上，算细账，结果是事倍功半，

控制的目的没达到，“三超”现象(即概算超估算，预算超概

算，决算超预算)屡禁不止，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水利工程的经

济效益。 2. 造成工程造价“三超”的基本原因 (1) 一些匆忙

上马的新建工程，由于在投资决策阶段对工程标准估计不足

，工程建设中设计变更、现场签证随着工程进展经常发生，

从而导致投资不足，造成资金缺口，使工程投资一增再增。

同时，也由于资金短缺导致工程的竣工日期一拖再拖，造成

恶性循环，投资方和承包方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2) 设计

对工程造价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据统计分析，在初步设计阶

段，影响项目造价的可能性有25%~95%；在技术设计阶段影

响项目投资的可能性有35%~75%；在施工图设计阶段影响工



程造价的可能性有5%~35%。很显然，在项目做出投资决策后

，控制项目投资的关键在于设计。目前，设计工作并没有得

到应有的重视和监督，很多水利工程没有推行限额设计。设

计部门较重视技术上的可行性，相对而言对经济上和合理性

重视不够，特别是某些设计人员经济意识较淡薄，存在设计

保守现象，采用加大梁柱截面、增加钢筋含量、随意提高安

全系数等现象，造成许多不必要的资金浪费。 (3) 在水利工程

施工阶段，有些承包方出于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目的，虚报、

多报工程价款时有发生。监理方对项目的质量、工期予以高

度重视，但有些监理单位对造价的控制相对薄弱，这也是工

程造价超计划的一个原因。 3. 如何有效控制工程造价 水利工

程造价控制，是一项系统工程，它贯穿于投资决策阶段、设

计阶段、承发包阶段、施工阶段以及竣工阶段等各个环节，

作为投资方要加强管理，力求把建设工程投资控制在批准的

技资限额以内，随时纠正发生的偏差，在建设过程中要合理

使用人力、物力、财力，以保证项目投资控制目标的实现，

从而取得较好的投资效益和社会效益。 3.1项目决策阶段 水利

工程投资决策阶段是工程投资控制的重要阶段，造价工程师

应对拟建项目的各建设方案从技术和经济两方面进行综合评

价，并在优化方案的基础上，确定高质量的投资估算，它是

工程建设中在各阶段预控制项目总投资的依据。在投资决策

阶段，合理选择建设地点，科学确定建设标准水平，以及选

择适当的工艺设备，必须做好投资估算的审查工作，对其完

整性、准确性、进行公正的评价。 3.2设计阶段 对工程造价的

控制和管理采用优化设计，经济设计，以降低工程造价，具

体采取以下措施： （1）审查设计概算。看它是否在批准的



投资估算内，如发现超估算，应找出原因，修改设计，调整

概算，力争科学经济合理。推行设计收费与工程设计成本节

约相结合办法，制定设计奖惩制度，对节约成本设计者给予

一定比例分成，从而鼓励设计者寻求最佳设计方案，防止不

顾成本，随意加大安全系数现象。（2）进行设计招标，引入

竞争机制。通过多种方案的竞标，优选出具有安全、实用、

美观、经济合理的建筑结构和布局的最佳设计方案。为了克

服一些设计人员不精心计算，增大概算基数，增加投资，不

仅方案设计阶段通过招标完成，对技术设计和施工图设计也

引入竞争机制，推行技术设计和施工图设计招投标，使每个

设计阶段均通过竞争完成在设计中对每个设计阶段进行经济

核算。 （3）实行限额设计，限额设计是设计过程中行之有

效的控制方法。在初步设计阶段，各专业设计人员应掌握设

计任务书的设计原则、各项经济指标，方案的比选，把初步

设计造价严格控制在限额内。施工图设计应按照批准的初步

设计，其限额的重点应放在工程量的控制上，将上阶段设计

审定的投资额和工程量分解到各个专业，然后再分解到各个

单位工程和分部工程上。设计人员必须加强经济观念，在整

个设计过程中，经常检查本专业的工程费用，切实做好控制

造价工作。 3.3招、投标阶段对工程造价的控制和管理 水利工

程招标投标定价程序是我国用法律方式规定的一种定价方式

，是由招标人编制招标文件，投标人进行报价竞争，中标人

中标后与招标人通过谈判签订合同，以合同价格为建设工程

价格的定价方式，这种定价方式属于市场调节价，也是企业

自主定价。因此，严格衡量和审定投标人的投标报价，是水

利工程招标工作能否达到预期目标的关键，也是对工程造价



进行有效控制的关键。在本阶段建设方必须做到：(1)严格审

查施工单位资质，必要时进行实地考察，了解和熟悉投标人

工程投标报价的形成和计算方法，防止施工质量差、财务状

况差、信誉差的施工单位参加投标；(2)建设方对项目的合理

低价应做到心中有数，避免投标单位以低于成本价恶意竞标

；(3)签订合同时，合同条款格式要规范、文字要严谨，避免

留下日后扯皮、索赔的伏笔，以利于工程建设的投资控制工

作。 3.4施工阶段对工程造价的控制和管理 在工程施工阶段影

响工程造价的可能性只有5%~10%，节约投资的可能性已经很

小，但是工程投资却主要发生在这一阶段，浪费投资的可能

性很大。因此，建设方在施工阶段对工程造价的管理除了加

强合同管理、工程结算管理外，重点应加强施工现场管理，

以杜绝投资浪费。 （1）加强工程变更价款的控制与管理。

在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引起设计变更的原因，一方面是由

于勘察设计工作不细，以致在施工过程中发现招标文件中没

有考虑或估算不准确的工程量，因而不得不改变施工项目或

增减工程量；另一方面是由于发生不可预见的事件，如自然

或社会原因引起的停工或工期拖延等等。工程量变更有可能

会使项目投资超出原来的预算投资，所以必须严格予以控制

。 （2）索赔的控制与管理。索赔是工程承包中经常发生并

随处可见的正常现象。由于施工现场条件、气候条件的变化

，施工进度的变化，以及合同条款、规范、标准文件和施工

图纸的变更、差异、延误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工程承包中不

可避免地出现索赔，进而导致工程的投资发生变化。 （3）

加强工程结算的控制与管理。工程结算的控制与管理，一般

从以下几方面入手：首先，应核对工程内容是否符合合同条



款要求，工程是否经验收合格。只有按合同要求完成工程并

验收合格才能进行工程结算；其次，应按规定的结算方法、

计价定额、取费标准、主材价格和优惠条款等，对工程结算

进行审核；三是检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所有隐蔽工程均需

进行验收、签证；四是按图核实工程数量，并按国家统一规

定的计算规则计算工程量；五是落实设计变更签证，设计变

更应由原设计单位出具设计变更通知单和修改的设计图纸、

校审人员签字并加盖公章，经建设单位和监理工程师审查同

意、签证；重大设计变更应经原审批部门审批，否则不应列

入结算；六是结算单价应按合同约定或招标规定的计价原则

执行。3.5竣工阶段对工程造价的控制和管理 竣工决算是水利

工程经济效益的全面反映，是项目法人办理工程交付使用的

依据。通过竣工决算，一方面能够正确反映建设工程的实际

造价和投资结果；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竣工决算与概算、预算

的对比分析，考核投资控制的工作成效，总结经验教训，积

累技术经济方面的基础资料，提高未来建设工程的投资效益

。 3.6后评估阶段对工程造价的控制和管理 工程后评估是建设

工程的最后一个阶段的一种延伸，通过系统地对项目进行评

估，对项目实施结果进行全面评价，从中总结成功的经验，

吸取失误的教训，为今后同类项目的决策提供参照和分析依

据。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影响水利工程造价的原因很多，而

水利工程造价的控制和管理更是一项系统工程，建设方在对

工程造价的控制和管理应始终贯穿于项目建设的全过程。 在

工程建设的各个阶段，时时要有控制投资的经济头脑，充分

利用和认真分析建设中的重要信息，减少或避免建设资金的

流失，最大限度地提高建设资金的投资效益。 参考文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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