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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水利工程项目成本管理措施

杨欣

吉林省通榆县草原打井队，吉林 137200

【摘 要】：成本管理是水利工程建设过程当中的一项重要管理内容，加强成本管理与控制的重要目的是节约资金，保证资金的利用效

率，充分发挥水利工程的综合效益。要想真正做好这项工作，必须把成本管理和控制工作的方法进行积极调整，确保水利工程的建设

质量。与此同时，要构建系统科学的成本管理与控制体系，助推水利事业的改革与发展，为农业事业发展提供必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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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利工程项目成本管理的重要意义

1.1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

对于水利工程项目成本管理工作而言，其应该贯穿于整个项

目建设的过程中，并有效将项目成本控制和管理在一定的范围之

内，这是水利工程工资成本管理部门的基本工作职责。另外，还

应该在确保工程项目质量的基础上，尽量降低项目的成本费用，

以此扩大经济效益。

1.2有利于推进工程项目的建设进度

成本管理是水利工程项目管理的关键内容，在整个管理体系

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通过严格的成本管理与控制，可以有效保

证工程项目能够按照约定的期限保质保量的建设完成。由此可见，

成本管理有利于推进工程项目的建设进度。

1.3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管理水平

在公司履行合同约定内容的过程中，充分反映着公司的工程

项目管理水平。其内容主要包括：工程项目的质量、工期、安全

等方面的管理。对这些管理工作来说，每一项均包含着成本管理。

由此可见，成本管理工作对开展水利工程项目的建设具有推动或

制约的作用。因此，公司应不断提高内部管理水平，以此增加其

经济效益。

2 水利工程项目成本管理措施

2.1项目招标阶段成本管理

在做标前应认真阅读招标文件条款（商务条款和技术条款），

并注意条款不一致时，解释顺序如何规定。往往投标时商务人员

不细读和理解技术条款，技术人员不重视商务条款，商务做标人

员应根据技术条款约定的计量计价原则报价，有些技术条款中隐

藏材料技术要求、材料用量（如钢筋石笼中的钢筋量）等，定额

中 1.7t/100m3，技术条款中根据钢筋尺寸计算需要 12t/100m3，
对报价影响较大。根据招标文件和图纸提供的地质、地水下和环

境选择适合本工程的最优方案，如果遇到地质为灰岩、泥结岩，

遇水易溶化，且在地下水以下施工，投标报价时锚杆（L=12，ф

32）采用锚杆钻机施工，现场实际锚杆钻机无法成孔，锚杆钻机

施工成本约 500元/根，若用潜孔钻造孔，成本增加约 350元/根，

对造价影响较大。单价编制必须以投标技术方案为准，并结合招

标文件技术条款，如地质情况较差的工程，适当对支护单价提高

报价；另外对工程量清单中的量要进行粗略计算，对清单中设计

量远远大于实际量的报低价，否则反之，为后续变更创造良好条

件。报价前必须对成本进行分析，目前水利工程投标时一般选用

2002水利预算定额，与现场实际施工方案和机械严重不符，一

般定额量较大（除主材外），而基础计价较低，主要反映在人工

单价，编规中的人工费和市场人工费相差较大，这对以后变更新

增项目的计价很不力，应将除主材外的定额量和费率减少，以提

高基础计价水平；另外可以提高零星材料的计价和常用新型材料

单价，以备后续新增变更时应用。

2.2项目策划过程中成本管理

2.2.1预见性

对照投标文件条款、图纸和合同条款，对后续实施过程中可

能存在的重大风险进行分析，并制定相关降低风险的措施；如在

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安全风险、质量风险、资金风险和合

同履约风险等，降低和杜绝风险是项目成本管理有效措施。

2.2.2适用性

项目策划围绕工程实施可操作性编制，从多种方案中选择最

优方案；在分包管理策划中，若限价较低，造成分包单位低价中

标，对后续工程顺利进行和成本管理很不利；限价过高，影响企

业利润；一般新疆地区人工、材料和机械都普遍高于内地，限价

时应考虑地区差异很重要。

2.2.3灵活性

策划在实施阶段一般会对部分内容进行调整，主要在实施阶

段会出现不可预见事件，根据事件大小及时调整策划，才能减少

损失；即不能盲目调整策划，也不能发生事件后，照本宣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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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不变。

2.3项目实施过程成本管理

2.3.1制订完善项目管理制度

项目部各部门根据成本控制需要，将成本管理纳入编制范围，

商务管理部根据成本管理需要，编制可行性的实施制度，对各部

门工作进行分工，并落实到专人。明确各部门工作任务、完成时

间和具体要求，并纳入各人评优和绩效考核的依据，对在成本管

理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予以奖励。

2.3.2加大变更索赔力度

项目部根据招标文件、招标图纸、投标施工方案等原始资料，

对照施工蓝图、设计联系单、监理、业主下发的文件、地质资料

等进行对比，找出差异进行变更索赔，现场必须收集好原始资料

（含影像和照片资料），做为索赔和费用补偿的依据。

2.3.3优化施工方案

施工方案决定施工成本的大小，编制技术可行、工序简化、

人员机械配置合理的施工方案，即可以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施

工效率的提高和质量得以保证，也可以避免发生交叉作业时人员

和机械的窝工；在编制方案时，我们往往不重视人员和机械的合

理配置，节省成本的意识。将现有的人员和机械调配至即不窝工，

也能满足施工要求，使得效率最大化，是控制成本的最好方式。

施工过程中必须按照方案施工，如在石方开挖过程中，分包单位

为了追求速度，在地质较差的部位，采用潜孔钻造孔，将会造成

超挖超填严重，反而加大了施工成本。有时为了省力，不按照方

案施工，会造成质量不合格、安全文明不合格，会造成返工和安

全事故发生，增加施工成本。

2.3.4完善材料管理制度

水利工程中材料一般占合同金额的 50%以上，在成本管理中

必须高度重视。在采购过程中必须透明，杜绝指定和串通采购，

也不能单一采购，在实际采购过程中，不间断询价，货比三家，

对于主要材料，总公司应统一采购，按计划用量进行调拨，以便

减少中间采购环节，杜绝高价采购。建立健全材料核销制度，定

期对使用的主材进行核销，要清楚材料使用是否正常，消耗量是

否大于定额用量，并对原因进行分析，这项任务需要多部门配合

才能完成，难度较大，做好了，对成本控制意义较大。加强材料

仓储、堆放和出库管理，仓储一定建在合理位置，以免二次或多

次倒运，进库和出库必须匹配，防止材料丢失；另外废料要合理

二次利用，才能更好的节省成本。

2.4分包管理

加以正确引导，提供优良的方案，避免发生窝工和交叉作业，

从而减少分包单位的施工成本，另外若发现施工方案与现场实际

操作不符，应及时调整方案，避免造成损失，如现场发生地质变

化情况，应及时调整，避免发生超挖现象；对于新增变更项目，

应及时给予解决，避免造成资金紧张；新增变更项目分包单价透

明且上报公司批准，可以在可控的范围内，进行暂结，待手续齐

全后，进行最终结算；对甲供材料和设备有效管理，材料和设备

管理从计划、领用、核销和回收等，有一套完整的管理办法，并

依此执行；若在实施过程中发现材料丢失或超用量，应及时发现

及时制止，避免造成更大损失；对于回收材料根据现场需要，合

理利用。

3 结束语

总之，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在农业水利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

相对较大，其重要目的在于满足农业生产和现代化发展的需求。

但是，通过对目前水利工程管理工作进行客观分析，发现其中存

在成本管理和控制不足的问题，影响水利管理效益和水利工程作

用的发挥，长此以往，还会给农业发展带来威胁。为了有效改变

这种情况，必须对水利工程成本管理与控制工作进行科学把控，

提高对资金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水利工程的社会效益及经济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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