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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为了让城市垃圾处理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打破目前

我国“垃圾围城”的困局，随着全国各地环卫规划逐步

完善，一座座垃圾处理项目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垃

圾处理场站在设计和施工时往往将关注重点放在工艺选

型、污染物排放指标、设备采购等方面，对建筑工程造

价管理不够重视，加上各种外在因素，由此导致出现了

超支和浪费的情况，大大影响了项目效益。对此，加强

垃圾处理项目建筑建工程造价优化控制，是十分必要的。

一、垃圾处理行业建筑工程造价管理存在的不足

目前，我国垃圾处理行业在建筑工程造价管理上仍

旧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与缺陷，制约着企业的经济效益。

（一）造价管理意识缺失，对全过程造价控制的认知

度不强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建筑领域发展上起步较晚，

在建筑工程造价管理上正处于探索与实践的重要阶段，

导致造价管理问题层出不穷，垃圾处理企业更是如此。

很多企业只将造价管理的重点放在工程施工与结算阶段，

此时再开展造价控制并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将项目投

资决策、设计、招投标等排出在外，对造价的全过程管

理认知不足，最终引发一系列的造价问题。

（二）造价体系化管理不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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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造价管理并不仅仅是对工程施工过程进行造价

管理，而是从建筑工程的全程出发，对于工程造价进行

管理，建筑工程不能仅仅依赖前期投入，而是要关注建

筑工程耗资的投入周期以及数量。造价管理能够提升资

金利用的效率。造价管理的效果涉及到工程的安全、质

量、工期等方面，但是由于国内工程造价管理缺少体系

化的相关内容，导致在实际的管理中，多数主体关注工

程质量、工程的工期，而不关注造价体系的构建，很难

利用体系化管理模式对工程造价进行管理。

（三）缺乏相配套的造价管理制度

部分项目选择设计方案、设计单位时，存在着不科

学、不合理的情况，设计阶段的监管力度不足，也未开

展限额设计，最终导致造价失控。因为对设备提资消化

不够、对工艺流程熟悉不够，且其动态性、单一性，也

给项目实施过程中带来多种因素的影响而不得不进行设

计变更，一旦发生设计变更问题，会大大提高造价控制

难度，继而出现造价升高问题，导致实际项目成本超出

预算额度。

二、垃圾处理项目建筑工程造价管理的优化策略

（一）设计环节的造价优化策略

对于建筑工程而言，合理的建筑设计对建筑工程的

成本控制与造价管理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建筑工程设

计的总目标体现为对建筑质量有着明确的把握的前提下，

最大限度的实现该建筑工程的最大社会和经济效益。具

体举措可以有：

合理选择建筑外立面设计方案，慎重选择异型或复

杂造型的设计方案。国内部分垃圾处理厂为了体现生态

环保的形象并有效防止出现邻避效应在外立面设计方案

选择时往往会选择一些造型新颖和复杂的设计方案，这

些异型和复杂造型的建筑外立面大多只能通曲面幕墙的

方式实现，而曲面幕墙的单位面积造价往往会比普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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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料或真石漆面层价格高处数倍，而且曲面部分的空间

往往不能有效利用，造成空间浪费。所以在建筑外立面

方案设计时尽量贴合项目所属区域实际规划要求，做到

简洁、大方、实用即可。

合理规划厂区总平面布置和竖向设计，在地下水丰

富地区减少地下结构的埋深深度。以上海地区为例，浅

层土多为粘性土、粉砂土，土体抗剪强度低，含水率高，

地下水位常年稳定在 -0.5~-1.5m 左右。因此，上海地区

当地下结构埋深深度超过 3m 时，通常在基坑作业时就需

采取降水和基坑支护措施。当基坑超过 5 米以上时，根

据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管理有关规定，建设单位就

必须聘请专业的基坑设计单位对维护方案进行设计和评

审，常用的维护措施有拉伸钢板桩、SMW 工法、地下连

续墙等，随着基坑深度的增加，基坑安全稳定性的需求

就越高，维护措施的造价也成倍的增加，大大增加了工

程的造价和投资。因此在项目总平面布置设计时，合理

规划好土地利用率并在规划部门允许建筑最大高度的前

提下，应尽量减少地下结构的埋深深度。

对精装修工程、绿化工程等实行限额设计。垃圾处

理项目的办公区域和展厅的精装修以及室外绿化工程往

往会成为项目造价超额的突破口，因而在该部分工程实

施前，必须引入限额设计的概念，专业设计时必须“看

菜吃饭”，不能只追求效果，而忽略造价和投资的控制。

对于此部分工程应当本着绿色、健康、和谐、舒适的基

本要求，在设计初步方案提交后，反复测算工程造价，直

至满足造价和投控要求。在整个设计过程中，设计人员与

经济管理人员应当密切配合，做到技术与经济的统一。

设计阶段的造价优化还有很多方面，除此以外，建

筑工程设计环节的控制还需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加强对建筑工程设计的图纸质量的审查；第二，规范设

计概算方法编制；第三，通过新技术、新工艺以及新材

料的开发，最大限度的实现最经济合理的建筑设计方案。

（二）施工环节的造价优化策略

对于垃圾处理项目建筑工程而言，其项目投资的绝

大部分耗费于这一阶段，为此加强对建筑工程施工环节

的造价控制与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以从以下

几方面入手：

一方面是优化制定合理的施工方案，降低施工措施

费用的投入。比如：临建场地的布置必须将材料加工、

堆放场地与材料的使用位置相结合，实现运输距离总量

最短；材料设备垂直和水平运输设备的选择，应当根据

不同场地布置和施工工况，合理选择塔吊、汽车吊、履

带吊、龙门吊等吊运设备，满足吊运总量的需求的时将

效率最大化、经济最优化；基坑围护方案的制定可以根

据施工场地水文地质条件判断是否具备放坡开挖的可能，

不具备放坡开挖的可能性后再考虑是否可以先对基坑范

围及周边表层土进行清理，降低基坑深度后配合拉伸钢

板桩等相对较低造价的维护措施；脚手架搭设应当考虑

周转时间和施工工艺选择，灵活选用落地式脚手架、悬

挑脚手架等方式，以使安全风险最低，周转时间最短。

二方面是优化制定合理的进度计划。通过不断改进

施工计划，可以更好地调配人力、物力，以最小的消耗

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利用工程网络计划图把施工过程

中的各有关工作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能全面而明确

地表达出各项工作开展的先后顺序和反映出各项工作之

间的相互制约和相互依赖的关系，能进行各种时间参数

的计算，在名目繁多、错综复杂的计划中找出决定工程

进度的关键工作，便于计划管理者集中力量抓主要矛盾，

确保工期，从而缩短临时设施的租赁周期和费用，也可

将管理成本降到最低，同时对于垃圾处理项目而言，也

可早日投产实现经营目标。

三方面是加强现场计量工作，严格合同内价款调整。

建设单位对施工单位上报的每月已完工程量及时做好核

实工作，保证计量的同步性和准确性，为工程款支付、

合同价款调整及后期竣工结算打好基础。对人工费、材

料费机械费的政策性调整，应当做好调整期内对应的计

量工作，严格合同价款调整。同时还要严格审查和控制

钢结构、PC 结构深化设计情况，避免施工单位在深化设

计时随意扩大工程量，造成投资突破。

四方面是加强合同外费用管理。督促施工单位按图

施工，严格控制来自施工方的变更洽商、现场签证、额

外用工及其他各种合同预算外费用。对必要的变更洽商

做到“先算账后花钱，先审批后实施”，及时清算应增减

的款项，随时掌握累计总造价额度。

工程造价的控制贯穿于项目决策、设计、招标、施

工到竣工决算的全过程，设计环节和施工环节是其中最

重要的阶段，把握好这两个阶段的造价优化工作就相当

于完成项目造价优化工作的一大半了。

三、结语

为了合理地确定和有效地控制垃圾处理项目建筑工

程造价，需要各部门的综合协调，共同努力，才能最大

限度地落实工程造价的各项优化举措，把项目投资控制

在批准范围之内，更能合理使用人力、物力、财力，实

现较为理想的投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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