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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造价管理与控制方法研究

付含蕾* 范文博 杨 洋

摘 要：水利水电工程造价的全过程控制与管理是通过人、材、机的最优搭配来实现水利工程项目资金控制的目

的，从而使得工程效益达到最大值。因此，怎样构建绿色环保的水利工程，逐渐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现

如今，我国在水利工程工程造价管理过程中获得了较大进步，并取得了相应的过程，但仍然存在较多问题。对于建筑

行业来说，工程造价管理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可促进整体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水利工程；造价管理；控制方法

DOI：https://doi.org/10.37155/2717-5251-0308-10

引言

对于水利工程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占据着重要地位，在具体的水利工程施工过程中，诸多企业仅仅关注施工质量

和进度，淡化施工期间的造价管理，导致水利工程投资超标。因此水利工程施工要关注造价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处理

水利工程施工面临的困境，确保水利工程长远发展。现如今，由于工程造价管理改革速度较慢，导致其严重影响了建

筑行业的快速发展。因此，为了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下保持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应

对工程造价管理工作进行完善与创新。

在水利工程中，水利工程项目的全过程总投资包括固定资产投资与流动资产投资两部分组成、其中水利水电工程

的基本建设属于固定资产的投资这部分费用叫做工程部分费用。其包括安装工程费、设备费、建设期贷款利息等。在

所有的组成费用中，水利工程建筑安装费用是水利工程费用的主题，大概占到整个工程的80%左右，是水利水电工程

全过程控制措施的重点，其主要包括工程的直接费、间接费、利润以及税金等;基本直接费用是指水电工程施工过程中

所消耗的构成工程实体的全部费用。其在组成上包含基本直接费（人、材、机等费用）和其他直接费用化(时候前后

非工程实体的费用，包括雨季施工费用、夜间施工费、临时设施费、安全生产费用)。税金指的是根据国家相关规定

应计入建筑安装工程中的费用，其计算是通过营业税、城市维护以及教育费等累加到一起，通过工程成本家利润为技

术的方式进行计算[1]。

造价控制作为建设单位内部管理的重要途径，其不仅能够有效降低建筑成本，减少额外的费用支出，还能够有效

提升建设单位的经营管理水平。造价控制涵盖的范围较为广泛，管理对象多样，表现出一定的综合性、系统性特征，

建设单位通过采取科学的管理手段，在确保成本费用得到有效管控的同时，也使得整个建设单位内部的管理流程得到

完善，管理能力得到提升，风险应对能力得到增强，无形之中，实现对建设单位管理体系的现代化升级，使其更加满

足市场经济体制下建设单位的发展诉求，对于建设单位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设计方案

对工程造价的影响建设单位完成招投标工作后，为保证建设任务的顺利达成，建设单位需要组织人员，结合项目

任务要求，要求施工单位制定针对性的施工组织设计方案，并根据设计方案确立工程造价的整体预算。例如施工设计

环节，设计人员需要提前进入施工区域，进行现场勘查，借助现有的技术手段，制定可行性的施工方案。但是部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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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人员缺乏相应的管理理念与管理方法，导致设计方案与施工要求衔接性较差，影响后续施工进度、施工管理，进而

增加工程造价[2]。

政策性影响

对于市场经济来说，其主要特点便是对资源配置进行优化，使用价格机制来对经济以及价格进行管理，政府的主要

作用便是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从而使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现如今，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新经济机制的建立迫在眉

睫，对于项目投资来说，政府所颁布的调整性政策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对经济体制的改

革，导致汇率、货币利率以及货币的税率都发生了较大改变，价格的增长速度较快，也超出了预期的工程成本。

建筑安装工程费用

在水利工程造价管理工作中，应该思考建筑安装工程需求的费用，安装工程企业通过招标加以确定，因为各个安

装公司的报价存在差别，因此在确定筑安装公司期间，要全方位地进行市场调研，关注工程费用和施工质量，尽可能

地选择服务质量高的水利施工企业。

设计变更对工程造价的影响

在水利工程设计环节，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导致部分水利工程设计存在一定的不足和漏洞，对施工组织方案的

选用、施工材料的确立存在较大误区，这种情况的出现，往往造成水利工程设计方案与水利工程施工实际出现偏差，

为保证施工活动的有序进行，建设单位往往需要有针对性地做好设计方案的变更，设计变更的出现，尽管可以解决施

工问题，但是也会导致资金、人员的重复性使用，造成水利工程项目成本的增加[3]。

强化职能部门管理

在对水利工程造价管理工作进行设计的过程中，相关职能部分应提高监督工作的力度，对竣工阶段造价审核的造

价控制以及造价管理工作进行严格把控，充分发挥造价管理部门的监管作用，对资金使用以及流动的方向进行动态全

过程跟踪管理，并做好项目前、中、后期的造价控制工作。对水利工程造价管理行业区域性政策以及行业性政策进行

完善，对相关文件进行编规与定额，从而满足水利工程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的相关要求。

项目决策阶段

每一个工程项目的决策都要以工程造价为前提，由此确保工程项目顺利开工。相关人员在项目决策阶段，应该全

方位的对造价进行评估，结合造价评估结果对建设方案进行调整，尽可能地把工程项目费用控制在建设总投资费用范

围内。施工方立足于施工现场的实际情况，保证评价造价的科学性，因此在工程项目决策期间，施工方要兼顾突发事

件带来的造价变动，使得项目投资具备准确性和完整性。

设计阶段

设计阶段是水利水电工程项目的重要阶段，其设计的好坏不仅影响整个工程项目的整体造价，同时也决定了工程

建设完成后的整个使用价值以及可能带来的经济效果。设计阶段的成本规划过程中，需要对投资估算进行合理的分

析，从而编制设计概算，并且控制设计概算不得超过项目的投资估算。在设计过程中，编制修正概算，对设计概算进

行修正。在最后的施工图设计阶段，编制施工图预算。

管控价格因素

在水利工程项目工程造价管理环节，管理人员需要针对性做好施工材料、施工设备的管理工作。对水利工程项目

施工环节涉及的各类建筑材料、施工设备的采购、租赁等进行细致规划，严格控制建筑材料入场的体量以及施工设备

租赁时间，通过这种方式，在不影响水利工程项目施工的前提下，减少原料费用支出，减少市场价格波动对于施工材

料、施工设备采购与租赁成本的影响，实现对施工材料、设备成本投入的有效控制。在管控价格因素的过程中，建设

单位需要完善水利工程建筑材料造价控制体系，在水利工程项目造价控制工作开展过程中，工作人员应当遵守建筑施

工工程项目的设计方案以及相关技术要求，严格按照施工规范进行执行。同时，在整个施工环节，要做好施工工艺等

管理，确保建筑材料的足量使用。在保证建筑施工工程项目施工质量的同时，避免其施工材料质量标准的盲目提高，

造成造价控制内容环混乱[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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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充分利用工程量清单计价模式

优化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工程量清单状态下的工程造价模式，科学进行水利工程成本造价控制，此种管理模式不

仅能够完善政府职能，还可以优化宏观经济体系下的市场规律，工程造价管理模式的科学性，针对市场微观经济发展

产生促进影响。并且工程量清单编制结束后，对应的审核工作应该备受关注，把结果公示于每一个企业之中，如果存

在争议或者违反法律规定的内容要被进一步的改进。各个企业对改进之后的方案加以全方位研究，针对性的补充招标

计划，确保招标文件真实可靠，使得水利工程行业稳健发展。

竣工阶段

竣工阶段是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最后阶段。也是工程造价全过程控制的最后阶段，其主要工作是对合同条款以及

相关工程资料的整理。此阶段的造价管理工作，主要是要保证工作人员在竣工阶段的各环节实际操作中，做到细致入

微，同时要和各部门之间做好钩工，保证水利水电工程最终结算的合理性。

建设单位对水利工程造价成本的有效管控，对于项目资源的整合能力有着极大的裨益，逐步实现水利工程施工质

量与造价成本的科学兼顾，对于建设单位的持续健康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建筑单位需要在实践过程中，认真开展水

利工程造价成本管控工作，促进水利工程管理体系的完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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