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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工程建设项目费用 (进度控制的基本原理，指出预算计划值、实际值、赢得值是研究费用 (
进度控制系统行为状态的 & 个重要参数 ’结合国际工程中工程师概算的费用组成，提出合同项目费

用 (进度绩效模型 ’详细研究了单价计价活动、合价计价活动、计日工活动及暂定金费用项目的预算

计划值、实际值、赢得值，给出相应的计算方法及公式，并建立起各类活动（费用项目）预算计划值设

置模块、实际值统计模块、赢得值度量模块 ’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合同项目预算计划值设置模块、实

际值统计模块、赢得值度量模块 ’其结果为费用绩效、进度绩效、综合绩效等行为状态的研究奠定了

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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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用 (进度控制基本原理

预算计划值（./0123 4563 758 958: ;<=20/>20，.49;），实际值（-<3/?> 4563 758 958: @28758A20，-49@）、赢得

值（./0123 4563 758 958: @28758A20，.49@）是衡量费用 (进度状态的 & 个重要指标［#］’如果 -49@，.49@，.49;
相等，说明项目是按原定计划进行的，即项目的实际进度既不拖后也不提前，实际费用恰好等于预算计划值 ’
此时，进度偏差和费用偏差均等于零 ’

项目实施过程中，实际值、赢得值、预算计划值 & 者之间通常会发生偏离 ’在检查日（ !）时，累计实际值

（-49@!）与累计赢得值（.49@!）两者之间的差值为 .49@! B -49@!，表示累计费用偏差；累计预算计划值

（.49;!）与累计赢得值（.49@!）两者之间的差值为 .49@! B .49;!，表示累计进度偏差 ’

" 合同项目费用 (进度绩效模型

" ’! 费用组成

工程师概算（CD1ED228’6 4563 C63EA?32）是在某一特定设计阶段对特定条件下投资估算的一个称谓 ’根据

不同设计阶段投资估算的深度和用途，投资估算分为 , 种：（?）概念性估算；（F）初步设计估算；（<）控制性估

算；（0）工程师估算；（2）招标标底估算 ’通常情况下，工程师估算称为工程师概算 ’
工程师概算是在合同划分全部确定后，根据最新价格资料、详细工程量以及详细单价而确定的估算费

用 ’工程师概算的用途是：协助工程经理和设计人员控制设计费用，保证在所确定的工程范围和预算内完成；

进行造价预测、施工规划、资源分配、控制场地劳动力费用等 ’由此可见，工程师概算是业主控制整个工程项

目费用 (进度的基础 ’本文根据工程师概算的费用组成，研究合同项目费用 (进度绩效模型 ’
" ’" 绩效模型

工程师概算由直接费用、间接费用、其他费用和暂定金（@85GE6E5D?> ;/A）组成 ’其中其他费用包括工程管

理费、施工管理费，以及业主费用等 ’工程量清单列明的费用分为单价计价费用项目、合价计价费用项目、计

日工计价费用项目和暂定金计价费用项目 ’与前 & 项费用项目相对应的活动分别为单价计价活动、合价计价

活动、计日工计价活动 ’其中，工程量清单列明的单价计价费用项目与合价计价费用项目各价格项目的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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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合同项目费用 ! 进度绩效模型

"#$%! &’() * (+,-./0- 1-23’2456+- 4’.-0 ’3 +’6)25+) 12’7-+)

包含了直接费、间接费和其他费用 % 由此可见，合同项

目费用 *进度绩效模型应由单价计价活动模块、合价计

价活动模块、计日工活动模块及暂定金费用项目模块

组成，见图 ! "

8 各类活动（费用项目）模块

8 "! 单价计价活动模块

#$!$! 预算计划值（%&’()*）设置模块

根据工程量清单、进度计划以及工程师概算，求得

单价计价部分费用预算计划值 "进度计划中的活动与

工程量清单中的价格项目之间有两种关系：一种是两

者之间存在一一对应关系，即 %+, 中的价格项目完全

对应于进度计划中的活动；另一种是两者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即 %+, 中某一价格项目包含了进度计

划中的若干项活动，或进度计划中的某一活动包含了 %+, 中的若干项价格项目，或 %+, 中的若干项价格项

目对应于进度计划中的若干项活动 "由此可见，在确定进度计划中每项活动的预算计划值时，应分以下 - 种

情况考虑 "
5% %+, 中的价格项目与进度计划中的活动存在着一一对应关系 "比如三峡工程中，活动 &&++./（北坡

第一期隧洞开挖）与 %+, 中的同名项目存在着一一对应关系 "此时，可直接将 %+, 中价格项目的费用载入

到进度计划相应的活动中，见式（!）"
%&’( ! " )*0 !

·, ! （!）

式中：%&’( !———进度计划中第 ! 项活动的预算计划值；)*0 !
———%+, 中第 ! 个价格项目的单价；#!———%+,

中第 ! 个价格项目的工程量 $
9% 进度计划中的某一项活动与 %+, 中的多个价格项目相对应 $比如在三峡工程进度计划中，基础开挖

与 %+, 中的 - 1 . 级全风化岩石开挖、2 1 !! 级弱风化岩石开挖、!3 级岩石开挖 # 个价格项目相对应 $此时，

进度计划中某一活动的预算计划值 %&’( ! 等于与之对应的多个价格项目预算之和，见式（3）$
%&’( ! " )*0! % ,! & )*03 % ,3 & ⋯ & )*0’

% ,’ （3）

式中：%&’( !———进度计划中第 ! 项活动的预算计划值；)*0!，)*03，⋯，)*0’
———%+, 中与第 ! 项活动相对应

的各价格项目的单价；,!，,3，⋯，,’———%+, 中与第 ! 个活动相对应的各价格项目的工程量 $
+% %+, 中的某一价格项目与进度计划中的若干项活动相对应 $比如，%+, 中的价格项目（&34 混凝土），

与进度计划中的混凝土拌制、运输、浇筑、养护等活动相对应 $不过这种情况较为少见 $此时，根据单价分析表

可以得到进度计划中活动 !、活动 3⋯⋯活动 ( 的预算计划值 $
.% 进度计划中的多项活动与 %+, 中的多个价格项目存在对应关系，此时，由式（#）求得活动 )* 的预算

计划值 %&’()*
$

%&’()* " ,*（5!）% )*5! & ,*（53）% )*53 & ⋯ & ,*（5’）% )*5’ （#）

式中：)*5!，)*53，⋯，)*5’———价格项目 5!，53，⋯，5’ 的单价；,*（5!），,*（53），⋯，,*（5’）———活动 )* 含 5!，53，
⋯，5’ 的工程量 $

-% 进度计划中的某一活动不与 %+, 中的任何一个价格项目或多个价格项目存在对应关系 $此时，该活

动的预算计划值为零，如混凝土浇筑费用已摊到相应的混凝土单价中，故混凝土浇筑这项活动的预算计划值

为零 $
根据进度计划各项活动的预算计划值，可以求得单位时间内的累计预算计划值 $一般情况，建设项目管

理的时间单位为月 $因此，第 * 个月的预算计划值等于各项活动在该月内计划完成的预算计划值之和 $
由各月的预算计划值可以得到至检查日（+）时的累计预算计划值，见式（6）$

%&’()*+
" !

+

* " !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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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合同期内的累计预算计划值（!"#$%&!
）见图 ’（(）"

)*+*’ 实际值（,"#&%&）统计模块

统计单价部分实际费用时，应考虑以下 - 种情况 "
!" 单价不变，且支付工程量小于或等于 !./ 中相应的工程量，则将该实际费用归入 ,"#&%& "
#" 单价不变，但支付工程量大于 !./ 中相应的工程量，则该类实际费用分两部分处理：（(）将“单价 0

!./ 中的工程量”这部分实际费用归入 ,"#&%&；（1）将“单价 0 支付工程量 2 单价 0 !./ 中的工程量”这部

分实际费用归为暂定金实际值（,"#&&）"
$" 单价变化，工程量不变 "此时，分两种情况处理：（(）如单价变小，则将“新单价 0 工程量”这部分实际

费用归入 ,"#&%&；（1）如果单价变大，则将“原单价 0 工程量”这部分实际费用归入 ,"#&%&；将“（新单价 2
原单价）0 工程量”这部分实际费用计入暂定金实际值（,"#&&）"

%" 单价变化，工程量变化 "如果新单价 0 新工程量!原单价 0 !./ 中的工程量，则将“新单价 0 新工程

量”这部分实际费用归为 ,"#&%&；如果新单价 0 新工程量 3 原单价 0 !./ 中的工程量，则将“原单价 0 !./
中的工程量”这部分实际费用计入 ,"#&%&；将“新单价 0 新工程量 2 原单价 0 !./ 中的工程量”这部分费用

归入暂定金实际值（,"#&&）"
至检查日（!）时，累计实际值（,"#&%&!

）见图 ’（(）"

)*+*) 赢得值（!"#&%&）度量模块

对于建筑安装工程和大型临时设施工程，工程量清单中大多数项目属于单价计价费用项目，该类费用项目

既有可能产生进度偏差，也有可能产生费用偏差，可根据工程项目实际进度和相应的预算计划值求得得值 "
至检查日（!）时，累计赢得值（!"#&%&!

）见图 ’（(）"
& "’ 合价计价活动模块

)*’*+ 预算计划值（!"#$4"）设置模块

合价计价 活 动 预 算 计 划 值 的 设 置 原 理 与 方 法 同 单 价 计 价 活 动 " 整 个 合 同 期 内 累 计 预 算 计 划 值

（!"#$4"!
）见图 ’（1）"

)*’*’ 赢得值（!"#&4"）度量模块

合价计价活动只可能产生进度偏差，其费用偏差等于零［’］，即赢得值等于实际值（!"#&4" 5 ,"#&4"）"
根据活动延续时间，分别采用 67# $ 67# 法、7 $ +77# 法、百分率完成法度量赢得值 "

!" 67# $ 67# 法 "67# $ 67# 法是指活动刚开始时赢得其预算计划值的 67# ，活动全部结束时赢得剩余

67# 的预算计划值 "该方法适用于度量那些持续时间为 ) 8 - 个月的活动的赢得值 "
#" 7 $ +77# 法 " 7 $ +77# 法是指活动刚开始时其赢得值为零，活动全部结束时赢得其预算计划值的

+77# "该法适用于度量那些持续时间为 ’ 个月以内（含 ’ 个月）的活动的赢得值 "
$" 百分率完成法 "百分率完成法是指根据每月需要完成的百分数度量赢得值的一种方法 " 这种方法的

关键在于如何准确地估计是由有关人员在累计值基础上作出的，故百分率完成法带有较多的主观成分 "为了

减少百分率完成法中的主观成分，可以限制每项活动完成之前允许赢得的最大值，这个值可定为赢得值的

97# 至 :7# ，直到全部完成时，才能赢得全额 "百分率完成法适用于度量那些持续时间为 6 个月以上（含 6 个

月）的活动的赢得值 "
至检查日（!）时，累计赢得值（!"#&4"!

）见图 ’（1）"

)*’*) 实际值（,"#&4"）统计模块

从业主控制费用角度分析，合价计价活动的费用偏差等于零［’］，故其实际值 ,"#&4" 5 !"#&4"，至检查

日（!）时，累计实际值（,"#&4"!
）见图 ’（1）"

& "& 计日工活动模块

) ") "+ 预算计划值（!"#$;）设置模块

计日工费用在招标文件中有两种表现形式：第 + 种形式，业主在招标文件中提供假想工程量，由投标者

报出相应的单价，从而计算出计日工总费用，并将计日工总费用计入到总报价中；第 ’ 种形式，业主在招标文

件中仅提供材料、设备、工程的种类，并不提供相应的假想工程量 "此时，投标者只需提供单价即可，无需将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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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工费用计入总报价 !通常情况下，业主为了防止投标者过分抬高计日工单价，一般采用第 ! 种形式，即要求

投标者将计日工费用计入总报价 !这里仅研究第 ! 种形式 !
计日工的动用与否取决于工程施工实际情况以及工程师的指令，而无法事先确知动用计日工的具体时

间 !本文提出一种假设方法来设置计日工费用的子目标 !
假设各个月计日工费用的预算计划值的百分比等于各个月单价计价活动和合价计价活动预算计划值之

和的百分比，见式（"）!
#$%&’"

#$%&’
#

#$%&()"
$ #$%&*$"

#$%&() $ #$%&*$
（"）

由式（"）求得整个合同期内的累计预算计划值（#$%&’%
），见图 +（,）!

图 ! 合同项目及各类费用（活动）项目绩效模块

"#$%! &’()*(+,-.’ +*/’01 )*( .*-2(,.2 3*(41 ,-/ 5,(#*61 .*12 #2’+1（,.2#5#2#’1）

-.-.+ 实际值（/$%)’）统计模块

根据每个月实际支付的金额，统计得到至检查日（%）时累计实际值（/$%)’%
），见图 +（,）!

-.- !- 赢得值（#$%)’）度量模块

由于计日工主要用于零星工程及名目繁多的活动，因此，计日工不会对进度产生影响，可以认为计日工

的进度偏差为零，即 #$%)’ 0 #$%&’ 1 2 !由此可以得到计日工的赢得值 #$%)’ 1 #$%&’ 3
整个合同期内累计赢得值（#$%)’%

）见图 +（,）3
7 38 暂定金费用项目模块

-.4.! 预算计划值（#$%&)）设置模块

根据业主设定的暂定金预算值（#$%&)）以及公式（5），计算各个月的预算计划值 3

#$%&)"
1
#$%&()"

6 #$%&*$"
6 #$%&’"

6 #$%&7"

#$%&() 6 #$%&*$ 6 #$%&’ 6 #$%&7
8 #$%&) （5）

至检查日（%）时，累计预算计划值（#$%&)%
）见图 +（9）3

- .4.+ 实际值（/$%))）统计模块

暂定金费用实际支出值（/$%))）由以下部分组成：（:）如果实际单价 8 实际支付工程量 ; #<= 中的预算

费用，则将实际单价 8 实际支付工程量 0 #<= 中的预算费用之差额归入暂定金实际值（/$%))）；（>）索赔费

用；（,）合同外工程量 8 工程单价；（9）业主向有关各方支付的罚款；（?）业主实际支付的修复费用与保险公司

的赔偿之差；（@）业主支付给承包商的奖金；（A）因物价上涨带来的调增值等 3
通过统计各个月费用实际值，可以获得至检查日（%）时的累计实际值（/$%))%

），见图 +（9）3
- .4.- 赢得值（#$%))）度量模块

暂定金费用属于层次型费用项目 3根据文献［-］，暂定金费用项目的进度偏差为零，即 #$%)) 1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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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得到至检查日时累计赢得值（!"#$$!
），见图 %（&）’

! 合同项目模块

根据单价计价活动、合价计价活动、计日工活动以及暂定金费用项目的预算计划值、实际值、赢得值模

块，可以得到整个合同项目的预算计划值（!"#("）、实际值（)"#$"）、赢得值（!"#$"）模块，见图 %（*）’

" 结 语

定量分析是有效控制费用 +进度行为状态不可缺少的手段 ’分析表明，预算计划值、实际值、赢得值是衡

量费用、进度状态的 , 个重要参数 ’通过研究各类活动（费用项目）的预算计划值设置模块、实际值统计模块、

赢得值度量模块，建立起合同项目预算计划值设置模块、实际值统计模块、赢得值度量模块 ’本文的研究内容

和结果为研究至检查日（!）时合同项目及整个工程项目的费用状态（节支、超支）及进度状态（提前、拖期），

以及费用绩效、进度绩效、综合绩效奠定了基础，也为采取相应的措施提供了决策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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