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期

中建一局成本精细化管理指标

数据册及管控措施汇编

商务管理部

2019.12



I

目 录

目 录............................................................................................................................ I

前 言...........................................................................................................................II

第一部分~第四部分（略）..................................................................................- 3 -

第五部分 分项成本控制值..................................................................................- 4 -

表 1：住宅项目优秀分项成本控制值..........................................................- 5 -

表 2：中建一局集团万达轻资产项目成本管控主要指标........................- 10 -

表 3：中建一局集团万达重资产项目成本管控主要指标........................- 11 -

第六部分 项目部分成本指标管控措施汇编....................................................- 12 -

1、主体结构人工平米指标具体管控措施.................................................- 13 -

2、钢筋盈余率指标具体管控措施.............................................................- 16 -

3、混凝土盈余率指标具体管控措施.........................................................- 18 -

4、大型机械平米指标具体管控措施.........................................................- 23 -

5、模板体系平米指标具体管控措施.........................................................- 25 -

6、周转架料租赁平米指标具体管控措施.................................................- 36 -

7、管理费用占比指标具体管控措施.........................................................- 38 -



II

前 言

企业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条件下，要想生存、谋求更大的发展，

必须开源增效、精细管理、节收减支。

为进一步完善一局成本精细化管理体系，落实各层级、多维度

的成本管理指标数据对比晾晒动作，夯实成本管理引领指标，明确

风险识别量化标准，助力子企业提升项目商务管控能力和盈利能

力，有效指导项目开展成本控制工作，商务管理部以全局结算住宅

项目（2018 年~2019 年 6 月）及结算万达项目数据信息为基础，组

织编制了《中建一局成本精细化管理指标数据册及管控措施汇编》（第

一期），对各项指标进行了子企业及项目部层面的排序晾晒。同时

对已有十项成本管控指标进行了细化与分解，公布了现阶段一局高

层住宅及公建项目（万达系列）部分成本指标的合理最优值及优秀

管控措施。希望通过公布的数据和管控措施，树立各项指标的成本

管控标杆，指导各单位落实精细化管理，开拓成本管控的新思路，

进一步提升项目成本管理及盈利能力水平。

由于编制时间仓促，书中难免有欠妥之处，请读者指正，并提

出宝贵意见及建议。

《中建一局成本精细化管理指标数据册及管控措施汇编》（第一

期）的完成得到了各单位的大力支持，各单位、各项目的有关人员

在资料的采集及整理过程中都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我们向所

有为本汇编的完成给予关心和支持的人员表示衷心感谢！

2019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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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第四部分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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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分项成本控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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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住宅项目优秀分项成本控制值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局引领值

近两年结算

项目合理最

优值

公司名称 计算公式 计算范围

1
主体结构人工

平米指标
元/m2 200 205.96 建设发展公司

主体结构分包结算价格/

建筑面积

主体结构人工内容包括：钢筋、模板、

混凝土、脚手架搭拆等一次结构劳务施

工内容，费用包括人工、辅材、中小型

机械、安全文明施工、管理费、税金等。

2 钢筋盈余率 % 8 17.56 五公司

（钢筋业主结算量–钢

筋实际使用量）÷钢筋业

主结算量×100%

钢筋结算量包括合同中约定的损耗量，

实际使用量应扣除已冲减成本的废钢

筋量

3 混凝土盈余率 % 3 8.87 五公司

（混凝土业主结算量–

混凝土实际使用量）÷混

凝土业主结算量×100%

混凝土结算量包括合同中约定的损耗

量，实际使用量为物资出库量

4
大型机械平米

指标
元/m2 20 18.22 一公司

大型机械结算价格/

建筑面积

大型机械包括塔吊、施工用电梯、井架、

汽车吊等。结算价格包括驾驶人员费

用、机械使用费、安拆费和场外运费等。

4.1 其中：塔吊 元/m2 / 11.25 西南公司 塔吊结算价格/建筑面积
塔吊结算价格包括驾驶人员费用、机械

使用费、安拆费和场外运费等。

4.2
其中：施工用电

梯
元/m2 / 6.24 华江公司

施工用电梯结算价格/

建筑面积

施工用电梯结算价格包括驾驶人员费

用、机械使用费、安拆费和场外运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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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局引领值

近两年结算

项目合理最

优值

项目名称 计算公式 计算范围

5
周转架料租赁

平米指标
元/m2 21 15 建设发展公司

周转架料结算价格/

建筑面积

周转架料包括用于外脚手架、内支撑

架（木模体系）、临边防护架等所有

的架料。结算价格包括维修费、丢失

赔偿费用等发生的全部费用。

5.1
其中：架管平米

指标
元/m2 / 11.37 五公司 架管结算价格/建筑面积

周转架料包括用于外脚手架、内支撑

架（木模体系）、临边防护架等所有

的架管。结算价格包括维修费、丢失

赔偿费用等发生的全部费用。

5.2
其中：扣件平米

指标
元/m2 / 6.48 六公司 扣件结算价格/建筑面积

周转架料包括用于外脚手架、内支撑

架（木模体系）、临边防护架等所有

的扣件。结算价格包括维修费、丢失

赔偿费用等发生的全部费用。

5.3
其中：架管丢失

率
% / 1.04 二公司

（钢管进场量-钢管退场

量）/钢管进场量

5.4
其中：扣件丢失

率
% / 2.03 二公司

（扣件进场量-扣件退场

量）/扣件进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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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局引领值

近两年结算

项目合理最

优值

项目名称 计算公式 计算范围

6
模板体系平米

指标
元/m2 40 26.75 一公司

模板木方材料费/建筑面

积

包括面板及背楞的材料费用，不包含

残值。

6.1
其中：模板平米

指标
元/m2 / 13.35 一公司 模板材料费/建筑面积 仅包含面板费用，不包含残值。

6.1
其中：木方平米

指标
元/m2 / 13.4 一公司 木方材料费/建筑面积

背楞、钢包木、木方等费用，不包含

残值。

7 临设费用占比 % 1.5 1.11 三公司
临设费用（含人工费）/

项目总成本

临设包括：办公室、加工厂、工具房、

仓库、塔吊基础、小型临时设施、休

息室、厕所、临时道路、围墙；临水、

临电及消防设施（含购置、安装、维

护费用）；二场地租赁、文明施工及

环境保护设施、CI、现场及二场地临

时搭建的职工宿舍、食堂、浴室等

7.1
其中：临水临电

指标
元/m2 / 4.86 三公司 临水临电费用/建筑面积

包括：临水临电相关费用（含购置、

安装、维护费用）

7.2
其中：CI 费用

指标
元/m2 / 1.01 二公司 CI 支出总费用/建筑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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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局引领值

近两年结算

项目合理最

优值

项目名称 计算公式 计算范围

8
水电费平米指

标
元/m2 15 7.47 三公司 水电费/建筑面积

包括施工现场、办公区及工人生活区

用水用电的总费用

8.1

其中：生活区、

办公区水电费

平米指标

元/m2 / 1.19 华江公司
生活区、办公区水电费/

建筑面积
仅计算生活区、办公区用水用电费用

8.2

其中：施工现场

水电费平米指

标

元/m2 / 5.97 三公司
施工现场水电费/建筑面

积
仅计算施工现场用水用电费用

9 管理费占比 % 3 2.28 一公司 管理费用/项目总成本
财务成本科目中工程施工/间接费用，

过程奖励费用需注明

9.1
其中：办公费指

标
元/m2 / 1.97 华江公司

按财务账面该科目费用/

建筑面积计算
财务成本科目中办公费

9.2
其中：业务招待

费指标
元/m2 / 1.44 五公司

按财务账面该科目费用/

建筑面积计算
财务成本科目中业务招待费

9.3 其中：人员工资 元/m2 / 47.37 华江公司
按财务账面该科目费用/

建筑面积计算

财务成本科目人员工资+劳务派遣人

员工资+安全人员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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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局引领值

近两年结算

项目合理最

优值

项目名称 计算公式 计算范围

10 钢筋损耗率 % / 0.50 华南公司

（钢筋现场使用量-钢筋

翻样量）/钢筋现场使用

量

11 混凝土损耗率 % / 0.45 华南公司

（混凝土实际使用量-混

凝土计算量）/混凝土现

场使用量

实际使用量按物资出库量计算，计算

量按对分包的模型算量计算

12 辅料指标 元/m2 / 5.86 二公司 辅料费用/建筑面积
除主体劳务包含辅料外，全部辅料费

用

13 零星用工指标 元/m2 / 0.14 华江公司
零星用工总费用/建筑面

积

按项目发生合同范本外全部零星用工

签证的总费用计算

14 零星机械指标 元/m2 / 1.54 六公司
零星机械总费用/建筑面

积

除垃圾清运、消纳使用机械外项目发

生全部零星机械签证的总费用计算

15
建筑垃圾清运、

消纳指标
元/m2 / 1.5 建设发展公司

垃圾清运消纳总费用/

建筑面积
现场用于垃圾清运、消纳总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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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中建一局集团万达轻资产项目成本管控主要指标

序号 指标名称
竣工项目

合理最优值
计算公式 备注

1
基坑四大块部分

收益率
51.09%

基坑四大块部分收益额/基

坑四大块部分结算额

基坑四大块仅包含基坑四大块清单中施工内

容，不包含土建清单中的土方部分

2
主体结构人工平

米指标
237.94 元/㎡

主体结构分包结算价格/建

筑面积

主体结构人工内容包括：钢筋、模板、混凝

土、脚手架搭拆等一次结构劳务施工内容，

费用包括人工、辅材、中小型机械、安全文

明施工、管理费、税金等。

3 钢筋盈余率 9.86%

（钢筋业主结算量–钢筋

实际使用量）÷钢筋业主结

算量×100%

钢筋结算量包括合同中约定的损耗量，实际

使用量应扣除已冲减成本的废钢筋量

4 混凝土盈余率 4.63%

（混凝土业主结算量–混

凝土实际使用量）÷混凝土

业主结算量×100%

混凝土结算量包括合同中约定的损耗量，实

际使用量为物资出库量

5
大型机械平米指

标
11.58 元/㎡

大型机械结算价格/建筑面

积

大型机械包括塔吊、施工用电梯、井架、汽

车吊等。结算价格包括机械使用费、安拆费

和场外运费等。

6
周转架料租赁平

米指标
15.89 元/㎡

周转架料结算价格/建筑面

积

周转架料包括用于外脚手架、内支撑架（木

模体系）、临边防护架等所有的架料。结算

价格包括维修费、丢失赔偿费用等发生的全

部费用。

7
模板体系平米指

标
52.74 元/㎡ 模板木方材料费/建筑面积 包括面板及背楞的材料费用，不包含残值。

8 临设费用占比 0.84%
临设费用（含人工费）/项

目总成本

临设包括：办公室、加工厂、工具房、仓库、

塔吊基础、小型临时设施、休息室、厕所、

临时道路、围墙；临水、临电及消防设施；

二场地租赁、文明施工及环境保护设施、现

场及二场地临时搭建的职工宿舍、食堂、浴

室等

9 水电费平米指标 8.61 元/㎡ 水电费/建筑面积
包括施工现场、办公区及工人生活区用水用

电的总费用

10 管理费占比 2.82% 管理费用/项目总成本
财务成本科目中工程施工/间接费用，过程奖

励费用需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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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中建一局集团万达重资产项目成本管控主要指标

序号 指标名称
竣工项目

合理最优值
计算公式 备注

1
基坑四大块部分

收益率
37.07%

基坑四大块部分收益额/基

坑四大块部分结算额

基坑四大块仅包含基坑四大块清单中施工内

容，不包含土建清单中的土方部分

2
主体结构人工平

米指标
204.92 元/㎡

主体结构分包结算价格/建

筑面积

主体结构人工内容包括：钢筋、模板、混凝

土、脚手架搭拆等一次结构劳务施工内容，

费用包括人工、辅材、中小型机械、安全文

明施工、管理费、税金等。

3 钢筋盈余率 13.66%

（钢筋业主结算量–钢筋

实际使用量）÷钢筋业主结

算量×100%

钢筋结算量包括合同中约定的损耗量，实际

使用量应扣除已冲减成本的废钢筋量

4 混凝土盈余率 7.97%

（混凝土业主结算量–混

凝土实际使用量）÷混凝土

业主结算量×100%

混凝土结算量包括合同中约定的损耗量，实

际使用量为物资出库量

5
大型机械平米指

标
19.33 元/㎡

大型机械结算价格/建筑面

积

大型机械包括塔吊、施工用电梯、井架、汽

车吊等。结算价格包括机械使用费、安拆费

和场外运费等。

6
周转架料租赁平

米指标
26.48 元/㎡

周转架料结算价格/建筑面

积

周转架料包括用于外脚手架、内支撑架（木

模体系）、临边防护架等所有的架料。结算

价格包括维修费、丢失赔偿费用等发生的全

部费用。

7
模板体系平米指

标
41.69 元/㎡ 模板木方材料费/建筑面积 包括面板及背楞的材料费用，不包含残值。

8 临设费用占比 1.01%
临设费用（含人工费）/项

目总成本

临设包括：办公室、加工厂、工具房、仓库、

塔吊基础、小型临时设施、休息室、厕所、

临时道路、围墙；临水、临电及消防设施；

二场地租赁、文明施工及环境保护设施、现

场及二场地临时搭建的职工宿舍、食堂、浴

室等

9 水电费平米指标 11.4 元/㎡ 水电费/建筑面积
包括施工现场、办公区及工人生活区用水用

电的总费用

10 管理费占比 2.55% 管理费用/项目总成本
财务成本科目中工程施工/间接费用，过程奖

励费用需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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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项目部分成本指标管控措施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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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部分成本指标管控措施汇编

1、主体结构人工平米指标具体管控措施

（1）劳务成本测算前置

从计划成本开始管控，采用工程量清单模式测算劳务成本，通过

将班组价格套入工程量清单中进行比对、分析，较为准确的测算出劳

务成本，对劳务公司的底价更为清晰，方便招标价格博弈。同时，劳

务最终建筑面积平米单价包含工程量清单明细组成，有效避免了劳务

提出某些施工内容不在合同内的风险。

（2）合同价款谈判细节

1）对于平米包干合同，非劳务单位施工的专业分包内容不能计

算建筑面积和费用。例如：外墙保温工程不是由劳务单位施工，在签

订结构劳务分包合同时，在合同中明确注明外墙保温不计算建筑面

积。

2）结构劳务合同中若采用辅料包干形式，在合同中应注明由劳

务单位自行提供的辅材清单。项目物资部要严格按照签订合同内容进

行物资采购，非我方提供材料坚决不予采购，必须由劳务单位自行采

购。

3）签订劳务合同时，要确保平米单价、综合单价、暂估总价、

合同额等敏感数据的准确性。由于国家政策的保护，农民工及劳务队

已经不再是“弱势群体”，若因商务人员的粗心大意造成笔误，将成

为劳务队恶意索要的“资本”，势必会给项目及企业造成不必要的麻

烦和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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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转材料的采购控制：项目部必须列出结构工程施工所使用

的模板、木方、木跳板、架管、卡扣、U托、碗扣杆等周转材料的详

细施工预算，并严格按照施工预算进行采购，不能由劳务队随意提料。

另外，与劳务队伍签订“节超协议”，若最终的使用量低于施工预算

量，可设定一定的奖励比例，激发劳务队伍的管理积极性。

5）若业主方存在边设计边施工的情况或存在设计多变的特性，

在签订结构劳务合同时，可在合同中约定“层高变化在**cm 内综合

单价不做任何调整”，可避免因结构层高变化而增加任何费用。

6）与劳务队签订的合同中，文明施工费基本已按平米单价计入

综合单价，劳务队报送零工需严格审核，并跟进相应业主签证的签认

进度。

（3）劳务进场交底

劳务进场前要组织现场主要管理人员及劳务现场负责人召开交

底会，强调月结月清、签证审核流程。过程中项目内部要建立签证审

核微信群，落实月结月清，有效控制劳务结算溢价率。按月度对各片

区责任工长开具零工单金额占所负责区域分包产值总额比例、用工类

别以及零工单所对应的签证、洽商、罚款进展情况进行晾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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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零星用工台账样表

编号 用工单位 工长 楼栋号 用工内容
用工

个数

用工

单价

用工

总价

产生用工原因

类别

是否办理

签证、洽

商、罚款

签证、洽商、

罚款是否签

认

签证、洽

商、罚款

对应收入

签证、洽

商、罚款

收益率

零工单

-001
XX 公司 XX XX 办公楼 XX 10 XX XX 技术变更 / / / /

零工单

-002
XX 公司 XX XX 办公楼 XX 7 XX XX 工程洽商 是 是 XX XX

零工单

-003
XX 公司 XX XX 办公楼 XX 15 XX XX 合同范围盲区 否 否 / /

零工单

-004
XX 公司 XX XX 厂房 XX 2 XX XX 甲方额外指令 是 是 XX XX

零工单

-005
XX 公司 XX XX 厂房 XX 5 XX XX 工程洽商 是 是 XX XX

零工单

-006
XX 公司 XX XX 厂房 XX 3 XX XX 合同范围盲区 否 否 / /

零工单

-007
XX 公司 XX XX 厂房 XX 6 XX XX 甲方额外指令 是 是 XX XX

零工单

-008
XX 公司 XX XX 厂房 XX 9 XX XX

分包未履行合

同义务
是 是 XX X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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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钢筋盈余率指标具体管控措施

（1）合理分解责任目标

某项目施工前将初期钢筋盈余责任目标 10%，按系统分解给各业

务部门：

1）商务部：（结算量-预算量）/结算量＞4%；

2）技术部：技术优化节约钢筋量/预算量＞3%；

3）工程部：（预算量（优化后）-翻样量）/预算量（优化后）＞3%；

4）商务部：出图后 2 个月内完成整体预算量的计算工作，整体

预算编制过程中应提前 15天完成拟施工部位预算工程量；

5）工程部：（实际进场量-翻样量）/翻样量＜1%；

6）物资部：现场称重系统采购、使用、维护、数据收集、分析，

确保实际收货量不小于实际进场量。

（2）钢筋进场过磅验收

由物资部、工程部、质量部进行钢筋进场抽样检测、材料过磅。

市面各钢厂均利用规范允许的公差生产销售钢材。根据规范要求：直

径 6-12 钢筋±7%，14-20 钢筋±5%，22-50 以上钢筋±4%均属于合格

范围。钢筋进场验收常规的方法为盘螺过磅，直条检尺。合格直条存

在负差对结算没有影响，而盘螺由于采用过磅方式，负差将直接导致

实际使用的钢筋米数不足，且单纯利用目前推广使用的广联达称重系

统无法解决这一问题。项目应细化原材验收环节，针对盘螺钢筋的特

点抽查延米重量与实际直径并与理论值进行比较，确保项目收益最大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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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钢筋方案编制

技术部负责图纸钢筋施工节点优化，分别编制增量版、优化版钢

筋施工方案。将增量版方案报监理、业主审批，针对优化版方案对工

程部进行交底。

（4）图纸翻样技术交底

由工程部经理组织劳务队伍进行施工图纸翻样技术交底，同时根

据现场进度提前预估钢筋采购计划，审核劳务分包料单合理性，料单

与施工预算对比，实现现场钢筋损耗率管控。

（5）施工后台钢筋下料、施工

工程部负责监督劳务队伍专业下料人员按下料单进行后台下料、

监督劳务队伍专业施工人员按施工蓝图及方案交底进行绑扎施工，按

照规范允许的最大正偏差加大钢筋间距以节约用量。

（6）钢筋边角料再次利用

由工程部经理针对钢筋边角料的再次利用技术方案对劳务队伍

交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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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混凝土盈余率指标具体管控措施

（1）合理分解责任目标

某项目施工前将混凝土盈余率指标（3%）分解给各业务部门：

1）工程部：

（小票量-预算量（含损耗扣钢筋））/预算量（含损耗扣钢筋）＜1%；

2）商务部：

（结算量（含损耗）-预算量（含损耗））/结算量（含损耗）＞2%；

3）商务部：出图后 2 个月内完成整体预算量的计算工作，整体

预算编制过程中应提前 15天完成拟施工部位预算工程量；

4）物资部：现场称重系统采购、使用、维护、数据收集、抽查

分析，（收货小票工程量-称重验收方量）/收货小票工程量＜1.5%。

（2）合同条款谈判

商务部应在分供合同中明确细节管理条款，如：

1）合同中应明确“过程中供货认证单（对账单）仅作为过程付

款参考依据，不作为最终结算依据”；

2）合同中应按不同标号确定工程施工过程中较大量砂浆（如：

坑壁拍坡，润泵等）的价格，且应低于同号混凝土；

3）若根据图纸量结算，合同中应注明润泵砂浆不计算任何费用

（该部分砂浆已浇筑实体工程，应扣除）

（3）商务、工程分别算量

商务部按施工图纸进行施工预算量计算，工程部按施工图纸在各

段混凝土浇筑前对拟施工部位预算量进行核对，并根据核对结果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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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上报计划量。浇筑完成后应进行物资小票统计量登记并进行收支

对比分析。地下垫层施工时，应同时分析地泵费用支出及混凝土量的

收支对比，以便及时发现清理基础过程中的标高管控问题；地下室和

主楼混凝土墙、板标号不同时，通过收支分析可及时发现高低标号混

打情况。针对存在的问题联合各部门剖析原因并提出整改措施。

（4）混凝土进场、现场管理

由物资部、工程部共同见证混凝土进场过磅并进行记录，由工程

部及监理进行现场检查及浇筑旁站管控。

过磅过程应注意以下潜在风险：

1） 运输车在交通高峰时段不配合称重

2） 利用商混站地磅存在其私自调整风险

3） 确定毛重后卸重物影响车身净重

4） 泵车在洗车时排水致使车身净重减轻

5） 最后一车混凝土未完全浇筑影响数据准确性

6） 地磅准确性及可靠性影响

7） 读数人员责任心不强，虚报数据

8） 称重后混凝土站测算亏方，擅自修改配合比

（5）混凝土结构尺寸控制交底

由工程部责任工程师对劳务队伍进行方案交底，按照规范允许的

最大负偏差减小浇筑厚度以节约用量。同时现场应尽量避免“胀模”

和其他浪费情况。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44807407311

6006063

https://d.book118.com/448074073116006063
https://d.book118.com/4480740731160060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