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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预算概述



施工预算是指在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

根据设计图纸、施工方案、材料设备

价格等因素，对工程项目的造价进行

预先计算和控制的过程。

施工预算的目的是为了合理确定和控

制工程造价，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投

资效益，确保水利工程建设的顺利进

行。

预算定义与目的

预算目的

预算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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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涉及多个专业领域，如水文、地质、气

象、水工结构等，因此施工预算需要考虑的因素

较多，计算过程较为复杂。

复杂性

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如自

然灾害、政策调整、市场价格波动等，这些因素

都会对施工预算造成影响。

不确定性

水利工程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收期长，因此施工

预算需要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和长期运营成本。

长期性

水利工程特点



预算在水利工程中重要性

控制工程造价

施工预算是控制水利工程造价的重要手段，通过预算可以合理确定工
程项目的投资规模和造价水平，避免投资浪费和资金损失。

优化资源配置

施工预算可以优化资源配置，合理安排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提
高资源利用效率。

提高投资效益

通过施工预算可以控制工程造价，降低建设成本，从而提高水利工程
的投资效益和社会效益。

风险管理

施工预算还可以帮助管理者识别和评估潜在的风险因素，制定相应的
风险应对措施，降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影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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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预算编制方法与流程



根据施工图纸、定额单价及相关取费标准计算工程造价，适用于常
规水利工程。

定额法

依据施工图纸、人工、材料、机械台班消耗量和当时当地的市场价
格计算工程造价，适用于价格波动较大的情况。

实物量法

按照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根据招标文件、施工图纸、施工现场条件
等编制工程量清单，并逐项计算综合单价，最后汇总得出工程造价。

清单计价法

编制方法介绍



收集资料
收集施工图纸、施工组织设计、定额单价、

市场价格等信息。

熟悉图纸
熟悉施工图纸，了解工程结构、施工工艺及材

料设备等情况。

计算工程量
根据施工图纸和定额规定，计算分部分项工程的

工程量。

套用定额单价
根据计算出的工程量套用相应的定额单价，得出直

接费。

计算其他费用
根据相关规定计算间接费、利润、税金等其他费

用。

汇总得出总造价
将直接费、其他费用汇总得出总造价，并进行审核和调

整。

编制流程梳理



工程量计算是预算编制的基础，必须
严格按照施工图纸和定额规定进行计
算，确保准确无误。

准确计算工程量 合理套用定额单价

注意材料价格变化 加强审核把关

在套用定额单价时，要注意定额的适
用范围和时效性，并根据实际情况进
行调整换算。

在编制过程中要关注材料市场价格变
化，及时调整材料价格，确保预算的
准确性。

预算编制完成后要加强审核把关，确
保各项费用计算合理、准确无误。

关键环节把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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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成本控制策略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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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控制原则

根据施工进展和市场变化，及时调整成本控制策略，确保成本

控制的有效性。

01

全面控制原则

对施工项目成本进行全员、全过程控制，确保每个环节和部门

都参与成本控制。

02

目标管理原则

设定明确的成本控制目标，将目标层层分解，落实到各个部门

和岗位。

成本控制原则及目标设定



01 对实际成本与预算成本进行比较，分析偏差产生的原

因，如材料价格波动、工程量变化、施工效率等。

成本偏差原因分析

02 根据偏差原因，制定相应的纠正措施，如调整材料采

购计划、优化施工方案、提高施工效率等。

纠正措施制定

03 针对可能出现的偏差，制定预防措施，降低偏差发生

的概率。

预防措施制定

成本偏差分析及纠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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