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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四川省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预算编制过程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包括对政策文件把握不准、工程量计算误

差大、对定额标准不熟悉、设计文件不完善、人员沟通不充分等问题,并就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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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预算编制的成果,就是大家

通常所说的项目工程造价,即工程的建设价格,是指

为完成一个工程的建设,预期或实际所需的全部费

用总和[１].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的预算编制工作主要

涉及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招投标及

施工这五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工程造价对应不同的

内容,即投资估算、工程概算、施工图预算、投标报

价、竣工结算与决算.工程项目的建设需要按程序

进行,工程造价也需要按阶段不断深化,通过多阶段

的反复细化,从而保证了预算编制的准确性和造价

控制的有效性.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因其自身的特殊

性、复杂性,使其在预算编制过程中难免会产生一些

问题和偏差,因此就要求在编制过程中更加认真仔

细,减少不必要误差的发生,从而提高治理工程的造

价水平,有效地控制项目投资且合理地使用政府财

政费用.本文就多年来在四川省地质灾害治理工程

预算编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谈几点个人见解.

１　常见问题及见解

１．１　对法律法规、政策把握不准

近年来,为规范四川省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的管

理,四川省国土资源厅相继出台了«四川省地震灾区

重大地质灾害应急勘查设计项目决算编制要求»、
«四川省重大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项目管理暂行办法»
(川国土资发[２０１１]６９号)、«四川省地质灾害综合

防治体系建设项目和资金管理办法»(川国土资发

[２０１４]８０号)、«四川省地质灾害隐患应急排查技术

要求»等相关文件.２０１３年,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

国土资源厅又颁布了«四川省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概

(预)算标准»(川财投[２０１３]１４５号),此标准对地质

灾害治理工程的工作开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实

际编制过程中,经常会发生一些由于对政策不熟而

导致的预算错误,现举例说明.

１．１．１　独立费部分计算混乱

预算编制人员在实际的工作中,经常是拿到技

术资料后就直接开始预算编制工作,没有提前研读、
熟悉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了解项目相关的

投资方式和投资办法,导致在编制预算时,尤其在计

算独立费的过程中出现漏项、多项或者是计算方法

错误等现象.比如,«四川省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

建设项目和资金管理办法»中规定,项目管理实行分



级负责制.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特

大型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勘查(含治理工程可行性研

究、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工作,市、县国土资源主

管部门负责监管和组织实施施工工作[２],相应勘查

设计资金由省上拨付,施工及施工过程中发生的独

立费由县上拨付.因此,公开招标或者比选的特大

型地质灾害治理项目的勘查设计费及相应审查费不

应该计算.应急项目多数为直接委托,所以其招标

代理服务费不应该计算.
总之,独立费用应根据项目管理办法、委托方式

等计算.

１．１．２　基础价格依据选用不充分

对于最低工资标准、艰苦边远地区津贴、材料信

息价等,与综合单价重要相关的基础价格依据,要根

据工程所在地查阅当地最新的文件及信息,落实到

治理工程的具体县域.同一个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

会有所差异,不能随意取用或为了提高工程费用直

接取用最高额.信息价如果没有实际施工地点的,
要依据设计报告中的相关描述或询问设计人员最近

的材料购买地,采用购买地的信息价并且考虑从购

买地到施工地的材料增运问题.

１．２　工程量计算误差大

工程量计算是工程造价中非常关键的一个环

节,工程量的正确与否决定着最终造价的准确性和

合理性.多年的实践经验发现,地质灾害治理工程

预算编制的过程中,多数是技术人员提交一份工程

量给预算人员,预算人员直接用此工程量进行定额

套用,其实这是非常不严谨的.应在核实好工程量

的相关内容后,再开展正式的编制工作,以免由于工

程量准确性不够而产生造价偏差问题.

１．２．１　工程量未执行规定的阶段系数

以勘查设计单位举例,其工作主要涉及治理工

程的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阶段,由于

设计工作各个阶段的要求不同,设计的深度不同,各
阶段投资的精细度也就不同.例如可行性研究阶段

着重点在于项目可行性的评估和治理方案的选择,
有些设计人员没有考虑«四川省地质灾害治理工程

概(预)算标准»中«工程量计算规则»的“设计工程量

阶段系数”,或者是随意增加工程量,导致后期概算

投资高于可行性研究估算、施工图预算高于初步设

计概算、项目投资不可控,或前一阶段投资远远高于

后面阶段的投资,使得工程造价的科学性、完整性和

合理程度难以控制和判断.因此,作为预算编制人

员,不能单纯依赖技术人员提交的工程量.在进行

一个项目的预算编制前,就应先根据设计图纸查对

工程量,尤其是易呈现偏差的和个别关键的子目,检
查可行性研究阶段、初步设计阶段、施工图设计阶段

提交的工程量是否相同,如相同,要严格依照相应的

标准规定乘以相对应的阶段系数.

１．２．２　重复计算工程量或费用

预算人员应对设计人员提供的工程量根据定额

的规定核对是否包含在定额中或取费中,不能不加

区分地计算相应的投资.
有些工作量已包含在定额内容里,在统计工程

量时又重复计算.例如,定额总说明中已经指出“其
他材料费和零星材料费,是指完成一个定额子目的

工作内容,所必需的未列量材料费.如工作面５m
内的脚手架、排架、操作平台等的摊销费,地下工程

的照明费,混凝土工程的养护用材料,石方工程的钻

杆、空心钢等以及其他用量较少的材料”[３].也就是

说工作面５m 以内的脚手架费用已经包含在定额

内容中了,工作中经常多列此项,实际只需计算定额

未包含的工程量即可.
临时工程费和临时设施费混淆.«四川省地质

灾害治理工程概(预)算标准»规定“施工临时工程指

为辅助主体工程所必须修建的生产和生活临时性工

程.该施工临时工程未在主体建筑工程的措施费中

计算,且需要单独计算”,例如施工交通工程(包含场

内、场外)、施工供电工程(场外:从现有电网向施工

现场)等;而临时设施费是指“施工企业为进行建筑

工程施工所必需的但又未被划入施工临时工程的临

时建筑物、构筑物和各种临时设施的建设、维修、拆
除、摊销等费用”,例如供水(支线)、供电(场内)、夜
间照明等[３].临时设施费归属于措施费,是以直接

工程费为基础按工程类别取费计算;临时工程费是

按工程量套用定额按实计算,二者包含内容和计算

方式都有所差异.实际操作中,预算编制人员经常

将二者混淆,从而导致费用的重复计算.

１．２．３　个别子目工程量逻辑关系混乱

工程量计算过程当中,对于相互之间有关联的

个别子目的逻辑关系要格外注意.比如:外弃土石

方工程量要等于土石方开挖工程量减去土石方回填

工程量;外购土石方的工程量要等于回填工程量减

去开挖工程量,其中外购土石方回填和现场的土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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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回填要分开列项,要严格遵循挖填平衡的原则[４].
平时工作中,还需检查提交工作量的单位和定

额单位是否一致,如不一致,或按定额要求重新计算

或在所选定额中进行换算.

１．３　对定额标准不熟悉

对定额标准中的各项内容没有深入理解、全面

掌握,尤其是在定额套用方面,出现一些由于不熟悉

定额而出现的套用错误现象,这将对综合单价产生

极大的影响.

１．３．１　未理解同类定额的差异

同类定额具有不同的适用范围,例如土方开挖,
包括一般开挖、基坑开挖、沟槽开挖、渠道开挖、柱坑

开挖、抗滑桩土方开挖等子目,每个子目都有其不同

的适用范围和使用条件.在进行治理措施土方开挖

预算编制时,首先应编辑正确的设计措施开挖名称,
再依据实际内容和适用范围选择相应的定额进行套

用.
某滑坡治理工程,其中某项治理措施为抗滑桩

工程,预算编制人员在编制预算时将其“土石方开

挖”子目,列成了“基坑土方开挖”,基坑和抗滑桩是

两个不同的构造、不同的概念.抗滑桩土方开挖应

根据其斗容量、断面积和土壤类别套用“人工挖孔桩

土方卷扬机提升吊斗运输”的定额,其适用范围为桩

身４０m 以内[３].套用“基坑土方开挖”和“抗滑桩

土方开挖”的相应定额可对比发现,在相同工程量的

基础上二者的项目单价相差悬殊.这就是由于没有

弄清同类或相似定额之间的差异,分清其适用范围、
混乱使用定额,造成了项目单价与实际不符的后果.

１．３．２　忽略定额的注释内容

定额注释内容,也是定额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阐述了定额使用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和包含内容,如
设计部分与定额尺寸、内容不符时的换算方法等.
在编制预算时应注意定额的注释内容,根据实际设

计内容进行相应定额的补充或换算.
某危岩体局部采用柔性主动防护网(钢丝绳网

＋钢丝格栅),主动网面积５８５m２,主动网的锚杆为

加强锚杆,数量６５根,其长度７m,采用单根７１m
长 Ø３２mm 钢筋制作,倾角１５°,间距３m,锚杆锚

固砂浆为 M３０水泥砂浆.在“柔性主动防护网”相
关定额的“注”中指出“本定额按照３m 锚杆拟定,
如长度＞３m 可取消钢筋、砂浆和风钻的消耗量,并
单独计算锚杆,其计算参考锚固章节”[３].因此,本

分项计算时应选用定额“D０８０００２柔性主动防护网

(钢丝绳网＋钢丝格栅)”并取消其中的钢筋、砂浆和

风钻的消耗量,再套用定额“D０６０３５９地面砂浆锚

杆—履带钻钻孔(锚杆长度７m)”并换算其中钢筋

(Ø３０mm 换为 Ø３２mm)的消耗量.预算编制过程

中,如忽略了类似注释的内容,将出现计算偏差的问

题.
定额标准使用的正确性对工程造价有着重要的

影响,预算编制人员要熟悉掌握定额的内容和适用

范围,区分相似定额之间的差异,研读定额的注释说

明和使用事项,根据工程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定额

换算和系数调整,减少错算、漏算和重复计算等现

象.

１．４　设计文件不完善、人员沟通不充分

设计文件的完整性是预算编制的重要保障,预
算编制人员是根据技术人员提供的报告内容进行预

算编制工作的,如果对相关重要问题的描述不完善,
将会对结果造成重大影响.许多地勘单位的预算编

制工作多数是由其他岗位的人员兼职,编制人员自

身的技术功底相对薄弱,不像工民建专业有很多专

职预算人员,技术与预算人员沟通不充分,导致很多

细节问题没有了解清楚,也会对造价产生一定的影

响.

１．４．１　缺乏对主材运输距离的详细描述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与工业和民用建筑不同,大
多数分布于偏远的地方,交通、运输非常困难,材料

一般不能直接到达施工地点.运输距离有可能与材

料信息价所包含的距离有差异,且还会发生多次转

运的复杂情况.材料预算价除了按照信息价计算除

外,还需要计算调整的运杂费(包括二次搬运).有

的项目不同的治理措施,会根据施工条件采取不同

的主材运输方式,而设计文件经常会缺乏对此重要

内容的详细描述和具体分类,导致材料价格没有算

够、后期施工难以按预算进行、实际结算成本要高于

概预算的情况.
某地质灾害主要有两种地质灾害体,分别为不

稳定斜坡失稳及爆发泥石流灾害.根据不稳定斜坡

及泥石流的形态、结构特征、形成机制及斜坡在各种

工况的稳定性,对泥石流采取梳齿坝、对滑坡采取抗

滑桩、对不稳定斜坡采取地表排水的治理措施.因

梳齿坝、抗滑桩等治理措施的主要材料除需从３０
km 外的建材市场采购外,还需人力搬运至坡面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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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３００m、坡度１５°的工程布置点,而坡面排水沟主

材的运输距离,只有３０km 的汽车运输距离.技术

报告的施工组织设计部分,缺乏对此内容的区别划

分和详细描述,以致预算编制时,把所有主材的运输

距离都认定成只有３０km 的汽车运输,忽略了梳齿

坝和抗滑桩的二次搬运问题,造成二者相关子目单

价都比实际偏低的现象.
因此,设计文件中需对主要材料运输的相关情

况进行详细的描述,如有不同的运输条件要分别描

述清楚,包括运输的距离、运输的方式,道路面层的

材料情况、宽度情况、坡度情况等,应严格按照相关

文件的规定计算.预算编制人员需对不同运输情况

的材料重新进行命名和定义,在主材价格计算时按

现场施工实际情况据实分类计算.

１．４．２　人员沟通不充分、技术基础薄弱

预算编制人员多数是学财务或者管理出身,对
于工程或地质方面的知识比较缺乏.一方面,对相

关技术资料不熟悉、不理解,看不懂技术报告中工程

地质情况的分析、治理方案设计的依据等;另一方

面,缺乏工程现场的实地经验,对治理措施的结构、
施工工艺、施工流程及施工组织措施等内容没有深

刻的认识,导致即使掌握定额内容也无法使编制的

预算既准又细.
因此,预算编制人员应加强和技术人员之间的

沟通,对技术报告中不清楚的地方要主动询问技术

人员,广泛、全面地收集与预算编制工作相关的重要

技术信息,比如施工地点的海拔高度、运输条件、气
候温差等等.熟悉掌握施工工艺、施工方法及相关

的辅助性工作,只有明白每一项治理措施的施工流

程及方法,才能检查出所套定额是否已包含技术设

计和现场施工的所有内容.多了解与地质灾害及相

关行业的技术标准和规范规程,增加自身的知识储

备和现场经验,改变坐在办公室拿着图纸编预算的

状况.

２　体会和建议

四川省地质条件复杂,是我国地质灾害最严重

的省份之一.地质灾害的频发关系着人民的生命和

财产安全、关系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地质灾害

治理工作刻不容缓,如何合理有效地使用地质灾害

治理工程的资金显得尤为重要.«国务院关于加强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决定»(国发[２０１１]２０号)指
出,应加大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的资金投入和管理,设
立专项资金、严格资金管理,确保将资金落实到地质

灾害的治理工作上去[５].目前,四川省地质灾害的

治理费用主要是来自中央、省综合防治体系的专项

资金和当地的财政预算,预算编制水平的高低决定

着地质灾害治理资金的使用成果.
因此,在编制的过程中要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政策文件,依据准确的工程量,在正确理解定

额内容的基础上,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和技术文件

来进行预算编制,避免问题及偏差的出现.从而编

制出一份真实体现工程情况的造价文件,以便于治

理工程合理有效地开展,从而达到预期的经济和社

会效益.

参考文献:
[１]　胡新萍．工程造价管理[M]．湖北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２]　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地质灾害综合防治

体系建设项目和资金管理办法[EB/OL]．http://www．mlr．
gov．cn/zwgk/flfg/dfflfg/２０１４１２/t２０１４１２１６_１３３８３３１．htm．

[３]　吕建祥,吴宝和,罗晓灵,等．四川省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概(预)
算标准[S]．２０１３．

[４]　吴宝和．２０１４年地灾定额—答疑[EB/OL]．http://jz．docin．
com/p－８６５９０４３２８．html,２０１４．

[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

决定[EB/OL]．http://www．gov．cn/zwgk/２０１１－０６/１７/conＧ
tent_１８８６５６９．htm．２０１１－６－１７．

[６]　吴宝和．地质灾害防治工程造价现状及解决办法[J]．地质灾害

与环境保护,２０１１,２２(４):１６－２０．
[７]　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概预算编制[EB/

OL]．https://wenku．baidu．com/view/８b２０６ce２５２４de５１８９６４b
７dff．html,２００４．

[８]　工程预算编制体会点滴[EB/OL]．http://www．xue６３．com/cc
zyeduxuexi－zzjejpdcczyeduafanwenzzjlwzzjgongxuezzjshuiligo
ngchengzzj２３００zzj/．

[９]　邓晓敏．地质灾害防治工程预算的现状及问题[J]．社会观察,

２０１７,(４):６１．
[１０]　刘兰英,肖振红,宁国民．三峡库区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概(预)

算细节问题研究[J]．资源环境与工程,２００６,(２):１９８－２０１,

２０６．

６２１ 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　 　２０１８年８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