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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燃气工程投资控制的后评价探讨

摘       要：  本文通过建立城市燃气工程投资后评价体系来对实施后的城市燃气工程进行相应的投资

评价分析，通过分析的结果来指导后续城市燃气工程的投资控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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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在我国，因为城市燃气工程作为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的一部分，关系着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直接影

响着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所以大部分城市燃气工程

的建设实施主体仍然由政府领导或者有政府背景的企

业投资建设。

由于城市燃气工程本身具有基础性、公益性、服

务性等特点造成投资建设主体注重其实施的进度目标

和质量目标，却往往忽略其投资方面的控制。

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在城市燃气工程完成后建立相

应有针对性的评价体系来指导帮助后续城市燃气工程

的投资目标的控制。

2     体系建立

2.1  后评价体系概况

工程建设项目后评价体系作为一个科学的方法和

制度最早产生于美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被许多国

家及国际机构采纳运用。通过后评价体系的客观分析

来确定工程建设项目实施情况是否真实、合理，工程

建设项目实施后是否达到预期的目标；并将分析出来

的结果反馈给建设实施主体，得出工程建设项目的经

验和规律，为后续工程建设项目实施提供有针对性的

指导依据。后评价体系根据评价因素的多少分为多因

素和单因素评价方法；本文主要是针对投资目标进行

的后评价，应归类于单因素评价方法。

2.2  后评价体系模型建立

后评价体系模型的建立采用主观和客观相结合的

方法进行模型的建立。比如作为单因素评价方法，在

模型建立前先是通过对该单因素进行相应的分析，确

定影响该因素目标的内容，邀请相关专家对影响该因

素内容进行权值计算；如果该单因素为投资目标的控

制，将影响目标相关的组成因素见表1：

通过邀请专家得出的专家权值计分对于各因素

分别为n 1，n 2，…n；此时应对该项目的预算价∑A内

注：

1. 专家权值计分表中，目标影响因素根据目标的不同而需

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2. 各位专家独立的根据项目情况进行相应影响因素的权值

计算；

3. 所有因素的权值计分合计为1；

4. 各影响因素的得分根据所有专家对该项因素得分的平

均分。

因素 人工 材料 机械 方法 环境

专家1

专家2

…

表1  专家权值计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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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影响因素进行分类，对于分类好的内容进行相加分

别与该项目的预算价相比得出相应系数分别P 1，P 2…

Pn；相应的公式为：

Pn=A（1，2…n）/∑A（1，2…n）                                       （公式１）

将专家得出的各因素权值n 1，n 2，…n ；与各因

素预算价格比值得出的相应系数P 1，P 2…Pn；相乘得

出目标使用效率系数C 1，C 2…Cn；相应的公式为：

C（1，2…n）= P（1，2…n）×n（1，2…n）                    （公式２）

建设工程项目完成得出的最终结算价∑A’，按照

上述同样的方法分类计算出的结算价与该项目的最终

结算价相比得到相应的系数分别为P’1，P’2…P’n；相

应的公式为：

P’n=A’（1，2…n）/∑A’（1，2…n）                             （公式３）

此时将专家得出的各因素权值n 1，n 2，…n ；与

各因素结算价格比值得出的相应系数P’1，P’2…P’n；

相乘得出实际使用效率系数C ’1，C ’2…C ’n；相应的

公式为：

C’（1，2…n）= P’（1，2…n）×n（1，2…n）              （公式４）

2.3  后评价判定标准

将前面体系建立起来，工程建设项目在未开工前

计算得出的目标使用效率系数C 1，C 2…Cn与工程建设

项目完工后计算得出的实际使用效率系数C’1，C’2…

C’n进行相应的比较，并将比较得出的效率率F进行评

价，确定工程建设项目是否符合投资目标。如果对于

不符合投资目标的工程建设项目，我们应该根据目标

内包含的各个因素逐一比较得出哪个因素不符合投资

目标。并由此进行相应的分析，找出相应的问题，为

后续工程建设项目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

相应的公式为：

F=C（1，2…n）/ C’（1，2…n）×100%            （公式５）

如果效率率F的比值小于100%时，我们应该将该

目标内包含内容进行分项比较得出，各子内容的效率

率F 1，F 2…Fn；再对各子内容的效率率进行相应的比

较，来判断是哪个内容未达到预控目标，并对未达到

预控目标的内容进行针对分析，找出针对性的措施，

为后续的目标管理提供保障。

相应的公式为：

F 1=C 1/C’1×100%；F 2=C 2/C’2×100%；…

Fn＝Cn/C’n×100%；                             （公式６）

同理对于效率率的比值大于100%时，我们同样

应该将各子内容进行分析比较得出的效率率F 1，F 2…

Fn；判断哪个内容超过预控目标，并对超过预控目标

的内容进行相应的分析，得出控制目标的好措施和好

方法，并进行总结提供给后续的目标管理控制。

2.4  后评价体系总结

对于前述表格及公式，通过客观和主观等方法得

出的最终数据，并通过数据找出的工程建设项目的瑕

疵、问题、漏洞等或者找到工程建设项目好的方法、

措施、建议等进行相应的总结，予以归纳形成相应的

书面资料。

3     实例说明

杭州市某中压管道工程，工程建设项目位于杭州

市西湖区；虽然该工程建设项目投资额并不多，但是

作为区位道路实施的配套工程，工程建设项目进展关

系到道路整体功能的实现。为此，在工程项目前期阶

段建设单位根据本身管理模式及同类项目历史经验，

将人工、材料、机械、方法及环境等4类因素的权值

分别为0.2、0.35、0.2、0.15、0.1合计为1。

3.1  目标系数

该建设工程项目建设单位编制的相应预算价

格，作为该工程建设项目的投资控制目标，该预算价

1 029 889元；其中人工费为145 207元，材料费为 

569 098元，机械费为89 457元，方法（基本等于技术

措施）费为23 473元；环境（基本等于组织措施）费

为66 479元。

根据公式1即：Pn=A（1，2…n）/∑A（1，2…n）计算所得

人工、材料、机械、方法、环境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0.14、0.55、0.09、0.02、0.06。

由 上 面 得 出 的 数 据 再 根 据 公 式 2  C （ 1 ， 2 …n ）= 

P （1，2…n ）×n （1，2…n ）数据相乘得出的效率系数分别

为：0.028、0.1925、0.018、0.003、0.006。

由上述得出的效率系数为该工程建设项目的目标

使用效率系数。

3.2  实际系数

该建设工程项目完成后，通过施工单位上报该工

注：该效率率F如果为100%，表示目标与实际相符；
如果大于100%表示实际效率比目标的效率使用更高；否则
则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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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建设项目送审价格，建设单位对其审核确认后的结

算价为1 151 298元；其中人工费为177 368元，材料

费为620 151元，机械费为109 212元，方法（基本等

于技术措施）费为35 928元；环境（基本等于组织措

施）费为70 154元。

根据公式3即：P ’n=A ’（1，2…n ）/∑A ’（1，2…n ）计算

所得人工、材料、机械、方法、环境的影响系数分别

为：0.15、0.54、0.09、0.09、0.06。

由上面得出的数据再根据公式4 C ’（1，2…n ）= 

 P’（1，2…n ）×n （1，2…n ）数据相乘得出的效率系数分别

为：0.03、0.189、0.018、0.014、0.006。

由上述得出的效率系数为该工程建设项目的实际

使用效率系数。

3.3  比较判定

将上面计算得出的目标和实际使用效率系数列成

表2，并对这些系数进行相应分析、比较、判定。

针对上表列出数据现根据公式５F =C （1，2…n ）/ 

 C’（1，2…n）×100% 计算得出：F=0.2493/0.257×100%=97%

并根据公式６F 1＝C 1/C ’1×100%；F 2=C 2/ C ’2× 

10 0 %；…F n =C n /C ’n×10 0 % 分 别 计 算 得出各 子

因素分别为：F 1＝0.028/0.03×10 0%＝93.33%（人 

工）；F 2＝0.1925/0.189×100%＝101.85%（材料）； 

F3＝0.018/0.018×100%＝100%（机械）；F4=0.003/0.014× 

100%＝21.43%（方法）；F5=0.006/0.006×100%＝100%

（环境）

3.4  体系总结

根据上述计算得出的数据我们可以分析得出，该

工程建设项目投资目标控制还比较好，目标和实际效

率偏差控制在3%左右；在分析该工程建设项目的各

影响因素时发现，该工程建设项目在施工材料使用上

的投资控制目标的尤为突出，建筑施工材料的实际投

资额与目标投资额增加的比例比整个工程建设项目增

加比例要低，故比值超过100%为101.85%。

从上面分析我们也发现在施工建设方面的投资

控制的不足，不足主要体现在对于部分不产生实体建

筑物的相应费用的控制，比如投资因素中的方法，也

就是技术措施费的控制方面，实际使用的费用远远大

于计划目标的费用，超过将近5倍，达到了4.67倍，

望后续在工程建设项目控制管理中，编制控制目标要

再细致查勘现场，根据工程建设项目的特点思考全面

其施工方法，确定相应的工程建设项目方法的费用；

其次在施工管理过程中，要先根据前期计划目标编制

有针对性、可行的施工组织设计，严格按照施工组织

设计组织施工，减少不必要的方法费用的增加而导致

该投资目标的失控；最后对于建设工程项目不确定因

素影响要出现的变更，应该有具体可行并且详细规范

的变更流程，杜绝事后变更的发生，要求“随变随

签”，严格规范的控制方法费用的增加。

4     结语

通过上述论述，使我们知道对于工程建设项目的

目标管理，事后对于工程建设项目的总结是非常重要

的一个事情；怎样能将事后总结做到科学合理，更好

地指导后续的工程建设项目的实施，就需要建立一个

实际、合理、可行的体系。

总之，为了更好地控制建设工程项目的目标，应

该本着“事前预控”、“事中把控”、“事后总结”的方

式分步骤进行；只有这样才能将工程建设项目的管理

达到一个更高的高度。

价格
（元）

人工 材料 机械 方法 环境 总价

目标 145 207 569 098 89 457 23 473 66 479 1 029 889

实际 177 368 620 151 109 212 35 928 70 154 1 151 298

目标影响因素 价格
（元）系数 人工 材料 机械 方法 环境 合计

目标 0.028 0.1925 0.018 0.003 0.006 0.2493 1 029 889

实际 0.03 0.189 0.018 0.014 0.006 0.257 1 151 298

表2  工程建设项目价格统计表

表3  效率系数分析判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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