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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造价控制及风险分析的理论与方法
罗雄卿

（深圳市东江水源工程管理处，广东 深圳 518000）

摘　要　水利工程的核心任务在于造价的精细管理与风险全面剖析，这一过程紧密伴随项目从投资规划、设计构

思、招标竞标、施工实施直至竣工验收的每一个环节。本文核心聚焦于阐述水利工程造价管理的理论体系与实践

策略，同时深入剖析项目生命周期各阶段潜在的风险挑战，并针对性地提出应对之策，旨在通过科学管控，确保

工程建设资金的优化配置与高效利用，进而促进项目在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层面的双重提升。通过系统性地识别

风险、评估影响、制定预防措施，本文力求为水利工程建设提供一套行之有效的造价与风险管理框架，助力项目

成功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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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作为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基石，其

构建过程伴随着长期的投资周期、巨额的资金投入以

及不可忽视的高风险特性。鉴于此，实施精准科学的

工程造价控制策略，并辅以高效的风险管理机制，对

于推动项目顺利落成、优化投资回报率而言，具有不

可估量的价值。本文旨在依托水利工程造价管理的理

论基础，深度融合风险评估技术，系统性地探讨并阐

述如何在水利工程领域实现成本的有效控制与风险的

全面剖析。

1　工程概况

东江水源工程是深圳市政府投资建设的大型跨流

域调水工程，其年供水量约占深圳市外引水量的一半，

曾获评深圳市 30年 30个特色建设项目之一，被深圳

市民誉为“生命线工程”。该项目取水口源自惠州市

两大核心地带——东江左岸的水口街道与西枝江畔的
西枝江泵站，跨越深惠两地疆界。工程东起惠州，西

至深圳市宝安区，构筑了一条绵延106公里的供水网络，

自 2001年底通水至今，已累计向深供水超过 110亿方。

2　理论基础

2.1　造价控制

在项目管理领域，成本控制是驱动项目顺利运行

在既定预算轨道上的核心机制。它强调精细化管理与

即时监察，确保水利水电等重资本、高技术门槛项目

能在严格财务纪律下推进。面对设计、施工成本及潜

在变动与风险，成本控制尤为紧要，需精心策划以达

成经济、质量与进度的和谐统一，避免成本超支与品

质瑕疵。在实践中，需明确职责、实施动态跟踪、灵

活调整资源配置，并借助技术辅助科学决策，这些不

仅精准控制了成本，还极大地提升了管理效率与透明

度。总之，成本控制是奠定项目稳健发展、实现价值

最优化的坚实基石 [1]。

2.2　风险分析

水利水电工程中的风险分析作为保障项目顺利推

进的核心环节，专注于辨识、量化及应对那些威胁项

目目标达成的不确定要素。这一过程采用严谨的体系

化手段，由工程师主导，深入剖析潜在风险，量化其

发生概率与潜在后果，进而为项目组量身定制风险防

控策略。其宗旨在于：预先洞察并锁定风险隐患，削

弱风险对项目进度、成本管控及质量标准的负面影响，

增强项目的可控预见性。执行时，需恪守四大原则：

一是全面系统，确保风险识别无遗漏，整体审视项目

风险面貌；二是优先排序，基于风险影响力与发生概

率，优先处置关键风险；三是动态调整，保持风险分

析的时效性，紧跟项目进展，灵活应对新风险；四是

持续优化，利用反馈与复盘机制，不断精炼分析流程，

提升风险管理的精准度和效率。通过这一系列措施，

风险分析成为水利水电工程稳健前行的坚实后盾 [2]。

3　水利水电工程造价控制的策略

3.1　投资决策阶段的造价控制

深圳市东江水源工程是一个大型跨区调水工程，

因为临时管道未知因素较多，对管材的质量要求较高。

投资决策阶段的造价控制有以下几个方面：（1）细致

规划并前瞻性预测项目成本，涵盖范围确定、技术规划、

建设进度及所需资源等多角度，确保估算的深入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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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性。为了确保成本预测体系的精准性，需要综合

项目的具体需求和限制条件，将准确的数据提供给决

策者和投资者，促进明智的战略选择。（2）实施全面

的成本效益分析，超越基础的投资回报率考量，融入

风险评估的深入洞察、市场动态趋势的把握及技术前

沿的探索，利用多维度模拟场景，精细比较各投资路

径的优劣势，精选出既经济高效又具备长远可持续潜

力的方案。（3）围绕项目可行性评估与潜在风险防控，

综合考量政策导向、市场需求演变、环境适应性等因素，

运用尖端风险分析手段，在项目推进与成本控制的复

杂图景中，我们预先甄别并量化潜在的不确定因素，

确保每一难关都经过精细的量化评估。通过深度挖掘

风险根源，我们量身打造风险管理策略，旨在拨开项

目实施过程中的重重迷雾，为项目顺利推进构建稳固

的安全网，并力求实现投资效益的最优化。

3.2　设计阶段的造价控制

东江水源工程是以批复的可研报告中确定的给排

水工程建设规模、内容和标准为依据，对于设计阶段

的造价控制有以下几个方面：（1）优化设计策略，通

过全盘考察项目功能定位、技术标准和施工方法，力

求材料使用的高效化与施工流程的简洁化，从而实现

成本控制的极致化。同时，该策略着眼项目全生命周

期成本，力求在初期投资与后续运营维护费用间达成

最佳平衡。（2）建立成本前瞻管理与调控体系，深度

剖析设计方案，实现成本精准预估，并即时捕捉预算

偏离迹象，有效防控超支风险。运用先进模型设立成

本预测基准，在审视多种设计蓝图之际，我们详尽地

分析了它们的成本投入与效益产出的比例，力求精确

无误。技术筛选流程极为严谨，既聚焦于技术的革新

潜力与工程质量的卓越标准，又兼顾资源的高效配置

与成本效益的深刻解析，以此精心筛选出最贴合项目

核心需求的技术路线 [3]。

3.3　招投标阶段的造价控制

东江水源工程招投标阶段的造价控制有以下几方

面：（1）明确界定招标规范，力保招标文件的精确性

与完整性，覆盖技术要点、品质标准及工期规划等要

素，维护其内在一致与公正性，吸引符合要求的投标

者踊跃参与，促进良性竞争。（2）精心衡量投标报价，

深入对比分析，确保其既符合预算要求又具有合理性，

目标是挑选出在预算范围内能高效执行项目，同时确

保项目质量与进度双赢的承包商。（3）为控制未来成

本波动，招标期间需前瞻性地预测并最小化设计变更

与技术调整的可能性。

例如，在东江水源工程明渠段，依据清单计价标

准（即净项目体积计量法），工程量的精确计算结果

为 12 380立方米，相较于招标文件中业主标明的 13 

452立方米有所出入。在详尽的现场踏勘后，发现管线

设计繁复，地下环境错综复杂，且与市政设施交叉施工，

导致部分区域挖掘需求远超预估。经严谨复核，实际

土方开挖量攀升至 14 056立方米。面对此情况，深入

解析清单要求，灵活应变，在保证报价合理性的前提下，

对综合单价进行了适度上调，并精妙地调整了报价策略。

3.4　施工阶段的造价控制

在东江水源工程整个施工过程中对于造价控制采

用如下措施：（1）资源优化新路径：我们全力推动人

力、物力、财力资源的深度融合，凭借精确规划及高

效管理策略，力求资源分配最优化与利用效益最大化。

依托精准的资源需求预估与供应链效能提升，有效管

控项目成本，同步促进施工效率与质量飞跃。（2）进

度管理：我们精心策划施工时间表与进度模型，实时

监控执行进展，迅速应对任何进度障碍，确保施工流

程顺畅，有效预防延误带来的额外开销与资源浪费。

（3）质量至上的管理框架：构建严密的质量管理体系，

确保施工各环节严格遵循设计准则，减少返工与修复

成本。同时，促进工程质量的不断提升，将质量风险

降到最低，奠定成本控制的坚实基础。（4）灵活应对

变更挑战：针对施工中可能出现的设计、技术或现场

变动，我们设立了敏捷的变更管理体系，迅速评估影响，

并通过有效沟通与策略调整，力求最小化成本增加与

工期延误。

如工程中有两个交叉路口，为了避开施工围挡需

求并局限于夜晚施工，项目高度依赖安全网确保安全。

为此，造价、项目管理和设计精英团队紧密合作，运

用工程网络图细致编排各阶段施工时间线。在确保项

目整体效能的前提下，灵活应变，微调施工方案，精

化设计细节，高效配置人力资源，并对安全网部署实

施精准的时间与空间管理。

3.5　竣工结算阶段的造价控制

竣工结算阶段的造价控制有以下几方面：（1）严

谨把控成本审计与核算，细致追溯项目每一笔开销，

力求成本数据的精准无误。通过精细对比预算，迅速

捕捉并纠正成本偏差，实施针对性调控，确保成本管

控的严密性。（2）工程量清单的认定与评估精准无误，

全面反映施工成果，奠定结算基础。对工程量不实之处，

采取严格审查与调整措施，防微杜渐，规避成本纷争，

捍卫结算的公正透明。（3）严格执行合同条款中关于

支付、结算、变更及索赔的条款，确保合同精神的贯彻。

设立高效监督机制，促进合同各方合规操作。面对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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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争议，迅速介入并妥善解决，保障结算流程畅通无阻，

守护各方权益，助力项目结算和谐高效达成。

4　风险分析的方法

4.1　风险识别

（1）汇聚项目核心成员与利益方，共同挖掘潜在

挑战与风险，全面审视技术革新、环境变迁、市场动

态及管理挑战，激发团队创新思维，全面绘制项目风

险地图。（2）与行业领袖及技术先锋深入交流，借助

专家咨询平台，吸收前沿知识与实战经验，精准锁定

项目核心风险点，为风险评估构建稳固基石。（3）采

用竞争环境分析工具，深入剖析项目内外部环境的优

势劣势及机遇威胁，明确影响项目成功的关键变量，

进而精准识别并优先处理潜在风险。（4）整合文献回

顾、案例研究及故障模式与影响分析等多种方法，发

挥各自优势，提升风险识别的细致程度与准确性，为

项目风险管理策略的制定提供详尽且深入的参考材料，

确保决策的科学性与有效性 [4]。

4.2　风险评估

（1）风险定性评估策略，依据专家智慧和历史经验，

对风险进行客观评估。通过专家咨询会、头脑风暴等

方法，预判风险发生可能性及其对项目目标的潜在效

应，进而分类排序，确立风险应对的优先级。该法强

调快速识别与初步评价风险，帮助项目团队锁定重点

风险领域。（2）定量风险评估法则，依赖于详尽数据

与精密数学模型对风险进行深入剖析。故障类型及事

故树作为关键工具，前者系统识别并预测系统故障对

性能的潜在影响，后者则追踪事件链，量化各环节概

率与后果，以精确衡量整体风险程度。（3）决策树分

析技术，利用图形化界面展示不同决策路径伴随的风

险与回报，为项目团队直观呈现决策蓝图。通过构建

决策树模型，直观比较各选择的风险概率、影响范围

及预期收益，促进团队做出更加明智、风险可控的决策，

旨在优化项目成果，最大化利益产出。

4.3　风险应对

（1）风险规避的主动行动。这是一种前瞻性的策略，

旨在通过精细化调整项目路径、设计构思及执行策略，

来缩减或根除潜在风险的出现概率。比如，在项目的

蓝图绘制阶段，优选经过时间验证的技术路径与材料，

回避未经考验或初露锋芒的技术尝试，以减轻技术层

面的不确定性。同时，周密规划施工蓝图与管理体系，

巧妙绕开那些可能拖延进度、损耗资源的潜在风险点。

（2）风险转移的巧妙安排。此方法涉及将风险责任巧

妙地转移至外部实体，常借助合同架构中的保险机制、

担保条款或明确的责任划分来实现。具体来说，通过

精心设计的保险方案，能够为项目实施期间可能遭遇

的意外损失提供财务保障，实际上是将潜在的财务风

险负担转移给了保险公司，从而有效减轻了项目自身

的财务风险敞口。这样的策略不仅体现了风险管理的

智慧，也确保了项目财务健康的持续维护。（3）风险

缓释方案：核心在于通过部署综合措施，如构建严密

的质量与安全管理架构，来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及其

潜在危害。这融合了预防导向的质量管理体系建设与

安全防范措施的升级，旨在避免施工缺陷与安全事故

的风险。同时，优化资源配置策略旨在实现资源高效

配置，有效控制成本超预算与工期延误的风险。（4）

风险应急体系：面对风险事件的突发，立即启动应急

响应机制以减轻其负面效应。这包括紧急预案的迅速

执行，灵活调整项目实施方案与资源分配策略，以积

极应对不期而遇的风险。通过不间断的风险监控与迅

速的反应措施，力求最小化风险对项目目标的冲击，

确保项目平稳运行 [5]。

5　结束语

在水利水电工程的进程中，对造价的精妙调控与

风险的全面剖析，已超越技术操作的范畴，触及管理

决策深处的多维挑战。将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

合，确保造价管理在项目各阶段精准落地，并加固风

险识别与评估的防线，是洞察并有效化解项目难题的

核心策略。此举旨在引领工程稳健发展，迈向长期成

功与可持续的未来，为我国水利水电事业的繁荣注入

新活力。通过持续优化造价管理架构，强化风险防范

与控制，旨在提高项目实施效率，确保每一笔投资都

能转化为显著效益，为我国水利水电行业的转型升级

和高质量发展铺设坚实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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