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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对工程造价影响较大的四川省地质灾害防治工程主要特点，介绍了四川省地质灾害防治工程预算定
额编制的主要构想，并建议在编制定额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招标阶段和竣工结算阶段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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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四川省位于我国西南部，西北为青藏高原，南边

为云贵高原，北边与秦岭与黄土高原相接。 四川地
跨我国二、三级地形台阶，从西往东，由高到低，地形
高差悬殊，从西部 ４５００ ｍ 左右到东部 ５００ ｍ 左右。
近年来，四川省的气候复杂多变，如 ２０１０ 年“８ ·
１３”、“８· １８”特大暴雨和 ２０１１ 年的“６· ３０”暴雨、
“９· １６”川东北特大暴雨都充分体现这一特点。 四
川地区地层岩性复杂，褶皱断裂发育、新构造运动活
动强烈，地震活动频繁。 在四川特有的地形地貌、地
质构造、地层岩性的控制下，同时在极端天气、地震、
人类工程活动等影响因素下，四川成为我国地质灾
害最多的省份之一。 截止 ２０１２年，四川全省已经查
明地质灾害隐患点 ３畅８９ 万处［１］ 。 四川省在“５ ·
１２”汶川特大地震后，特别是近期又发生“４· ２０”芦
山强烈地震，广大山区特别是地震灾区地质环境条
件急剧恶化，诱发产生新的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和频
率将更大，地质灾害的防治任务将更为艰巨。
鉴于四川省地质灾害防治任务较重，国家和四

川省将进一步加大地质灾害防治资金的投入，这必
将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 本文试图
分析对工程造价影响较大的地质灾害防治工程主要

特点，介绍四川省地质灾害防治工程预算定额对上
述影响因素的解决办法，并建议在编制定额的基础
上进一步完善招标阶段和竣工结算阶段的工作，从
而使地质灾害防治资金的使用更为规范。

1　影响工程造价的主要特点
1．1　四川省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的种类

四川省的地质灾害包括崩塌、滑坡、泥石流、地
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等。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就
是针对上述地质灾害所采取的工程措施，控制或者
减轻地质灾害的工程活动。 通过对四川省 ２０１２ 年
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统计分析

［１］ ，四川以崩塌、滑坡、
泥石流为主，其数量达到 ９９％（见图 １）。 这显然与
四川省地形地貌、地质构造、地层岩性的特点是相关
的。 “５· １２”汶川特大地震后，地震灾区山体产生
了大量的崩塌堆积体、坡面震裂松动物，加上原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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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堆积物，如果遇到适量的降雨，将有可能暴发泥石
流。 例如 ２０１０年的“８· １３”特大暴雨，在映秀镇上
游岷江河谷段、龙池镇龙溪河等地方甚至出现“沟
沟吹喇叭，逢沟必发”的景象。 因此，地震以后四川
省的泥石流所占的比例明显要高于全国其他省份，
且具有群发性、突发性和破坏性的特点。 通过对四
川省 ２０１２ 年地质灾害隐患点［１］

和全国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１２年发生的地质灾害［２］

的统计，其结论与上述分
析是一致的（详细见图 １、图 ２）。 因此，除了崩塌、
滑坡以外，泥石流也必将是四川省今后防治的一个
重点灾种。

图 １　四川省地质灾害各灾种所占比例

图 ２　全国地质灾害各灾种所占比例

1．2　四川省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的分布特点
1．2．1　主要分布在偏远的山区

四川省地质灾害防治工程主要分布在山区，如
川西高山峡谷区（甘孜州、阿坝州）、川西南高中山
区（凉山州、攀枝花市）和四川盆地盆周山区（广元
市、巴中市、广安市、达州市、南充市、雅安市、宜宾
市、泸州市、内江市、德阳市、乐山市、成都市、绵阳
市、眉山市、遂宁市、资阳市、自贡市）。 这些地质灾
害防治工程所在地都比较偏远，通往地质灾害防治
工程的道路大部分为村道，路面主要为泥结石或土
石渣简易路面，有的道路为单车道，有的地方甚至连
道路都没有，需要修建简易的施工道路。 甚至也有
的地方不具备修建临时的施工道路的条件，就需要
采用其他的方式进行处理，例如搭设临时空中道路、
改变运输方式等。 例如四川省绵阳片区茶园沟泥石
流治理工程运输方式就有 ２ 种：坡度较小的沟谷地
段采用简易公路运输；坡度较大的峡谷地带不能直
接沿沟谷修建简易公路，采用沿沟谷修建窄轨运输
线路，用绞车运输（提升）工程所需设备和材料。

因此，实施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的道路交通状况
往往都比较差。 根据笔者编审的大量地质灾害防治
工程的经验，大部分的工程都需要修建简易的施工
道路才能到达施工现场，或者是材料运输采用其他
的方式才能到达目的地。 古有“蜀道之难，难于上
青天”的说法，笔者对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的实施也
有此深刻的体会。
1．2．2　距离保护对象近

我们都知道，每一个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的实施
都是为了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因此都
有保护对象。 这些保护对象有可能是城镇、学校、医
院、集市和村庄等。 经常有一些崩塌、滑坡防治工程
距离保护对象很近，甚至有一些保护对象在地质灾
害的影响下，已经发生变形、破坏。 这种情况影响地
质灾害防治工程造价一般包括 ３ 个方面：第一就是
材料、设备等的运输不能直接到达，必须绕开保护对
象，或者采用其他的运输方式；第二就是在施工的过
程中要采取安全保护措施，如在保护对象附近设置
围挡、对保护对象采取覆盖等措施；第三就是采取非
常规的施工方式，比如在距离保护对象很近不允许
采用爆破开挖的项目，土石方开挖采用水磨钻施工、
静态爆破、机械破碎等方式。
运输方式的变化、采取的安全保护措施和非常

规的施工方式，必然会造成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成本
上升。
1．2．3　泥石流防治工程中各种治理措施布置的分
散性

在四川的主要地质灾害防治工程中，各种治理
措施布置最为分散的就是泥石流防治工程。 泥石流
防治工程的治理措施不仅在平面上分散，在高程上
也是很分散的。 由于泥石流防治工程都是分布在山
区，地形陡峭，影响最大的就是为材料运输而修建的
施工道路，而且修建的道路崎岖，有可能直线距离很
近，但实际修建的道路数倍于直线距离，甚至有的地
方无法修建，只能采取其他的方式。 例如绵茂路汉
清段小岗剑泥石流治理工程，流域面积 １畅３６ ｋｍ２ ，
包括一条主沟和支沟，主沟长度 ２畅５９ ｋｍ，沟床纵坡
比降 ４１２‰。 流域内地形陡峭，最高点海拔 １９８７ ｍ，
沟口高程 ８１０ ｍ，相对高差 １１７７ ｍ。 该工程的治理
措施主要为“缝隙坝＋拦砂坝＋截水沟＋导流槽＋
挡墙＋停淤场”，最高的 １号缝隙坝高程 １０５５ ｍ，最
低的停淤场 ７９０ ｍ，相对高差 ２６５ ｍ，直线距离约
６００ ｍ。 为了实施该泥石流防治工程，在坡度较缓的
地带修建了施工道路 ３畅３ ｋｍ，同时由于沟道地形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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峭，无法修建施工便道，搭设了通往主沟 ２ 号缝隙
坝、支沟引流槛、支沟缝隙坝的跨沟脚手架 ２８２０１
ｍ２ 、便道脚手架１９５１ ｍ２和 ＲＸ０７５被动防护网（安全
防护措施）２９１ ｍ２ 。 为了施工沟道上游的 １、２ 号缝
隙坝和 １号拦挡坝等的坝体砼，架设 ２畅３６５ ｋｍ的供
电线路和 １３个二级配电箱。 上述修建和架设的施
工道路、安全防护和供电线路的费用高达 ２７１ 万元。
此外，由于道路运输困难，特别是搭设的跨沟脚手架
和便道脚手架，只能人工背运材料，因此沟道上游的
主沟 ２号缝隙坝、支沟引流槛、支沟缝隙坝等的材料
运输费也是影响工程造价的重要因素。
由于泥石流工程都是在山区，其治理措施布置

相对于崩塌、滑坡等防治工程要分散的多，因此造成
各种施工辅助费用的大幅度增加，如施工便道、供电
线路、供水线路、脚手架、安全防护措施等。 此外，材
料、设备的运输成本也会大幅度的增加。
1．3　投资规模小，施工辅助费用高

２０１２年，四川省通过公开招标或比选的 ４３２ 个
项目，总投资 ８７２５７ 万元（不含勘查、可研和初设
费），平均每个项目的投资 ２０２ 万元，项目投资在
１００ 万元以下的占 ３９畅５８％，２００ 万元以下的占
６６畅２０％，４００万元以下的占 ９０畅０４％，详细见图 ３。

图 ３　投资规模分布情况

通过上述数据分析可知，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的
单个项目投资规模是比较小的。 但是，地质灾害防
治工程的实施是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和经济社会安全稳定发展，在不能实施搬迁的情况
下，必须实施地质灾害防治工程。
为了达到此目的，相关的配套设施，如施工便

道、水电线路、脚手架、安全防护措施、临时房屋等却
必须建设，但是又不可能像其他工程一样大规模建
设，因此措施费或施工临时工程绝对值不大，但相对
于整个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的经费，其所占比重就很
大，往往高于水利、公路、工民建等行业。 比如理县
下孟乡四马崩塌防治工程中，对边坡上部局部危岩

体治理采用主动防护网和锚杆工程，该治理区域宽
度 ２２ ｍ，最低高程 １１４２ ｍ，而坡脚地面高程 ９２５ ｍ，
高差 ２１７ ｍ。 因此该防治工程除了在治理区域搭设
较高脚手架，还需要从地面到治理区域的底部增设
脚手架，而不像水利工程那样整个坡面都进行支护，
大面积搭设脚手架。 水利定额中锚杆工作面内的脚
手架、操作平台等包含在定额中，而此类地质灾害防
治工程就需要增设从地面到治理区域底部的脚手

架，相应的工程造价就会增加。 因此，地质灾害防治
工程的措施费在整个工程投资中所占比重要比水利

工程高的多。
1．4　地质灾害的隐蔽性与破坏性

我们都知道，地质灾害一旦发生，将严重威胁当
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对其进
行治理，有效控制灾害继续发展、蔓延，保证人民的
生命、财产不致造成更大损失。 因此，地质灾害防治
工程属于危险性较大的工程，不同于一般的水利、市
政、公路等工程，为此而一次性投入机械设备、人力、
物力很大，同时为了确保治灾人员和设备的安全，必
须增加数倍于常规工程施工的安全施工措施。
四川地区的地质灾害点一般都位于山高坡陡、

表层岩土体松散、破碎地带，防治工作的自然、地质
环境条件异常复杂、恶劣，工作难度及危险性极大，
因此组织劳动力成本也会相应增大。
1．5　四川省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的管理特点

根据枟四川省重大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项目管理
暂行办法枠［３］的规定，四川省地质灾害防治工程项
目实施划分为 ３个阶段，分别为勘查、施工图设计和
施工。 项目的管理实行分级负责制，即省国土资源
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勘查（含治理工程可行性研
究、初步设计），市（州）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责组织
实施施工图设计，县（市、区）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
责确定施工、监理单位，负责组织实施施工。 此外，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的竣工验收分为竣工初步初验和

竣工最终验收，分别由市（州）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和
省国土资源组织验收。 由于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的特
殊性，竣工最终验收需要在竣工初步验收的一个水
文年后进行。 在此水文年期间，需要对地质灾害防
治工程的工程效果进行监测。
随着地质灾害防治工程项目管理的逐步规范，

除地质灾害应急治理工程、应急抢险救灾工程外，防
治工程各阶段的实施单位都采用招标或必选方式确

定。 工程实施完成以后，需要防治工程的资金进行
竣工结算设计和财务决算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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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预算定额编制的主要构想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的各种特点对其工程造价的

影响主要表现为取费标准、运输费用、人工费、施工
临时工程费、安全措施费等不合理。 这也是当前编
审工作中反映问题最多的费用，不利于国家确定地
质灾害防治工程的投资额度，也不利于地方国土资
源主管部门规范地使用资金。 同时，对于勘察、设
计、施工、监理等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的参与者来说，
也不利于他们检查生产合格产品所需要活劳动和物

化劳动的数量标准是否符合当前的生存水平，不能
推进参与者的技术进步，影响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的
工作效率。 针对上述问题，四川省组织编制地质灾
害防治工程预算定额，以期得到妥善解决。 现对其
中的主要构想介绍如下。
2．1　防治工程的工程类型及取费标准

在往年，特别是“５· １２”汶川特大地震以后，四
川省地质灾害防治工程造价编审过程中主要使用水

利部 ２００２ 年颁布的水利定额［４］ 。 该定额中工程类
型主要分为枢纽工程和河道工程，在工程内容、建设
规模、建设目的、设计标准等方面都与地质灾害防治
工程差别很大。 因此，编审人员在编审地质灾害防
治工程概预算时首先对选用水利定额就存在困惑，
其次对防治工程所采取的治理措施在水利定额中选

择合适的工程类别、取费标准及相应定额存在较大
的分歧，对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投资编审的准确性很
难把握。
为了便于对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的分析和测算，

根据四川地区的特点按灾种将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分

为崩塌防治工程、滑坡防治工程、泥石流防治工程和
其他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其中其他地质灾害防治工
程主要指四川地区相对较少的地面塌陷、地裂缝、地
面沉降等地质灾害防治工程。

为确保地质灾害防治资金投入的均衡性，本次
定额编制取费标准的测算是在原水利部的水利定额

的基础上进行的。 泥石流工程一般都是由各类坝、
排导槽、防护堤、停淤场等组成，类似于水利工程中
的枢纽工程，但是其施工的难度却比水利工程高的
多，主要原因是施工的辅助工程，如道路、水电、安全
措施等不如水利工程建设那样规范，也不可能投入
大量的资金建设这些辅助工程。 针对泥石流工程的
特点，其取费标准参考水利部 ２００２年水利定额中的
枢纽工程，同时考虑到泥石流工程受气候的影响特
别大，因此根据四川地区的气候特点，调增了冬雨季
施工增加费。 此外，还根据国务院、财政部和四川省

人民政府的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和地质灾害防治工

程危险性大的特点增加了安全文明生产措施费。 对
于崩塌、滑坡防治工程和其他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参
考水利定额中的河道工程的取费标准，同样根据崩
塌、滑坡防治工程特点增加冬雨季施工增加费和安
全生产文明措施费。
2．2　四川省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的人工费

水利部的水利定额是 ２００２ 年颁布的，经过 １０
多年的发展，其人工费低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为了
解决此问题，在四川省地质灾害防治工程预算定额
中，人工费的计算以原水利定额为基础，考虑到原定
额的综合水平（人工消耗量偏高、价格水平偏低），
其中的基本工资按照每年四川省人民政府颁布的最

低工资标准（包含个人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
公积金）计算，施工津贴按照国家有关地质勘探职
工野外津贴标准计算，地区津贴按照国家规定地质
灾害防治工程所在地的艰苦边远地区津贴计算，其
他各项津贴的计算仍然保持不变，只是将人工费中
属于规费的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调整到间接费里

面的规费中。
上述处理方法既能体现人工收入增长和经济发

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的原
则，又能体现地质行业的特点，使四川省地质灾害防
治工程预算定额能够反映社会的发展水平，改变了
原来人工费价格水平静态的特点。
2．3　四川省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的运输

运输通常都是地质灾害防治工程中的难题，主
要包括材料和土石方的运输。 正如前文所述，地质
灾害防治工程投资规模都很小，工程所处的位置又
比较偏远，或者由于防治措施布置比较分散，施工道
路不可能大规模建设，运输就成了难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地质灾害防治工程预算

定额中设置专门的材料运输章节，运输的材料主要
为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最常用的水泥、钢材、火工产
品、砂石料等。 在材料运输章节中，对防治工程施工
常用的几种运输方式编制定额，如人工挑运、人工背
运、胶轮车运输、骡马运输、机动翻斗车、三轮卡车、
拖拉机、载重汽车、自卸汽车、简易龙门式起重机、缆
索吊运等。 在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点有些部位不具备
修建施工便道条件，而且这些部位都有一定的坡度，
有时甚至十分陡峭。 在这些部位往往会采用如人工
挑运、人工背运、胶轮车运输、骡马运输等方式，虽然
这种运输方式的效率不高，但是却能确保防治工程
的实施。 预算定额中对材料运输定额都是按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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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拟定，但坡度越大对运输的效率影响就越大，因
此在定额中增加了坡度折平系数。 此外，由于通过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道路或修建的施工便道往往路面

状况很差，大部分为泥结碎（砾）石、碎（砾）石路面、
土石渣简易路面，有的地方行车车道甚至为单车道，
对材料的运输效率影响很大。 预算定额中对这些路
面状况采用系数进行调整。 通过材料运输定额、坡
度折平系数、路面状况系数等，预算定额较好的解决
了四川地区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材料运输的问题。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的土石方处置一般有 ２种方

式，一种方式就是现场挖填平衡处理，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运出施工区域。 采用第二种方式就会有运输的
问题，其运输方式一般为拖拉机、载重汽车、自卸汽
车等，在预算定额的土石方工程章节编制了相应的
运输定额。
2．4　施工辅助费用

由于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的不确定性较多，为了
确保工程能顺利实施，往往会采取多种辅助措施。
在四川省地质灾害防治工程预算定额中，这些辅助
性措施主要体现为措施费和施工临时工程费。 前者
主要为小型的辅助设施，以取费费率形式计价，除包
括前面所述的冬雨季施工增加费、安全文明生产措
施费外，还包括夜间施工增加费、特殊地区施工增加
费、临时设施费等；后者为大型的辅助设施，在预算
定额里面称之为施工临时工程，需要单独设计，按照
主体建筑工程的模式计价，主要包括导流工程、施工
交通工程、施工场外供电工程、施工房屋建筑工程
等。 由于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的不确定性，有时需要
特殊的施工辅助费用，有可能定额里面没有包含该
部分内容，在其造价达到一定的标准、没有包括在措
施费和其他的施工临时工程中、进行了单独设计的，

可以按实计算。 这些处理方法反映了地质灾害防治
工程特点，不同于以往水利定额的规定。
2．5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中特有的施工技术

由于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的特殊性，有些地方必
须采用特殊的施工技术，如地质灾害点距离保护对
象很近时所采用的水磨钻施工、静态爆破、机械破
碎、人工淸危等。 近几年，一些新技术、新方法不断
出现，如崩塌防治工程中的主动防护网、被动防护网
技术，再如滑坡防治工程中的高强预制格构、微型组
合抗滑桩、格宾挡墙、轻型高强锚索等。 这些内容在
这次预算定额的编制将得到较好的完善。
2．6　独立费用

随着四川省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投资规模越来越

大，其管理也正在逐步走向规范化，除地质灾害应急
治理工程、应急抢险救灾工程外，防治工程各阶段的
实施单位都采用招标或比选方式确定。 地质灾害防
治工程的造价除主体建筑工程和施工临时工程外，
还包括独立费用。 独立费用主要包括建设单位管理
费、招标代理费、造价咨询费、监理费、勘查设计费、
建设及施工场地征用费、监测费等。 该费用的计算
一般都是根据国家和四川省的有关收费标准的文件

进行计算。 其中建设及施工场地征用费需要根据主
体建筑工程和施工临时工程中占地数量和四川省人

民政府颁布的赔偿标准进行计算；监测费主要用于
对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的工程效果的监测，一般由县
（市、区）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单位
实施。
根据四川省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分级负责制的管

理特点，各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可以列支的费用如
表 １所示。

表 １　各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可以列支的费用

单位类别 可 以 列 支 的 主 要 费 用

省国土资源主管部门 勘查单位的招标或比选费用、勘查费（含可行性研究和初步设计费）及相应审查费用、竣工最终验收费用
市（州）国土资源主
管部门

施工图设计单位的招标或比选费用、施工图设计费及相应审查费用、竣工初步验收费用、财务决算审计费（委托
中介机构时才发生此费用）

县（市、区）国土资源
主管部门

建设单位管理费、清单控制价编制及审核费用、竣工结算审核费、监理单位、施工单位的招标或比选费用、监理
费、建设及施工场地征用费、工程质量检测费、监测费等

3　建议
四川省地质灾害防治工程预算定额的编制使国

家能够合理确定防治工程的投资额，同时也为各级
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管理和使用防治工程资金奠定了

基础。 在地质灾害防治工程预算定额编制完成以

后，应编制相应配套的范本、规范，从而进一步完善
招标和竣工结算阶段的工作，规范资金使用，具体情
况如下。
3．1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招标文件范本

招标文件是指由招标人编制并向投标人发售的

明确资格条件、合同条款、评标方法和投标文件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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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的文件。 招标文件是投标人编制投标文件的依
据，也是招标人与中标人签订合同的基础。 招标文
件的编制应本着公平互利的原则，务必使招标文件
严密、周到、细致、内容正确。 因此，招标文件的编制
是一项十分重要而又非常繁琐的工作。 由于地质灾
害防治工程的招标还处在初级阶段，招标文件的内
容还不够规范。 招标文件中对投标人的资质、项目
负责人的资格、投标报价、业绩等的要求五花八门，
例如投标报价要求使用市政定额、公路定额、水利部
水利定额或四川省水利定额，这些定额一般都有行
业特点，价格水平不一样，不利于地质灾害防治资金
的管理。 因此建议编制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招标文件
范本，以营造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
3．2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对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的工程量清单计价进行规

范，以提高招标清单、招标控制价和投标报价的编制
质量，合理确定工程造价。 招标清单的编制是投标
人投标报价的基础，对中标后签订合同以及竣工结
算影响很大，其编制质量是由招标人负责的。 但是
根据笔者对四川省已经实施完成的地质灾害防治工

程了解，几乎所有招标清单都编制的很简单，对项目
的内容没有详细的描述，有的招标清单连报价说明
都没有，甚至有的招标清单还有缺项。 这就给防治
工程的投资不可控埋下隐患。 我们都知道地质灾害
防治工程的不确定性比较多，一般建议对土石方运
输、零星征地赔偿、临时施工工程等进行约定，以促
进投标人通过对现场踏勘后结合自身施工组织管理

水平合理确定投标报价，同时也确保了投资可控。
招标控制价的编制都是基于施工图预算的，但

是在实施工程量清单计价以后，建议在招标控制价
中增加项目特征的描述，便于审查者对套用定额的
完整性和准确性进行审查。
投标报价的编制是以招标清单为基础。 在编制

前，应详细研究招标清单的项目特征描述、报价说
明，找出招标清单与施工图的差别，从而确定合理的
报价策略。
3．3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竣工结算编制与审查规范

竣工结算的编制是根据所收集的各种设计变更

资料和修改图纸，以及现场签证、工程量核定单、索
赔等资料进行合同价款的增减调整计算，最后汇总

为竣工结算造价。 竣工结算的编制和审查是地质灾
害防治工程投资控制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当前，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竣工结算的编制和审查都不规

范，例如属于包含在定额中的脚手架作为缺项内容、
设计变更的手续不符合四川省对地质灾害防治工程

的管理要求、计算规则不统一造成的工程量误差等
等，这些问题不仅在竣工结算的编制中存在，在审查
中也存在，造成竣工结算的送审价与结算价差别很
大，或者是送审价与结算价中均存在重复计价的情
况，造成防治工程资金不可控，有些项目甚至超过合
同价的 ５０％以上。 因此，建议编制地质灾害防治工
程竣工结算编制与审查规范。
在地质灾害防治工程预算定额的基础上，编制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招标文件范本、地质灾害防治工
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竣工结
算编制与审查规范，一方面能够体现地质灾害防治
工程市场竞争公平、合理，另一方面能够使投标人合
理确定报价、招标人减少防治资金不可控的局面，这
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进一步规范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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