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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预算编制的问题及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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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四川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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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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Opinions on Budgetary Compilation of Geological Hazard Control Projects in Sichuan／YANG Xiao—di 1一，

WU B“o—hel。(1．Institute of Exploration Technology，CAGS，Chengdu Sichuan 61l 734，China；2．Technical Center

for Geological Hazard Prevention and Control，CGS，Chengdu Sichuan 611734，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problems often encountered in the budgeting process of the geological hazard

management project in Sichuan Province，including the lack of precise understanding of policy documents，the large

error in work quantity calculation，the unfamiliarity of the quota standard，the imperfection of design documents，

the inadequate personnel communication and SO on，and puts forward the related opinions．

Key words：geological hazard；treatment engineering；budgeting；Sichu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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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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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丁结算与决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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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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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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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2014180号)、《四川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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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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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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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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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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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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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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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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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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作内容，所必需的未列量材料费。如工作面5 m

内的脚手架、排架、操作平台等的摊销费，地下丁程

的照明费，混凝土工程的养护用材料，石方T．程的钻

杆、空心钢等以及其他用量较少的材料”¨!。也就是

说工作面5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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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省地质

灾害治理工程概(预)算标准》规定“施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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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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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施丁临时工程的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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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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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程费是

按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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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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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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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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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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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5 ITl2，主动网的锚杆为

加强锚杆，数量65根，其长度7 m，采用单根7．1 rfl

长D32 ITIm钢筋制作，倾角15。，间距3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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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锚杆拟定，

如长度>3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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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杆一履带钻钻孔(锚杆长度7 m)”并换算其中钢筋

(030 mm换为032 r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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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113．、坡度15。的工程布置点，而坡面排水沟主

材的运输距离，只有30 k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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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k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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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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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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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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