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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院对后勤基建项目的逐步的重视,对保障科研条件的后勤基建项目逐步增多,投资经费逐渐升高,其中对后勤基建项目的工程造

价管理是个重点,也是难点。本文针对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内的各个阶段,结合我院在各阶段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造价管理的控制

对策,以便找出有效的解决办法,充分提高我院后勤基建项目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创造出更加有利的科研办公环境。 

[关键词] 科研院所；后勤基建；工程造价管理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的后勤基建项目主要是为保障院内办公活动正常

运行、科研项目顺利开展和科研办公人员的人身安全,对我院科研办公环

境的正常运作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对实现科研成果的目标上起到间接

作用。目前,随着后勤保障的重要性不断提高,后勤基建经费在整个科研经

费上所占比例也逐步上升,但后勤基建经费的总数目仍然不高,为了充分

发挥后勤基建项目的经济及社会效益,用 低的造价达到 优的效益,推

动效益 大化就必须加强后勤基建项目的造价管理。 

1 我院后勤基建项目的现状及主要问题 

1.1决策阶段(项目申报阶段) 

在建设项目中,决策阶段是对整个项目的造价控制影响 大的阶段。

我院的后勤基建项目,大部分都采用提前一年申报的形式(即第一年申报,

第二年实施),在这种形式下,很容易忽视这段时间内,人材机等费用存在

的上涨风险。同时在申报过程中,主要决策人员是科研方面的专家老师、

办公室工作人员或者是财务会计人员等,均不是工程管理类的专业人员,

一来缺少专业经验,不能有效把握整个后勤基建项目的实施全过程,对要

实施的后勤基建项目的综合费用估算不足,造成实施过程中费用过低或过

高的现象；二来容易混淆建设项目总费用和工程直接费用的概念,造成了

后设计费用、监理费用或审计费用等间接费用缺失的局面,导致项目实

施后金额严重超预算或工程直接费用的减少,进而导致后勤基建项目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降低。 

1.2实施阶段(设计、招投标、施工、竣工阶段) 

实施阶段包括设计、招投标、施工、竣工阶段,是将决策阶段申报的

专项资金进行落实的阶段,该阶段工作环节多,增加了造价管理的难度。 

1.2.1设计阶段 

目前,我院均采用委托专业设计院的方式进行设计,但在造价管理上

仍存在如下问题。一方面,我院的科研人员为达到特定的科研成果,对科研

条件平台建设的要求较为个性化,设计人员通常在考虑常规结构或相关标

准规范的时候,不能充分理解科研人员的具体意图,导致项目实施完毕后,

科研人员才发现存在设计偏差,不能有效的达到科研实验的目的,造成了

专项经费的浪费。另一方面,设计院为了保证技术的可行性、施工的安全

性,设置了较高的保险系数,却忽视了工程成本及造价控制,从而造成专项

费用的增加。 

1.2.2招投标阶段 

我院的后勤基建项目主要是采用公开招标和公开比选的方式,这个阶

段的造价管理问题,主要出现在造价咨询单位编制招标控制价和工程量清

单的过程中。第一,造价咨询单位技术人员水平参差不齐,在编制过程中,

经常被动出现缺项漏项,导致控制价偏低。第二,因为我院后勤基建项目的

总费用在年前已经确定,常常会要求造价咨询单位在编制控制价时,不能

超过已经获批的后勤基建项目的财政费用,那么造价技术人员只能主动的

漏项或缺项,来达到满足项目限价的目的,无法有效的反应真实的项目情

况。这类情况发生后,容易导致项目中标后出现两类问题,要么结算价格严

重超过中标价,甚至控制价；要么结算在中标价以内,但项目结果不能满足

科研目的。 

1.2.3施工、竣工阶段 

在此阶段,工程造价管理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材料费用的控制上面。我

院工程专业技术人员较少,虽然了解建筑设备、材料等材料有随市场价格

大幅波动的可能性,但具体波动数值难以掌握,有的时候容易被承包方牵

着鼻子走,盲目的承认材料按市场价调差,导致项目费用超过预算。同时也

应该意识到,一味拒绝承包方对建筑材料进行调差,也不利于开展工作,因

为材料因市场波动调差既是法律明确规定,又应当明确认识到承包方在没

有利润赚取又要完成工期的情况下,常常会做出偷工减料的行为,严重影

响项目质量。所以,对工程材料的控制是工程造价管理的重点,也是难点。 

1.3使用阶段(使用、运营阶段) 

在后勤基建项目竣工验收,进入使用运营阶段后的工程造价管理主要

是针对质量保证金的管理。质量保证金在建筑工程竣工验收交付使用后,

从应付的建设工程款中预留的用以维修建筑工程在保修期限和保修范围

内出现的质量缺陷的资金。在我院实施的部分后勤基建项目没有切实履

行质量保证金的制度,导致无法找到原承包方进行维修,间接增加了维

修费用。 

2 加强后勤基建项目的造价管理的对策分析 

2.1决策阶段做到科学决策,全面统筹 

后勤基建项目的决策应体现出科学理性和人文关怀,既符合主观诉求,

又符合客观规律。我院作为科研机构,在制定前期决策时,要充分结合各个

科研团队的自身特点,对实验用房的科研条件平台提升、科研基地建设、

办公楼环境改造、科研电力保障、职工食堂改善等专项内容进行全面考虑、

统筹安排、科学布局。决策者不必具有系统的全过程造价理论知识储备,

但要求决策者必须具有全过程造价控制的思维,对后勤基建项目的目标明

确,选择合理的建设地点、工艺、设备、从而对后续阶段的造价管理加以

规划、控制、监督与管理,实现项目造价管理的全过程控制。 

其中的关键点就是对投资估算的科学预估,这就要求项目申报的科研

专家或财务人员必须结合工程技术人员对项目规模、实施方案、技术条件

等进行一个科学合理的估算,确保估算过程中充分考虑到项目实施过程中

可能存在的风险和工程直接费用之外的其他费用,同时也要避免出现过分

高估的情况,应尽量做到科学、合理、准确。 

2.2实施阶段做到加强过程管理,进行科学审计 

实施阶段是项目资金全面落实的阶段,我方人员应全面深入到包括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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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城市发展中,园林植物至关重要,能够对城市空间进行美化,这主要是因为园林植物色彩丰富、种类频繁、形态各异,在城市发展中对

园林植物进行应用,能够为人们营造一种四季如春的景象。本文主要对园林树木在城市建设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 园林树木；城市建设；作用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当中的大气污染问题越

来越严重,在此情况下,也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了一定危害,降低了人们

的生存质量。通过园林树木的应用,能够对城市环境进行改善,提高城市空

气质量,同时也能够对城市生态发展体系进行全面优化,为人们提供一片

洁净天空。 

1 园林树木在城市建设中的作用 

1.1释放氧气、吸收二氧化碳 

据相关调查数据显示,在城市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一般在0.03%左右,

如果浓度超过这一标准,那么便会对人们的呼吸系统造成影响。在城市大

气中,如果二氧化碳浓度高达0.5%,人们就会出现血压升高、耳鸣等现象,

如果二氧化碳浓度持续升高,严重时,还会使人们出现死亡的现象。而在另

一份调查研究中显示,每1万平方米的树木,就能够吸收二氧化碳气体500

千克,同时还能释放氧气370千克,这主要是因为在光合作用之下,树木能

够释放氧气,吸收二氧化碳,减少城市大气中二氧化碳气体含量,同时对空

气进行净化,为城市人们的身体健康提供保障
[1]
。 

1.2园林树木能够分泌杀菌素 

在城市中,细菌较多,因此经常会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影响,而园林

树木能够对杀菌素进行分泌,从而将空气中的部分细菌消除。据相关调查

研究显示,在24小时之内,每1万平方米的树木,就能够分泌杀菌素15千克,

从而将空气中的病菌快速杀死。例如,松树能够将肺结核病菌杀死,从而降

低人们发生结核病的概率,因此,我国相关城市建设部门必须要提高对园

林植物的重视程度,从而及时、高效的将空气中的毒害气体消灭,保障市民

的身体健康, 大限度发挥出园林植物的重要作用
[2]
。 

1.3对空气中的有毒气体进行吸收 

将园林植物应用于城市建设当中,能够 大限度发挥出园林树木吸收

毒害气体的作用,提高城市空气洁净度。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

以及城市工业的快速发展,空气中氯气、二氧化硫等气体含量越来越高,

这些都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例如,如果二氧化硫在城市空气中的浓度

达到0.0001%,那么人们就可能会出现呼吸困难的问题,如果二氧化硫的浓

度达到0.004%,那么很有可能会出现死亡的问题。很多园林树木在生长的

过程中,都具有吸收毒气的重要作用,以柳杉为例,每1万平方米每年就能

够吸收二氧化硫36千克,夹竹桃能够对氯气进行吸收。与此同时,一些植物 

计、招投标、施工、竣工等各阶段,与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充分沟通,并对

上诉各阶段所形成的的成果文件,在进入下一个阶段前,进行全面审查。 

首先,设计阶段,初期应全面落实限额设计,结合决策阶段落实的估算

额展开设计,达到从设计开始控制造价的效果。设计阶段后期,要科学审查

设计图纸,是否能有效满足我院后勤基建项目所需要实现的目标、是否能

有效满足科研实验的条件。 

其次,招投标阶段,应委托有技术实力的咨询公司,确保其编制的工程

量清单能真实反映项目情况,避免出现缺项漏项等问题。同时还可以组织

专业人员对所编制的清单进行严格审查,审查内容主要为其项目特征描述

是否准确可行,避免出现含糊不清的情况。此外还应严格把控流程,确保招

投标流程的公平、公开、公正。 

然后,施工阶段,其造价管理的重点在于材料和设备的管理。一方面对

进场材料进行检查,对其合格证、实验报告、生产日期等进行专项检查,

并进行抽样送检,确保合格后方可使用。同时督促项目承包单位必须及时

整理并保管好材料进出场记录单,材料检查报告等重要工程资料,随时备

查。另一方面,在材料认质认价的过程中,要建立完善自己的询价体系和市

场信息网络,以便对价格信息进行科学把握。 

后,审计阶段,应委托专业的有资质的第三方审计机构对整个项目

进行审计,主要对工程量、取费标准、签证等方面进行科学的把控,避免项

目承包方为获取高额费用,进行虚高报取工程量量、胡乱套取定额以及通

过欺瞒业主做出虚假的签证等情况。同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应全面

推行全过程跟踪审计制度,避免其他阶段出现造价浪费的情况。此外,还要

加强我院内部的项目内审,就项目实施全阶段进行科学审查,避免出现腐

败问题,确保财政专项资金的落到实处。 

2.3运营阶段做到有效约束,合理维修 

制定合同的时候,应该明确指出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留取5%的合同

价款作为质量保证金,以此确保项目承包单位在实施阶段的按照相关规范

实施施工活动,也能在竣工后的运营阶段对项目承包单位起到有效约束作

用,保证出现的质量问题能及时得到维修处理。 

3 结语 

综上所述,要科学合理的控制我院后勤基建项目的工程造价,不仅要

提高我院后勤基建管理人员的业务水平,还要将造价控制的思维贯穿后勤

基建项目的全生命周期,协同其他科研工作者,共同打造有利的科研条件

和良好的办公环境,用 低的成本获取 大化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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