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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我国目前工程造价指数编制与发布的现状进行了客观分析 ,总结了国外发达国家在此方面值得

借鉴的成功经验 ,论述了我国在工程造价指数编制与发布方面与先进国家相比所存在的缺陷和差距 ,最后

给出了解决缺陷问题和缩短差距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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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造价指数是反映一定时期工程建设各要素

的市场价格变动对工程建设造价影响幅度的技术经

济指标。编制和发布工程造价指数的作用在于 :首

先 ,政府部门可以通过这个指数来掌握并向社会提

供工程造价的发展和趋势信息 ,为工程建设市场服

务 ,为投资决策服务 ,为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服

务 ;其次 ,专业协会、咨询企业或软件公司通过组织、

参与工程造价指数的测定工作 ,建立起自己的工程

造价已完工程数据库体系 ,这对于指导行业发展、提

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和技术管理水平均具有重大意

义 ;第三 ,承发包双方能够依据此价格指数进行快

速、公平、合理地工程报价与工程结算 ,减少扯皮、拖

延和腐败现象的产生 ;同时 ,还能够正确反映建筑市

场的供求关系变化和生产力发展水平 ,是实现工程

造价合理确定与有效控制的利器。西方发达国家都

有比较完善的工程造价指数体系 ,且其在实际工作

中也得到了成功应用。

笔者拟通过对中外在工程造价指数编制与应用

方面的对比分析 ,总结和归纳出我国在工程造价指

数编制与应用方面存在的差距和问题 ,并在充分研

究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成功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 ,

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的策略和建议 ,以促进我国工

程造价管理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1 　我国工程造价指数编制与应用的发
展现状

　　受长期计划经济条件下生产资料价格管制和传

统定额量价合一的工程造价管理模式的束缚和影

响 ,在全国范围内 ,工程造价指数的编制与发布一直

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目前还没有一套全面、科学、

完善的有关工程造价指数编制与发布的标准 ,用于

工程造价指数编制与发布的基础数据库还没有真正

建立起来 ,各地发展也很不平衡 ,水平参差不齐。可

以说 ,目前我国的工程造价指数管理体系尚未正式

建立 ,此项工作尚处于工程造价指数编制与发布的

初级阶段。虽然诸如深圳、成都、江西、天津、黑龙江

和重庆等工程造价管理较先进的一些省市已经开展

了指数体系的编制与发布工作 ,但均不同程度地存

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距真正的指数体系建立要求

尚存在一定的差距[ 1 ] 。

1)对此项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够 ,缺乏支持其

发展的政策与制度。

迄今为止 ,我国政府有关部门还没有就工程造

价指数体系建立的有关具体内容、范围、原则、方法、

计算模型、工作的组织和实施步骤提出明确、细致的

要求和规划以推动此项工作。据了解 ,在此方面进

行研究和探讨的专家、学者寥寥无几 ,可以查阅到的

有关文献也很有限。由于对工程造价指数编制与发

布工作的重大作用和深远意义没有统一而充分的认

识 ,该项工作没有能引起政府部门和社会各参与方

的足够重视 ,从而必然导致了作为促进和保护其健

康发展的配套政策、制度及各种相关规范的缺失与

空白 ,这不但严重制约了工程造价指数编制与发布

工作的开展 ,还会影响我国造价管理水平的整体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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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与发展。

2)工程造价指数体系设置不规范 ,模型建立不

够科学与严谨。

①工程造价指数体系设置不够统一和规范。从

此项工作在全国的发展来看 ,各地还都处于“各自为

战”阶段 ,虽然各具特色 ,但均是针对本地实际而开

展的 ,就全国范围而言 ,尤其是在工程造价指数体系

的设置上还没有形成统一和规范的样板和模式。就

指数体系建立的完整性和科学性而言 ,在已开展该

项工作的省市中 ,天津市编制的工程造价指数体系

算是较先进的 ,在指数设计上 ,从主材到次材、从建

筑工程到安装工程 ,该体系对其都进行了编制 ,指数

指标较齐全 ,发布周期也能满足需要 ,不过在指数涵

盖内容的外延上存在典型代表性不够等方面的问

题 ;深圳市编制的工程造价指数体系设有 2 个单项

指数指标和 3 个综合指数指标 ,并都采用月指数的

发布形式 ,但是单项指数设置中缺少人工指数和机

械指数的设置项 ;成都市编制的工程造价指数体系

显得过于简单 ,只关注建筑工程方面的材料指数和

建筑工程造价指数 ,且指数的发布周期设置过长 ,同

时这两个指数指标内容在科学性上也略显粗糙 ;江

西省编制的工程造价指数体系 ,不仅包括工、料、机

三种单项指数 ,而且编制的基期选择的是环比指数 ,

这种做法在国内不多见 ,其经验是值得借鉴的。重

庆市的情况与成都市大致相同 ,不同之处在于重庆

市根据本地基础设施建设的特点 ,增加设置了隧道

工程的造价指数体系。

②工程造价指数模型的构建不够科学和严谨。

工程造价指数数学模型构建得是否科学、是否能反

映客观实际 ,直接关系到指数编制的水平和质量的

高低。目前我们现有的单项指数、综合指数 ,无论发

布周期长短 ,指数的计算模型绝大部分都是采用拉

斯贝尔斯体系或派许体系来构建的[2 ] 。这种指数编

制建模技术很简单 ,各种数据资料也较容易获得 ,但

由于在对同度量因素的选择上存在着是否符合统计

学原理的争议 ,因此会出现计算结果与实际情况出

现偏差的问题。有些省市的工程造价指数测算是以

抽取一些已完工程的实际造价数据计算得来的 ,没

有基于一些严谨、科学的数学推导和建模 ,也未对这

些抽取的实际工程造价数据的典型性、代表性以及

是否剔除了特殊影响因素等问题做出验证与分析 ,

因而不能保证其编制与发布的工程造价指数的权威

性和准确性。

3)工程造价指数的编制依据不充分 ,缺乏支持

的系统数据库体系。

整体上看 ,我国开展工程造价指数编制方面的

研究较晚 ,国家又没有统一的指导规划以及与之相

适应的制度和规范 ,这就造成无章可循。工程造价

指数的编制与发布涉及的因素太多 ,它的准确性、科

学性依赖于基于大量已完建设工程造价资料数据的

整理、加工、分析而形成的系统完善的已完工程数据

库体系的有力支撑。目前 ,虽然全国有很多行业和

地区的工程造价管理部门及社会上的一些造价咨询

企业或软件公司等机构和单位相继开始建立自己的

工程造价信息网站及数据库 ,用以发布一些劳动力、

材料、设备、机械台班等的价格信息 ,但是其信息系

统开发与资源拥有之间处于相互封闭、“各自为战”

的状态 ,系统的数据格式和存取方式不一样 ,从而使

信息资源的远程传递、加工处理变得非常困难 ,信息

资源的内在质量也很难提高 ,信息维护、更新速度

慢 ,其结果是 ,无法实现信息资源共享的优势 ,更多

的管理者满足于目前的表面信息 ,忽略了信息深加

工 ,网站只是将已有的造价信息在网站上显示出来 ,

缺乏对这些信息的整理与分析。

2 　国外的先进经验和成熟做法

在西方发达国家 ,工程造价管理分为政府项目

和私人项目。对于政府投资的项目 ,一种情况是 ,由

政府的专门机构直接管理 ,另一种情况是 ,通过招

标 ,委托专业咨询公司来管理 ;对于私人投资的项

目 ,政府则采取间接的方式和手段加以引导和调

控[3 ] 。但不管是哪类项目 ,运用工程造价指数来管

理工程造价是通行的惯例。

1)利用工程造价指数来合理确定与有效控制工

程造价。

在西方发达国家 ,建设项目各阶段投资的估算

和工程结算都是通过“工程造价指数”的方法来计算

和调整的。比如 ,日本政府投资的项目通过“建设物

价调查会”(其在全国各地均设有分支机构 ,仅在东

京就有两三百名工作人员) 、“经济调查会”(其主要

服务对象是建设和通产省)每月一日分别发布的《建

筑物价》和《计算资料》来进行工程估价和控制 ,发布

内容包括分地区的劳务、材料、设备、运输等的价格 ,

还包括一些分部分项工程的造价和造价指数等 ,建

设省及负责政府项目管理的机构据此进行工程项目

各阶段投资的估算和结算 ,私人项目也可以参照此

信息进行管理。美国则主要依据《工程新闻纪

录》( En gi neeri ng N ews Record , 简称 EN R) 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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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数来估算和调整工程造价。英国则主要依据由

英国皇家特许测量师学会下设的建筑工程造价信息

服务机构 (Building Cost Information Service ,简称

BCIS)发布的工程造价指数来确定和控制各类建设

项目的工程造价。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除了有建筑

署发布的政府指数外 ,还有两种较为权威的民间指

数 ,它们共同形成指导工程造价管理的指数依据体

系。

2)已建立起完善、科学的工程造价指数体系和

计算模型。

西方国家均建立有自己的工程造价指数体系和

造价指数计算模型 ,并在实际工程中对其进行了成

功应用 ,且取得了理想的工程造价控制与预期效果。

①设立了系统、完善的工程造价指数体系。英

国的 D TI 指数体系比较完善 ,主要包括公营非房屋

建筑投标价格指数、社会房屋投标价格指数、道路工

程投标价格指数、非房屋建筑造价指数、房屋造价指

数、地下结构工程造价指数、建筑工程维修造价指

数、房屋建筑工程维修造价指数、劳工出口指数等 ,

其中材料价格月度指数就包括了 51 种主要消耗材

料的价格。BCIS 指数体系也是一个范围较宽泛的

指数体系 ,包含了英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有关建设

行业所有单项和综合指数。美国 EN R 公布的指数

体系也较健全 ,主要包括工料指数、建设造价指数

(CCI) 、房屋造价指数 (BCI) 等。我国香港特别行政

区则分别设立了包括劳工价格指数、成本指数和投

标价格指数等完善、齐全的单项指数及综合指数的

工程造价指数体系。

②建立了科学适用的工程造价指数模型。西方

发达国家建立工程造价指数模型的过程如下 :首先 ,

利用较为简单和通用的数学模型 (如拉氏指数、派氏

指数、费雪理想指数模型等) 测算出指数结果 ;再通

过对大量已完工程各阶段造价资料数据、工程的类

别和技术特征的收集、加工、整理和分析 ,得出一些

造价指数经验数值 ;再结合微观经济学、统计学、现

代数学等领域的理论与建模技术 ,不断校正和完善

原来的指数计算模型 ;在此基础上 ,建立起更加贴近

客观实际的新指数计算模型。西方发达国家基于这

样先进、科学的建模技术 ,结合完善的、高智能化的

已完工程数据库体系 ,计算和验证各单项指数和综

合指数 ,从而使计算出的各种工程造价指数基本上

可以反映工程建设的实际造价 ,因此具有很高的可

信度 ,被广为采用。

3)权威的工程造价指数源于已完工程造价数据

库的支撑。

在国外 ,科学、完善的已完工程造价数据库不仅

能提供齐全、完整的各种造价指标 ,还是准确、权威

的工程造价指数的来源。这些已完工程造价数据库

不仅包括了各类建设工程各阶段的造价数据和资料

(可行性研究、投资结算、初步设计概算、施工图预

算、合同价、结算价和竣工决算的造价) ,还包括了体

现建设项目的工程特征、技术特性与施工组织设计

等的数据和资料 (建设规模、建设地点、结构特征、施

工组织、技术方案、建设单位和承包单位的信息、市

场信息、区域信息等) ,并且还包括有关新材料、新工

艺、新设备、新技术的工程技术资料。工程造价资料

积累的内容不仅要有“价”,而且有“量”,如主要工程

量、材料量、设备量等 ,还应包括对造价确定有重要

影响的技术经济条件。然后 ,应用聚类分析、模糊数

学、神经元网络等现代数学理论和方法 ,通过计算机

软件编程技术在数据库内建立起工程造价数据资料

与项目的工程特征、技术特性之间的数学关联和有

机搭配组合 ,经计算机分析计算后 ,形成所需要的各

种造价指标、数据、信息和工程造价指数 ,从根本上

保证了工程造价指数的权威性和准确性[4 ] 。

3 　对策与建议

目前我们编制与发布工程造价指数的水平不

高 ,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 ,我们需

要在充分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前提下 ,认真研究和

总结 ,在思想认识、技术与方法研究和应用、基础工

作建设等诸多方面进行努力 ,以缩短我国在造价管

理上与国外的差距。

1)提高思想认识 ,建立健全的相关政策和制度。

一方面 ,我们要大力宣传做好工程造价指数编

制与发布工作的意义和重大作用 ,另一方面 ,要充分

介绍国外在工程造价指数方面的先进做法和其所具

有的关键作用 ,使决策领导层充分认识到做好工程

造价指数编制与发布工作对提高工程造价管理水平

和促进整个工程造价行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所起到的

积极作用 ,以引起政府有关部门、专业协会、工程咨

询企业及社会各有关方面对此项工作的足够关注和

重视 ,吸引和鼓励科研团体、专家、学者对工程造价

指数体系建立及发布的有关具体内容、方法、原则以

及保障和促进其发展的政策、制度和规范等进行广

泛、深入的研究、探索和借鉴 ,以提出意见和建议 ,为

政府出台相关的制度和规范提供具体依据 ,为促进

其在我国的健康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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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强化技术研发 ,建设权威的工程造价指数。

①建立标准统一的工程造价信息采集系统。工

程造价信息采集的准确性是编制出科学合理的工程

造价指数的一个关键所在。在工程造价的确定和控

制过程中起作用的资料都是我们需要采集和分析

的 ,主要包括价格信息及已完工程造价资料的信息。

目前 ,我国在工程造价信息采集方面没有统一的规

划和标准 ,各地区的数据格式和存取方式不一样 ,这

使得信息资源的远程传递、加工处理变得非常困难 ,

信息资源的内在质量也很难提高。工程造价信息的

采集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积累过程 ,因此 ,设计一

套覆盖不同专业、不同地域的科学、规范的数据采集

报表 ,建立标准统一的工程造价信息采集系统 ,是编

制权威的工程造价指数的基础。

a1 采集价格信息。根据工程造价的构成 ,编制

工程造价指数需要的价格信息可以分为人工价格信

息、材料价格信息以及施工机械使用费用信息。这

些价格信息是直接工程费的主要组成部分 ,且是比

较初级的信息 ,一般没有经过系统的加工处理 ,因此

对价格信息进行全面、准确地采集是必要的 ,这就需

要制定统一的价格信息编码、标准的价格信息采集

格式以及固定的信息采集时间和渠道。

b1 建立已完工程数据库。我们必须花大力气 ,

按照以下步骤做好这项工作 :首先 ,要明确发展目标

和制定工作原则 ;其次 ,应统一认识 ,加强领导 ,长远

打算 ,健全机构 (由上至下) ,并从政策和资金方面给

予支持 ;第三 ,根据人们对该系统的认识与需求 ,进

行大范围的调查分析 ,提出总体建设方案 ;第四 ,在

总体建设方案可行的基础上 ,制定全国统一的模式

和技术标准 ;第五 ,选择工程造价管理基础好、力量

强的部门和省市 ,分期分段 ,进行试点 ;第六 ,及时总

结试点经验 ,以点代面 ,渐进推开 ,最后实现高级数

据共享 ,初步完成系统连网建设。

在建立已完工程数据库方面 ,我们不仅要充分

借鉴国外的发展经验 ,更应结合我国目前的发展现

状 ,开发出具有能对已完工程造价各种资料和数据

进行搜集、加工、整理、运算、分析、预测、辅助决策、

传递、储存、维护和使用等功能的数据库。这种数据

库具体应包括两大相通且关联的数据库 :工程造价

数据库和工程技术数据库。其中 ,工程造价数据库

应含有如下功能模块 :价格管理模块 ;各类工程各阶

段造价数据模块 ;各类工程在建设过程中各阶段的

造价指标数据模块 ;指数编制与发布模块。工程技

术数据库内则含有 4 个功能模块 :各类工程各阶段

主要技术特征模块 ;各类工程各阶段主要工程方案

模块 ;各种评价参数模块 ;经济评价模块。图 1 为已

完工程数据库的构成图。

②建立完备、合理的工程造价指数体系。建立

合理的工程造价指数体系 ,应考虑各级工程造价管

理者的不同要求 ,并结合各地建设工程的实际情况 ,

根据国家住房与城乡建设部规定的工程计价程序和

其发布的《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进行分类[ 5 ] 。工程

造价指数的编制一般按照工程造价主要构成要素 ,

先分别编制单项价格指数 ,然后再汇总编制综合指

数。我们认为 ,在编制较为合理的工程造价指数体

系时 ,应按照国家住房与城乡建设部规定的工程计价

程序 ,根据建设工程决策阶段、设计阶段、工程交易阶

段、施工阶段和竣工验收阶段的约束条件 ,分别编制

项目估算指数、设计概算指数、施工图预算指数、竣工

结算指数与决算指数 ,其中项目估算指数主要为综合

造价指数 ;其次 ,应根据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的划分 ,

将工程造价指数的编制分为建筑工程、装修装饰工

程、安装工程、市政工程和园林绿化工程 5 个大类 ,每

个大类的专业工程造价指数下设投入要素价格指数

(单项指数)和该专业的各清单项工程造价指数 (综合

造价指数) 。工程造价指数项目设置见图 2。

③建立缜密、科学的工程造价指数模型。权威

的工程造价指数体系源于科学的指数模型 ,而建立

的工程造价指数模型一定要与指数体系设置和指数

用途相对应 ,因此在建模时 ,同样要区分出单项指数

模型、综合指数模型及预测模型。

a. 单项指数。单项指数的范围包括工料机等单

项价格指数和各种费率指数。各单项指数的编制也

可以直接用报告期与基期价格或费率相比后得到 ,

单项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

Ks = Pn / P0 。 (1)

式 (1)中 , Ks 为单项指数 , Pn 和 P0 分别为建设

工程报告期价格或费率和基期价格或费率。

b1 综合指数。

Ⅰ1 拉斯贝尔体系 (适用数量指标) 。按照拉斯

贝尔的主张 ,以基期销售量为同度量因素 ,此时 ,综

合指标的计算公式可以表示为 :

Kp = ∑q0 p1 / ∑q0 p0 。 (2)

式 (2)中 , Kp 为综合指数 ; p0 和 p1 分别为基期

与报告期的价格 ; q0 为基期数量。

Ⅱ1 派许体系 (适用质量指标) 。按照派许体系

的主张 ,以报告期销售量为同度量因素 ,此时 ,综合

指数的计算公式可以表示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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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已完工程数据库的构成图

图 2 　工程造价指数体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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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p = ∑q1 p1 / ∑q1 p0 。 (3)

式 (3)中 , Kp 为综合指数 ; p0 和 p1 分别为基期

与报告期的价格 ; q1 为基期数量。

实际上 ,确定同度量因素的一般原则是 :质量指

标指数应当以报告期的数量指标作为同度量因素 ,

即使用派氏公式 ;而数量指标指数应以基期的质量

指标作为同度量因素 ,即使用拉氏公式。

③平均数指数。其计算过程如下 : 设 pk =

p1 / p0 , 表示个体价格指数 ,则派氏综合指数可以表

示为 :

派 氏 价 格 指 数 = ∑q1 p1 / ∑q1 p0 =

∑q1 p1 / ∑
1
pk q1 p1 。 (4)

式 (4)中 , ∑q1 p1 / ∑
1
pk q1 p1 即为派氏综合指

数变形后的加权调和平均数指数。

c1 预测模型。对工程造价进行预测是编制工

程造价指数的重要作用之一。常用的预测方法主要

有 :移动平均法、指数平滑法、自动回归滑动平滑法、

灰色系统预测、马尔可夫预测等。在借鉴国外的先

进经验并结合国内的实际情况的基础上 ,我们考虑

以灰色系统及模糊数学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工程造

价预测 ,这两者都是目前在工程造价预测方面应用

较成熟的预测模型。通过将这两种模型配合使用 ,

我们可以更科学地开展工程造价预测工作。

Ⅰ1 利用灰色系统预测工程造价指数。

灰色系统理论是通过对原始数据进行收集与整

理来寻求其发展变化规律的。该理论在股票价格指

数预测、汇率预测中都得到了很好的应用。工程造

价指数与股票价格指数、汇率具有相似的性质 ,因此

灰色系统理论对于工程造价指数的预测也具有很好

的效果 ,可以采用 GM (1 ,1)预测模型对工程造价指

数进行预测。特别是在国内工程造价指数尚未建立

的情况下 ,利用灰色系统理论加强对工程造价指数

的预测及应用研究更符合灰色理论的特点。

灰色系统理论认为微分方程能较准确地反映事

件的客观规律 , 即对于时间为 t 的状态变量

x (0) ( t) , 通过方程 dx (0) ( t) t + ax (0) ( t) = b , 就

能够基本反映事件的变化规律。那么 ,假定某工程

造价指数的状态初始序列为 :

X = ( x (0) (1) , x (0) (2) , ⋯, x (0) ( n) ) 。

通过灰色一阶累加生成序列和弱化关系式 :

z (1) ( k) = (12) [ x (1) ( k) ] + [ x (1) ( k1) ] ( k =

1 ,2 , Kn) ,

我们就可以得到该工程造价指数的时间状态的

灰色微分方程 :

x (0) ( k) + az (0) = b。

系数 a 就是工程造价指数对信息的敏感性 ,是

反映工程造价指数信息系统内在变化规律的指标 ,

在灰色系统里被称为“系统发展系数”,而 k 就是该

工程造价指数在未来 k + l 时间的指数。

Ⅱ1 利用模糊数学预测工程造价。

在利用灰色系统预测出工程造价指数的基础

上 ,我们可以通过模糊数学来快速准确地估算出拟

建工程的造价[6 ] 。利用模糊数学预测工程造价的过

程如下 :通过拟定若干个特征元素 ,利用已完工程数

据库来挑选典型工程 ,建立典型工程隶属度矩阵 ,确

定各典型工程与拟建工程的贴近度 ,以选择出与拟

建工程最贴近、最类似的典型工程 ,利用其造价指标

及根据灰色系统预测出的拟建工程造价指数来快速

估算出拟建工程造价。

工程造价指数体系的建立是一项长期而繁杂的

系统工程 ,不是简单的、一蹴而就的 ,需要政府和社

会各方面有识之士的通力合作 ,需要经过长期而艰

苦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在本文中 ,笔者仅是从工

程造价指数体系的建立过程出发 ,对其中一些规律

性的、值得借鉴的部分进行了总结、提炼 ,进而提出

一些不成熟的建议 ,以期引起人们对此项工作的共

鸣 ,促进工程造价建设与管理工作的持续、健康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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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Energy Demand Model Considering Structural Break in China

Tan Zhongf u ,Xie Pinjie , Hou J ianchao
( Institute of Elect ricity Economics ,Nort h China Elect ric Power University ,Beijing 102206 ,China)

Abstract : Considering t he influence of external impact s on t he relation between economic growt h and energy demand ,and based on t he data

during 195322000 ,t his paper analyzes t he occasion in which t he st ructural break of t he relation between economic growt h and energy demand in

China will be lead to1 And it studies t he relation of long2term equilibrium and short2term dynamic between energy demand and GDP in China

wit h t he co2integration t heory and t he error correction mode on t his basis ,and establishes t he energy demand model1 Compared wit h t he model

wit h not considering st ructural break ,t he proposed model can reflect more accurately t he relation between energy demand and GDP in t he model2
ing sample period ,and has t he greater ability in predictio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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