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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企业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对于每一个企业而

言，科学有效地进行项目成本管理可以使企业合理利用有限的资源，降低项目成本，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

力，实现利润最大化。对项目成本管理理论与方法进行归纳分析，并从项目成本估算、项目成本预算、项

目成本控制、项目成本管理信息化等方面进行了综述研究，最后总结了在项目成本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以

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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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项目成本是围绕项目施工而发生的全部费用

的总和，包括项目全生命周期各阶段的资源消

耗。成本管理就是对项目的全部成本进行科学有

效的管理，它贯穿于项目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

从项目签约立项→项目施工的前期准备→项目的

现场施工→项目的竣工验收→项目的运营维护。

随着企业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对项目的成

本、质量、进度等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因而导

致项目的利润不断减少，这就迫使企业要对项目

的成本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降低项目成本，提

高企业利润。因此，项目成本管理对企业是否在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是否获得较高

的利润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 项目成本管理的理论与方法

随着市场经济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

传统的项目成本管理理论与方法已不能适应施工

企业成本管理的需要，于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

来，便产生了现代项目成本管理理论与方法，形

成了项目全生命周期成本管理、项目全过程成本

管理和全面项目成本管理三种现代项目成本管理

的理论和方法。
1. 1 项目全生命周期成本管理的理论与方法

项目全生命周期成本管理思想是由英国工程

造价管理界的学者和实际工作者于 20 世纪 70 年

代末至 80 年代初提出的。该思想强调对项目全

生命周期各阶段的成本进行全面分析和管理控

制，它是一种项目投资决策的分析工具，主要是

进行项目的方案设计、比较和选择［1］，从而实现

项目全生命周期各阶段成本最小化的目标。
1. 2 项目全过程成本管理的理论与方法

项目全过程成本管理思想是由我国建设项目

造价管理界的学者和实际工作者于 20 世纪 90 年

代前后提出的。该管理方法的核心内容是按照基

于活动的方法做好项目成本的确定和控制工作。
目前，该方法已成为我国和世界许多国家项目成

本管理的主要方法［2］。

1. 3 全面项目成本管理理论与方法

全面成本管理思想是由国际全面成本管理促

进会 ( AACE-I ) 前主席 Ｒ． E． Westney［3］ 提出

的。该理论和方法是以“全面质量管理”的思想

为基础，要求参加项目施工的所有人员都应该通

过使用科学的方法来计划和控制项目成本，全面

考虑问题和管理好项目成本，降低项目风险，从

而达到项目高效益的目标。

2 项目成本管理概述

2. 1 项目成本管理的概念

项目管理协会编写的《项目管理知识体系指

南 ( PMBOK指南) 》［4］中指出项目费用管理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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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项目全生命周期过程中的全部费用总和。将

“Project Cost Management”多译为项目费用管理，

而国内多翻译为“项目成本管理”。在该指南中，

项目成本管理包括项目成本估算、项目成本预算

和项目成本控制三个部分。
中国 ( 双法) 项目管理研究委员会编写的

《中国项目管理知识体系 ( C-PMBOK) 》［5］中指出

项目费用管理通常是指项目实施过程的费用管

理，它是为保证完成项目的总费用不超过批准的

预算所必需的一系列过程。其核心过程是: 资源

计划→费用估计→费用预算→费用控制。
朱方伟等在 《项目管理》［6］中指出项目管理

的基本过程包括启动、计划、执行、控制、收尾

五个阶段。项目成本管理是为了将项目的实际成

本控制在项目预算范围内而进行的项目成本估

算、项目成本预算、项目成本控制、项目成本预

测等一系列活动。通过对项目的成本管理可以确

保项目成本在预算范围内高效地完成，从而实现

项目成本最小化和项目价值 ( 经济收益) 最大化

的目标。
2. 2 项目成本管理的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外对项目成本管理的过程的确定还

存在着诸多分歧，本文根据项目管理协会编写的

《项目管理知识体系指南 ( PMBOK指南) 》，从

项目成本估算、成本预算和成本控制过程等方面

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
2. 2. 1 项目成本估算过程

Cawthorne-Nugent M. 等［7］对原有的项目成本

数据进行归纳分析，并结合回归统计的理论，建

立了在特殊环境下的项目成本估算系统，该系统

能够为项目成本估算提供更多更准确的估算做

法，从而对项目成本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Akintola Akintoye［8］对项目成本估算的影响因

素进行了探究，通过比较分析英国四类企业 ( 非

常小、小型、中型和大型企业) 承包商成本估算

的影响因素，按重要性对项目成本估算的影响因

素进行分类，其中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是项目的

复杂性、建设规模及范围、市场条件、建设方

法、场地的限制、客户的财务状况、项目的可建

造性及建设位置; 其次重要的因素是技术要求、

项目信息、项目小组的要求、合同要求、项目工

期; 最后是分组项目的复杂性、市场的需求。项

目管理人员只有重视这些影响因素并加以区分，

才能更好地进行项目成本估算。
Zoran Vojinovic 等［9］提出了径向基函数神经

网络 ( Ｒadical Basis Function，ＲBF) 模型，该模

型是一种非线性静态和动态的项目成本估算工

具，可以有效地运用神经网络技术来预测和估计

项目成本。通过比较研究发现，ＲBF 神经网络模

型的性能优于传统的多元线性回归 ( MLＲ) 和自

回归移动平均模型 ( AＲMAX) 等线性方法，但

是该模型对训练的数据集、隐层神经元数等都有

较高的要求，在项目成本估算中要选择适当的性

能指标，不能盲目地使用 ＲBF 神经网络模型。
Wang Wei-Chihg［10］ 提出了一种新的系统程

序，用于评估出一个合理的工程造价门限值。该

系统程序涉及一个以实用为主的多标准评价模型

和成本模型。多标准评价模型通过准确反映项目

管理人员的偏好来设定项目成本标准，而成本模

型则推导产生累计成本的分布情况，设定项目各

项工作的成本临界值，这节省了计算机仿真模型

所要求的时间和编码工作。因此，该系统程序可

以有效地减少项目的工作量、节省成本估算时间

和降低项目的成本费用。
李延罡［11］指出我国大多数建筑施工企业都

存在着众多的项目成本管理问题，并从战略层和

策略层两个层面详细分析了施工项目在成本管控

方面存在的问题，即项目质量、时间等成本高的

战略层项目成本管控问题以及项目物料、设备、
管理等成本高的策略层项目成本管控问题。同

时，针对以上两个层面存在的问题，给出了详细

的成本管控措施。他还强调项目成本控制是项目

成本管理的核心内容，在进行项目成本管理时，

应加强对项目成本估算和项目成本控制的管理。
2. 2. 2 项目成本预算过程

Avraham Shtub［12］ 提出了 项 目 细 分 ( Project
Segmentation) 的项目成本管理工具。该工具将

项目内容划分为几个子项目或几个部分，便于同

类工作在同组内执行，从而对项目成本进行有效

的预算和管理控制。同时在工具的基础上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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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规划模型和项目控制模型，克服了关键路径

法 ( CPM) 和计划评审技术 ( PEＲT) 这两种方

法在项目管理应用中的缺陷。

张利荣等［13］在对项目成本预算的研究中指

出了近似预测算法等传统预算法在项目成本测算

精度方面存在的问题，结合模糊数学理论提出了

成本预测的多基元模糊算法，并给出了该算法的

计算步骤: 计算同类基元的贴近度→对贴近度进

行从大到小的重新排序，建立基元的贴近度集→
计算各基元的成本参数→对计算得到的各基元成

本参数逐个检查，对个别奇异数据进行分析，调

整计算→计算工程项目的各个成本量→汇总得到

工程项目成本量的预测结果。该模糊算法能够很

好地弥补现行项目成本预测算法在测算精度方面

的缺陷，但是在现实中存在着基元划分难、对成

本资料要求高等问题。

李江洋［14］深入研究了 ABC 法在施工企业成

本核算中的应用，归纳总结了工程项目成本中的

间接成本，并对各种间接成本进行了重新分析，

以达到降低工程项目间接成本的目的。
Olivier de La Villarmois 等［15］提出了一种全面

的成本核算方法———附加值单位法 ( UVA) 。通

过对公司内部个人和公司外部顾问进行半结构化

访谈，对 1995 ～ 2009 年间采用 UVA 法的公司进

行研究，细化了成本分类，促进了决策的便利以

及成本的有效预算。但是该方法往往适用于规模

较小的企业，作为一种管理工具存在一定的局

限性。

陆红梅等［16］将模糊模式识别与 BP 神经网络

结合起来建立了工程项目成本预测模型。从造价

咨询单位收集了 31 个已建工程项目的资料，将

选择的 12 个指标归并为 6 个综合指标，作为 BP
神经网络的输入，建立了工程项目成本预测指标

体系，再利用模糊模式识别知识进行工程项目样

本选择，并经过计算分析，得出运用模糊模式识

别结合 BP 神经网络建立了工程项目成本预测模

型，该模型可以对工程项目的成本进行有效的

预测。
2. 2. 3 项目成本控制过程

K． L． Teo 等［17］研究了项目成本最优控制

的问题，指出了项目职能类成本由定期成本、总

成本以及全面变化控制成本组成。基于控制参数

化技术，开发了一种以收敛性分析为支撑的计算

法，用以解决此类最优控制问题。
Eun Hong Kim 等［18］ 将 项 目 挣 值 管 理 用 户

( EVM Users ) 、项 目 挣 值 管 理 方 法 ( EVM
Methodology) 、项目实施过程 ( Impletion Process)
和项目环境 ( Project Environment) 四因素引入到

传统 的 项 目 挣 值 管 理 法 ( EVM ) 中，建 立 了

EVM 实施模型，可以有效地解决项目成本控制

问题。他们指出在不同类型的组织和项目 ( 如公

共和私人的大型和小型项目) 中应用 EVM 实施

模型能够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成本和进度偏

差进行精确的分析。
Abdulaziz A． Bubshait［19］ 针对许多项目，尤

其是工业工程项目中存在的工程延误和成本超支

问题，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业主和承包商对

承包方面的激励、惩罚措施的一些看法，分析得

出了在工程承包合同中应加强激励、惩罚机制，

只有这样，才可以使承包商全力管理和控制影

响劳动生产率、工程建设时间和工程建设成本

等因素，从 而 更 有 效 地 降 低 成 本 以 控 制 项 目

支出。
Andrea P． Kern 等［20］提出一个项目计划和成

本控制模型，该模型综合应用了运营成本估算、
S-曲线和目标成本等项目成本管理技术，使预计

的成本管理变得更具有前瞻性，并且可以处理存

在于大多数项目中的动态的、不确定的、复杂的

建筑环境。但是该模型仅限于由中小企业实施的

建筑项目，不利于大型项目的成本控制。

芦峰等［21］在国内外建筑施工项目成本控制

方法的比较研究中，提出了我国施工企业在施工

项目成本控制上应该建立一套科学完整的成本控

制方法———动态控制方法。施工企业只有采取现

代化管理方法和手段，加强对项目成本的控制，

实现项目成本与进度的优化，才能使施工企业在

施工过程中降低资源消耗、提高经济效益，从而

实现工程项目的最经济效益。
Vacharapoom Benjaoran［22］针对建筑业涵盖了

许多中小型合约商的现象，用一个合作的方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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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选定的中小型合约商建立一个成本控制系

统。新的有效成本控制系统采用一个增值的价值

概念并使用有效的信息技术工具来实现其发展，

从而使各个合约商从项目中获得利益。
曾祥志［23］利用层次分析法对项目成本的诸

多影响因素加以区分，并对影响成本诸多因素重

要性进行详细分析，得出了材料价格与消耗、施

工机械利用率、平均劳动力价格、劳动生产率这

四个因素对项目成本具有十分重要影响的结论。
项目管理者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只有加强对这

些影响因素的关注，科学有效地进行项目成本管

理，才能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降低项目成

本，实现效益的最大化。

莫琼等［24］通过分析中国工程项目成本管理

现状，基于成本管理出现责权利不明确以及激励

惩罚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建立一套责权利相结合

的责任成本管理体系来加强工程项目成本管理。
指出了工程项目责任成本管理过程为: 划分责任

中心，明确责任范围; 编制责任预算，制定考核

标准; 跟踪记录信息，进行责任结算; 评价、考

核工作业绩，编制责任报告等。该体系可以增加

各施工企业的竞争力，并获得更多利润。

杨莉等［25］根据模糊语言度量表征活动进展

程度以及模糊语言度量值对应的三角模糊数，对

软件项目成本与进度监控提出了一种先进管理方

法———基于模糊理论的挣值管理法。这种方法可

以有效地解决软件项目成本与进度监控方面存在

的问题，但是该方法在模糊挣值指标的计算和分

析上还有待完善，如以时间度量的模糊进度指标

的计算和分析。

刘凤娟［26］通过分析成本加酬金合同模式应

用在实际工程建设项目发包方的成本管理方面所

显现出的优点和暴露的问题，并进一步分析其原

因。针对发包方的成本管理问题，提出了采用

全过程动态的成本控制系统，完善信息沟通系

统，实现动态控制以及在合同中引进有效激励

机制 ( 如成本加酬金合同模式) 的建议，从而

保证了承发包双方项目目标的一致性，最终实

现项目工期优化、质量提高、成本管理有效等

目标。

3 项目成本管理信息化与成本管理软

件研究

随着工程项目规模的不断扩大，项目成本的

数据也随之增多，大量成本数据需要存储、分析

和使用，传统的手工计算难以处理庞大而繁杂的

成本数据，这就要求项目管理人员必须借助相关

的项目成本管理软件对数据加以快速而精确的处

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施工企业要想获得有

利地位，降低成本，提高项目施工效率和项目收

益，必须进行项目成本管理信息化建设。
3. 1 项目成本管理信息化

Peter E． D． Love 等［27］将传统项目质量成本

管理方法与计算机技术等相结合，开发出了一套

项目管理质量成本信息系统 ( Project Management
Quality Cost System，PＲOMQACS ) 。该系统弥补

了传统项目质量成本管理方法在隐性质量成本计

算方面的空白，帮助项目管理人员更好地识别，

并正确计算分析项目的隐性质量成本，从而有助

于项目管理人员采取有效措施来加强对项目成本

的控制。
喻颂华［28］在工程项目管理信息化建设研究

中，从沟通、数据、不确定因素等方面指出了项

目管理信息化建设中存在的难点，并指出了信息

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同时，他还指出了工程项目

管理信息化建设的主要内容如下: 文档与数据管

理信息化、信息沟通信息化、过程控制信息化，

并对其影响因素以及项目管理信息化建设对策进

行了深入的分析。
余泳等［29］基于系统集成理论研究了项目管

理的信息化需求，分析了信息技术在项目管理中

的应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信息化作为建

筑项目集成化管理的主导手段来建立项目管理信

息系统，促进信息技术在项目管理信息化中的应

用，为项目成本管理的信息化建设提供依据。
张丽新等［30］指出了我国在建设工程项目管

理信息化过程中存在着法律法规相对滞后，有关

信息化服务机构不健全及服务水平不高，计算机

系统化设计投入不足，缺乏项目管理信息化复合

型人才等问题，并着重从建筑企业、政府职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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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以及行业协会角度，详细地阐述了推进信息化

建设的有效措施。同时，他们还指出了项目管理

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性，强调科学有效的项目管理

对降低项目成本、提高工作效率有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

王英等［31］提出要综合考虑项目建设成本和

未来成本，并建立以 BIM 为技术核心、以 C /S +
B /S 为网络架构的造价管理信息系统，给出了系

统中各模块的具体实现功能以及信息系统在全生

命周期各阶段的集成运作，从而实现建设项目全

生命周期总造价最小化的目标。
3. 2 项目成本管理软件［32］

3. 2. 1 Cato2000 软件

英国 ECL ( Elstree Computing Limited) 公司

经过多年的努力于 1993 年推出了工 程 评 估 软

件———Cato2000。该软件具有灵活多样的输入方

式和工程量计算方式、强大的分析功能、众多的

辅助软件和支持软件、系统环境适应性强等特

点; 具有工程量计算、估价功能、分析或评价、
财务和费用报告等功能。同时该软件的系统环境

具有很强的适应性，既可用于单机用户系统，也

可用于网络用户系统和多用户系统，满足了不同

用户的需要。
3. 2. 2 P3 ( Primavera Project Planner) 软件

P3 软件是美国 Primavera 公司开发的产品，

主要用于工程项目计划进度、资源、成本控制方

面。用户利用该软件可以方便地输入庞大而繁杂

的成本数据，并可以对项目成本进行实施管理。
该软件还具有强大的图形和文件报告输出功能、

多项目管理功能、多用户功能、DXF 和 ASCII 文

本文件的输入 /输出等。
3. 2. 3 Parade 与施工项目的成本控制

Parade 作为 P3 软件在成本控制方面的补充

模块，利用成本数据进行成本分析、控制，进一

步扩展了软件成本管理的能力。Parade 将整个项

目结构化，建立起评测成本的监测标准，从项目

开工到结束全过程跟踪成本管理趋势以及赢利情

况。用户利用 Parade 软件可以进行不同深度的成

本控制，得到预算成本 ( 输入) 、实际成本 ( 输

入) 、工期施工成本、单项工程成本、分部工程

成本、单位工程成本、未完施工成本、竣工工程

成本、工程成本指数、工程计划完成指数等项目

成本控制的基本数据。

4 结语

通过对有关项目成本管理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进行回顾和整理，可以看出，虽然国内外对项目

成本管理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是我国在

项目成本管理方面仍存在着诸多问题。
( 1) 对动态的项目成本控制模型研究甚少。

目前，国内对项目成本控制的研究多以静态的成

本为基础建立成本控制模型，而对动态的项目成

本控制模型研究较少。但是，项目的成本控制涉

及项目前期准备、项目现场施工、项目竣工以及

后期运营维护的各个阶段，是一个动态的系统的

全过程控制，只有构建动态的成本控制模型，才

能对项目进行科学有效的成本管理。
( 2) 对项目成本的责任管理研究较少。项目

的责任成本管理在国外很多施工企业得到应用，

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是，我国大多数施工企

业还没有建立一套完善的责权利相结合的责任成

本管理体系，这有待我国在今后项目成本管理中

进一步研究。
( 3) 对项目成本管理的信息化研究较少。随

着工程项目规模的不断扩大，项目的成本数据不

断增多，为了使大量的成本数据在众多参与方之

间得到共享，就应该借助计算机等信息技术对项

目的成本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同时，我国还

应该积极开发符合我国工程项目成本管理的软

件，从而减少项目管理人员的工作量，提高项目

成本管理的效率。
( 4) 近年来，我国多数专家和学者对项目成

本管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是大多还是局限于

理论方面的研究。同时，项目成本管理过程的研

究主要侧重于成本控制过程而忽视成本估算和成本

预算过程，这有待我国专家和学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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