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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水利工程项目规模的不断扩大，招投标制度逐渐成为主要的竞争机制。在招投标阶段，造价管理仍面临着诸多挑

战，如预算超支以及项目质量潜在影响等问题。由于水利项目的复杂性，造价控制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在招投标阶段有效

地进行成本控制、降低风险，已成为提升项目管理水平、确保项目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为此，制定科学的预算编制、合

理的招标文件以及有效的风险管理策略，成为保障项目顺利推进和控制造价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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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projects, the bidding system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main competitive mechanism. In the bidding stage, cost management still faces many challenges, such as budget overruns and 
potential impact on project quality. Due to the complexity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cost control has become more difficult. 
Therefore, effectively controlling costs and reducing risks during the bidding stage has become a key issue in improving project 
management and ensur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rojects. Therefore, formulating scientific budget preparation, reasonable 
bidding documents, and effective risk management strategies have become effective means to ensure the smooth progress of projects 
and control c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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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水利工程作为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部分，直接关系到

经济发展与民生保障。招投标制度已成为实施项目的主要

方式，而招投标阶段的造价管理则对确保项目按期完成及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实际操作中，

招投标文件的不规范、投标预算的不准确以及风险管理的

缺失等问题，严重影响了造价控制的效果。鉴于此，寻求

切实可行的造价管理策略，已成为水利工程项目管理中的

关键议题。 

1 水利工程招投标阶段造价控制的重要性 

水利工程的规模和复杂性使得招投标阶段的造价管

理尤为关键。合理的造价控制不仅直接影响项目的经济效

益，还深刻影响工程的可持续性及其对社会的贡献。涉及

巨额资金、较长建设周期以及设计、施工、设备采购等多

个环节的水利工程，造价管理的精确性将直接决定项目是

否能按预算顺利完成。在招投标阶段，如果未能有效预测

并控制造价，资金超支、工程进度延误甚至影响项目质量

的风险将大大增加。招投标阶段的造价控制为后期的风险

管理奠定了基础，投标过程中的预算编制、报价策略及合

同条款等，都会直接影响到后续的成本控制与风险应对。

通过精确的造价管理，不仅能够及时识别潜在的成本风险，

还能通过优化设计、合理报价等手段减少不确定因素对造

价的负面影响。若在这一阶段出现失误，其后果往往会被

放大，可能导致资金压力增加、管理困难，甚至引发合同

纠纷，从而影响项目的顺利执行。作为涉及公共利益的关

键项目，水利工程的招投标阶段造价管理在政府与社会资

源的有效配置中起着重要作用。未能在这一阶段进行科学

的造价控制，不仅可能导致公共资金浪费，还可能影响其

他基础设施项目的资源分配。因此，实施有效的造价控制

策略不仅是确保项目高效执行的关键，更是保障其社会、

经济与环境效益的基础。 

2 水利工程招投标阶段造价控制管理问题分析 

2.1 招投标文件存在漏洞 

招投标文件在整个招标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

色，既是投标人参与竞标的唯一依据，也是评标和定标的

基础。在实际操作中，许多招投标文件存在漏洞，严重影

响了造价控制的有效性。很多文件在编制时未能严格按照

相关规定，导致出现了大量空白或不明确的内容。某些条

款虽然允许投标人做出自我理解与选择，但由于规定不清

晰，容易让投标人对项目要求产生歧义，从而影响到报价

的准确性。随着招标文件内容的增加，管理的难度也随之

加大，特别是对于一些复杂项目的说明，容易出现疏漏或

错误，这种不完善的编制直接增加了招标管理的复杂性。

同时，尽管招标过程中的技术规则严格，许多投标人却缺



水电科技·2025 第8卷 第3期 
Hydroelectric Science & Technology.2025,8(3) 

34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乏足够的专业知识，对技术要求的理解不到位，导致他们

在报价时未能充分考虑实际施工中的需求与潜在风险。采

购系统与投标人之间的沟通与协调也往往不到位，投标人

缺乏有效的费用控制意识，使他们无法精准地评估项目成

本，从而导致项目预算与实际支出之间出现较大差异。 

2.2 招投标制度不规范 

在水利工程的招投标过程中，招投标文件不仅是投标

人竞标的唯一依据，也是评标与定标的根本依据。尽管在

整个流程中至关重要，但许多招标文件存在显著漏洞，直

接影响了造价控制的准确性与有效性。编制过程中，许多

文件未严格遵循相关法规，导致内容中存在大量空白或不

清晰的条款。尤其是在某些允许投标人自行选择或解读的

部分，缺乏明确性，常使投标人对项目要求产生偏差，从

而导致报价失误或不合理。随着招标文件内容的逐渐增加，

管理难度也不断加大，尤其是在涉及复杂项目说明时，容

易出现遗漏或错误，进一步加重了招标管理的复杂性，使

后续的造价控制工作变得更加困难。尽管文件规定了严格

的投标技术要求，许多投标单位由于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

与经验，往往未能深入理解技术要求。这使得他们在编制

报价时，未能充分考虑施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实际需求与

潜在风险，从而导致报价失真，无法合理覆盖所有成本。

更加突出的一个问题是招标过程中，采购系统与投标单位

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与协调。信息传递的滞后或不对称，

导致投标人在费用控制上存在盲区，无法准确评估相关成

本，最终使项目预算与实际支出之间的差距加大。此类情

况不仅影响了招标过程的公正性，也为后期的造价管理带

来了额外的风险。 

3 水利工程招投标阶段的造价管理策略 

3.1 投标预算的科学编制与控制 

在水利工程的招投标阶段，精确编制与有效控制投标

预算是确保项目造价合理与可控的核心。投标预算的编制

应建立在详尽的工程量清单与准确的技术规范基础上，确

保所有成本得以精确估算。在预算过程中，必须全面考虑

施工中的各类费用，包括原材料、人工、设备租赁、运输

以及可能出现的技术支持和管理费用
[1]
。同时，特殊因素

如地质条件与气候变化亦应纳入预算考虑范围，这些因素

会直接影响项目成本。科学编制预算不仅仅是汇总已知费

用，更应为不确定因素预留空间，例如可能发生的设计调

整或市场价格波动等，这些不可预见的因素应在预算中得

到适当的预留，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在投标阶段，

每一项费用都应经过严格审查，投标人应确保报价准确地

反映项目实际需求，而非过度低估或高估。预算控制的目

标不仅仅是避免超支，更多的是通过合理安排资金流向，

防止资金闲置与资源浪费。根据项目进度，投标单位应合

理安排各阶段的支出，确保资金流动顺畅。项目管理团队

应紧密配合，并对预算支出进行精确监控，确保每一项开

支都控制在合理范围内。通过这种精确的预算编制与控制，

投标人能够获得明确的财务框架，为项目的顺利实施奠定

坚实基础。 

3.2 招标文件的合理编写与优化 

招标文件的合理编制与优化是确保招投标过程顺利

进行的关键，它直接关系到招标的公正性、透明度以及后

期造价控制的有效性。在编写招标文件时，项目的基本要

求、技术标准与施工条件必须被明确列出，以便投标人能

够根据实际需求做出精准报价。每一项条款与细节都应当

具体且清晰，避免出现模糊或过于宽泛的描述。这不仅能

减少投标人对项目的理解偏差，也能够有效避免项目执行

阶段的争议
[2]
。对于水利工程这类技术要求高、施工环境

复杂的项目，招标文件的编写显得尤为重要。项目的特殊

性要求在文件中对技术规范、施工图纸以及潜在风险进行

详细描述，以便投标人在报价时全面考虑所有可能的成本。

除了明确项目要求外，招标文件还应当包括清晰的评标标

准与投标人资质要求，确保各方能够在公平的环境中竞争，

从而避免低价中标或评标中的倾向性问题。进一步优化招

标文件的一个关键方面，是提升文件内容的简洁性与条理

性。冗长复杂的条款与不必要的细节不仅增加了管理难度，

还可能导致投标人对项目需求的误读。通过精简内容，去

除无关细节，确保文件简明扼要，投标人能够迅速把握招

标项目的核心要素，进而提升招标效率，减少不必要的沟

通成本。 

3.3 合理选择投标方案与报价策略 

在水利工程的招投标阶段，投标方案与报价策略的选

择至关重要，这直接关系到项目的造价控制与是否能够顺

利中标。面对复杂的项目时，投标单位必须结合项目的实

际需求、技术要求及市场状况，制定出合理的投标方案。

项目的各个方面，如施工难度、所需设备、原材料的市场

价格及劳动力成本等，都应被全面评估。通过对项目的特

殊需求与潜在风险的深入分析，投标单位可以制定出既能

满足招标方要求，又具备竞争力的方案，从而不仅保证工

程质量，还能够优化投标条件
[3]
。报价策略的制定需要精

准把控项目的每一项成本，基于工程量清单与详细的成本

预算，投标人应准确计算各项费用，避免因报价过低而无

法覆盖实际开销，从而影响资金周转或造成工程质量无法

保障。在报价过程中，市场波动、技术调整及不可预见的

风险等因素也应当被考虑在内，合理预留预算的弹性空间。

如果报价过高，可能会导致失去竞争力；而若报价过低，

则可能引发中标后的成本失控，甚至影响项目的顺利推进。

因此，在制定报价策略时，需在成本控制、风险应对与市

场竞争力之间寻找到平衡。选择投标方案时，投标单位还

应充分考虑施工周期与资源配置，确保资源安排合理，避

免因资源过于紧张而影响项目进度。通过综合考虑项目的

需求、市场环境与自身能力，投标单位能够在激烈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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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脱颖而出，同时确保造价控制在合理范围内，避免后期

因预算不足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3.4 造价控制与风险管理策略 

在水利工程的招投标阶段，造价控制与风险管理策略

是确保项目顺利完成的核心。严格管理预算是造价控制的

基本要求，而对项目每个阶段的持续监控同样不可忽视。

在编制预算时，投标单位必须详细预测每一项费用，包括

材料、人工、设备以及可能出现的项目变更等。随着项目

的推进，实际成本需定期进行跟踪与分析，及时发现偏差

并采取适当措施，以避免成本超出预算范围。与此同时，

风险管理作为造价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项目的顺利进

行有着直接影响。水利工程项目常面临多重风险，如市场

价格波动、施工环境变化、设计调整以及技术难题等，这

些因素都可能导致费用失控。在项目初期，投标单位应对

潜在的风险进行全面识别，并评估各类风险的发生概率及

其潜在影响。通过制定有效的风险应对方案、合理预留应

急资金及制定应急预案，投标单位能够更好地应对突发状

况，防止因不可预见事件引发预算超支。此外，建立高效

的协同机制同样至关重要，确保各方信息畅通，减少沟通

中的误解与信息滞后，可以显著提高工作效率。在出现问

题时，能够迅速采取措施进行调整，避免风险蔓延。通过

实施全面的造价控制与风险管理策略，投标单位不仅能确

保项目按预算顺利完成，还能增强项目应对不确定因素的

能力，提升整体执行力与抗风险能力。 

3.5 提高招投标透明度与公正性 

提高招投标过程的透明度与公正性是确保水利工程

顺利推进的基础。招标的每个环节都应保持公开透明，尤

其是在发布招标文件、评审投标以及做出中标决策等关键

步骤中，确保所有投标人能够平等地获取项目相关信息，

从而避免因信息不对称而引发的不公正竞争。这不仅能够

增强投标人对整个过程的信任，还能确保招标过程真实地

反映市场竞争的公平性。评标环节必须严格遵循预设的标

准，确保每一位投标人在相同条件下得到公平评估。评审

标准应明确具体、客观且可量化，以防人为因素对评审结

果的干扰。同时，评标过程及中标结果必须公开透明，方

便各方进行监督，防止暗箱操作或利益输送的出现。通过

公开评标过程，能够有效保障其公正性，避免通过不正当

手段获取不当利益。为了进一步提升透明度，招投标过程

中的沟通也应及时且公开。如果投标人对评标结果产生疑

问，必须能够获得清晰的答复，招标单位应提供对评标依

据的解释，确保信息流动的开放与流畅。这一沟通机制不

仅提升了投标人对招标过程的信任，也有助于减少纠纷的

发生。此外，建立电子招标平台以及数字化管理系统是提

高透明度的重要手段，借助这些现代化工具，可以确保信

息的实时更新与传播，降低人为操作的可能性，从而进一

步保障公正性与透明度。通过建立更加透明且公正的招投

标机制，各方的权益将得到有效保障，能够避免不正当竞争，

推动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如此完善

的机制不仅能提升项目执行效率，还能在行业内树立诚信形

象，推动整个行业朝着更加规范、高效的方向发展。 

4 结语 

水利工程招投标阶段的造价管理对项目的顺利推进

至关重要。通过制定科学的预算、合理编写招标文件、精

确的报价策略以及实施有效的风险管理，项目能够在预算

内顺利完成，从而避免不必要的成本增加和风险。提出的

管理策略不仅能够提升招投标过程的透明度与公正性，还

能增强项目的竞争力与可行性。尽管当前面临诸多挑战，

仍需进一步优化招标文件、提高投标人的专业素质，并加

强相关制度的完善，以为水利工程的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

保障。未来，随着招投标制度不断深化和造价管理手段的

进一步优化，将有助于提高项目管理水平，确保水利工程在

资源合理配置、资金高效使用以及风险有效应对等方面取得

更好的成效，从而为经济发展与民生保障做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曾妍雯,吴杰华.水利工程招投标阶段造价控制管理策

略[J].云南水力发电,2023,39(5):194-196. 

[2]张妍.建筑工程招投标阶段工程造价控制管理策略研

究[J].居业,2023(12):131-133. 

[3]闫子娟.建筑工程招投标阶段工程造价控制管理策略

[J].居舍,2021(23):151-152. 

作者简介：鲁莉（1997.9—），毕业院校：新疆农业大学，

所学专业：工程管理（水利水电），当前就职单位名称：

新疆恒信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就职单位职务：

水利工程概预算，职称级别：助理工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