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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挣值法作为项目管理中一种集成控制的重要工具，可将成本进度联合监控，从而

达到有效控制的目的。但是在挣值法应用中发现，传统挣值法存在未区分关键路径、难以给出

项目内部具体执行计划等问题。针对传统挣值法存在的问题，结合ＰＥＲＴ技术提出二级挣值

法，对关键路径和非关键路径的活动区别对待；结合ＰＤＣＡ循环，定时检查计划成本进度目标

与实际目标相比较，检查是否存在偏差，如果存在偏差，找出原因并在下一个循环里做纠偏调

整，确保实际成本进度与计划成本进度一致或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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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建筑行业的飞速发展，施工项目

的特点发生了巨大变化，施工管理工作也取得了

巨大成效。施工项目管理在运作方式上最大限度

地利用了可用资源，极大提高了管理效率。建筑

施工企业 的 成 本 控 制 工 作 在 不 断 取 得 进 步 的 同

时，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在成本控制管理中，
有的项目成本结余，有的项目成本超支，总体也许

符合成本控制总目标，但实际上仍然属于成本管

理失控，进度控制亦是如此。
因此，项目进度—进度 动 态 控 制 对 建 筑 企 业

的可持续发展尤为重要。本文以北京地铁十六号

线为例，建立进度—成本联合二级挣值法 的 静 态

模型，再结合ＰＤＣＡ循环对静态模型进行动态控

制。通过进度—成本二级挣值法定时检查计划目

标与实际目标，如果存在偏差，找出原因并在下一

个ＰＤＣＡ循环里做纠偏调整，确保进度—成本实

际完成情况与计划完成情况一致或在可接受的范

围内。因此，研究二级挣值法结合ＰＤＣＡ循环动

态控制，对提升我国施工项目管理方法和水平有

重要意义。

一、施工项目管理三重目标

（一）项目管理三重目标

项目成本控制的主要目的是将项目成本控制

在预期成本以内，项目成本控制的范围包括事前

控制、事中控制和事后控制，成本控制贯穿于整个

项目，是动态的、全过程的控制。它既要根据项目

计划目标进行预算，又要在施工过程中实时跟踪

监督。对已发生成本进行分析，及时发现已发生

或可能发生的成本偏差，找出原因后及时调整，在
后续工作中加以改进，把最终成本限定在目标成

本允许的范围内。
项目进度控制主要包括项目进度的计划与监

控。进度监控需要对并列工作同时监控，不同工

作处于关键路线或非关键路线时，对总工期影响

不相同，应对措施也不相同，处在关键路线上的工

作要特别注意。项目管理进度绩效评价主要通过

研究工程项目的目标进度与实际进度，分析对比

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与计划进度。建立挣值法模

型对项目工期进行管理控制［１］。当实际进度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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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于计划进度时，核实原因并根据实际情况及

时调整，以保证项目顺利完成。
项目质量管理是指为确保项目产品满足质量

要求而开展的项目管理活动，在项目开展过程中

不断监测，对质量偏差及时纠偏，确保项目质量满

足指标 要 求。质 量 管 理 是 项 目 管 理 重 要 组 成 部

分，质 量 目 标 达 不 到 要 求，就 意 味 着 项 目 是 失

败的。

（二）成本、质量、进度三者关系

１．对立关系

加快工程进度，需要投入资源设备，这将导致

直接成本的增加；此外，快进度会打乱原有计划，
使项目各环节之间产生脱节现象，增加控制难度，
给质量管理增加难度和隐患。如果降低投资，就

需要考虑降低质量标准，按费用最低原则安排进

度计划，整个项目进度降低。

２．统一关系

提高产品质量标准，虽然增加了一次性投资，
从长远角度看，降低了工程投入使用后的运行费

用和维修费用，从全寿命费用分析的角度则是节

约投资的举措［２］。从质量管理的 角 度，如 果 在 项

目实施过程中严控质量，保证实现项目期望的质

量要求，则可减少实施过程中的返工费用。另一

方面，高标准的质量要求能起到保证进度的作用，
在项目施工过程中对出现的质量问题及时纠偏，
从长远看来，要比不及时返工而造成更严重后果

的影响要小［３］。

二、施 工 项 目 成 本—进 度 优 化 控 制 理

论分析

项目管理的主要内容是在满足质量要求前提

下，寻求成本和进度的最优方案。进度和成本控

制贯穿于工程项目的各个阶段，对于每一个项目

而言，最终目的就是通过一系列有效的控制手段

和管理方案来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传统项目管

理领域涉及成本、进度的管理工具有横道图、网络

图、项目概预算、挣值分析等方法，只有挣值分析

既用于成本管理又用于进度管理。单方面进行成

本绩效评价，无法准确判断超支还是结余，因为成

本消耗多，原因可能是成本超支，也可能是进度超

前。同样，成本消耗低原因也可能是成本结余或

者进度滞 后，或 者 二 者 皆 有。因 此，有 必 要 对 成

本—进度的综合评价监控进行研究。

（一）成本—进度绩效评价的挣值分析

方法

１．传统挣值法的不足

挣值法 作 为 评 估 项 目 成 本—进 度 绩 效 的 方

法，包含对项目计划与实际差异的分析，以及项目

最终完成时间、成本的预测。但挣值管理中的缺

陷导致挣值法仍属于最没能充分使用的管理工具

之一 。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①难以给出有

效的项目分解。国外有学者认为，挣值管理的第

一个困难是工作分解系统，若工作被分解为最简

单的工作单元，收集、处理这些数据将支付高昂的

成本。不仅如此，项目分解在技术上也有一定难

度，项目如果按估价体系进行分解，考虑的是工程

量计算和财会原则，如果按计划体系分解，主要考

虑工序时间顺序和工艺逻辑原则。②进度—成本

联合管理的实现还取决于数据采集系统的效率。
计算机的 广 泛 应 用 虽 然 提 高 了 监 控 的 精 度 和 效

率。但监管 精 度 的 实 现 取 决 于 大 数 据 的 采 集 分

析，这对管理人员而言是沉重的负担，会严重影响

管理系统的效率。在项目监控中，处理好数据系

统的精度和效率之间关系，确定合适的监控精度

十分必要。前期数据的采集，可以通过设计专门

的数据统计科室，运用信息技术来获得，以保证数

据的准确性［４］。③对已完成工作 量 的 有 效 度 量。

挣值分析的可信度完全依赖于挣值度量的准确性

以及对工作完成程度的有效度量。有效度量的基

础是合理的度量时间点，基于功能点或里程碑事

件的度量更合理。赋予权重应根据单元工作的难

度做出调整。比 如，开 发 一 个 程 序 一 般 需 要１００
天，当进行到９０天时，并不能说明程序已经开发

了９９％。因此在实际工作中，针对项目特点寻找

具体解决方案。传统挣值法的计划工作量是在项

目分解结构的基础上获得的，实际工作量是从工

程实际实施过程中获得的［５］。④没在规划范围内

的活动挣值法不能提供进度方面的信息。没有规

划的活动挣值是零。项目灵活多变，事先难以预

料项目在 进 展 过 程 中 可 能 出 现 的 未 规 划 工 作 活

动，项目进展过程中出现的未规划任务会扰乱整

个管理工作，如因质量为题需要返工的工作。如

果对此类活动不予考虑，很可能会影响到总进度。

⑤没有 区 分 关 键 路 径 和 非 关 键 路 径。Ｂｒｏｗｎ最

早从关键路径观点提出了对挣值管理的质疑，关

键路径是项目进度管理工作中的重点，关键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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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不当会影响其紧后工作的正常开工，严重的

甚至会影响总工期，应予以重点监控，而非关键路

径在不影响关键路径工作的前提下，其控制可适

当宽松［６］。

２．二级挣值法的建立

挣值法可以运用在 ＷＢＳ的任何层次上。鉴

于传统挣值法存在的不足，过于强调整体而忽略

了项目内部关系、偏重整体预测而忽略了工作执

行情况，为了尽可能规避由此造成的偏差建立了

二级挣值法。二级挣值法是通过 ＷＢＳ次级子项

目 的 挣 值 累 加 确 定 本 级 项 目 的 挣 值，解 决 项 目

ＷＢＳ中的二级子项 目 中 存 在 的 工 作 进 度 成 本 极

不均衡、偏差极大，但出现正负偏差相抵消，而在

本级项目 上 表 面 上 偏 差 很 小 的 项 目 挣 值 绩 效 评

价，揭示项目实际执行情况。

３．二级挣值法与传统挣值法主要区别

传统挣值法是对项目进行整体分析，二 级 挣

值法是将项目划分为若干二级子项目，确定子项

目的变量和指标，结合网络计划中二级子项目之

间的逻辑关系，对二级子项目进行挣值分析，最后

汇总得出项目整体二级挣值。
传统挣值法只能得出整体绩效评价 报 告；而

二级挣值法既可以得出整体绩效评价报告，还能

得出原因分析。
传统挣值法的成本和工期预测是以项目三指

标体系数据为基础获得；而二级挣值法是以项目

完工时成本和工期预测的计算方法结合网络计划

图进行 优 化，成 本、进 度 绩 效 评 价 报 告 更 客 观、
准确［７］。

　　（二）ＰＤＣＡ循环结合二级挣值法对成

本进度控制原理

　　ＰＤＣＡ对成本进度的控制原理，就是在项目

实施过程中，对成本进度全过程监控，定时检查计

划成本进度目标与实际目标相比较，检查是否存

在偏差，如果存在偏差，找出原因并在下一个循环

里做纠偏调整，确保实际成本进度与计划成本进

度一致或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当对项目 成 本 实 行ＰＤＣＡ循 环 全 过 程 控 制

时，成本曲线在目标成本的两侧波动，这是因为管

理人员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根据获取资料，对存在

偏差的实际成本进行纠偏调整，以达到目标成本

的目的。不做成本全过程控制的项目，由于不清

楚项目成本的实时变化，无法及时发现出现的偏

差，导致成本偏差一直存在，继而不断累积，最终

产生较严重的成本误差。
在施工项目管理 中，进 度—成 本 控 制 贯 穿 整

个施工过程，应该以动态的方式对成 本—进 度 进

行全过程控制，以特定时间节点为一个周期进行

循环。如图１所示。

图１　ＰＤＣＡ循环全过程成本控制

（１）对 可 能 影 响 项 目 成 本 的 因 素 进 行 分

析。在 工 程 施 工 过 程 中，由 于 受 到 各 种 因 素 的

影 响，项 目 成 本 会 受 到 很 多 干 扰，如 宏 观 政 策、
恶 劣 天 气、原 材 料 供 应 以 及 设 计 变 更 等 因 素 的

影 响。
（２）实时记录数据。通过相关数据比较实际

和计划之间的差异，以便对工程的实际进展做出

分析，及时、准确的数据是确定成本—进度偏差的

基础。同时，如果选取指标过于频繁，则无法进行

定性分析［８］。
（３）确定偏差。如果实际与计划之间的偏差

很小，可以忽略不计，则按原施工计划进行；如果

实际与计划偏差不能忽略，则需要分析产生偏差

的原因，并采取有效手段进行纠偏，待问题解决后

继续施工［９］。

三、案例分析

（一）工程概况

中铁一局负责北京地铁１６号线工程 换 乘 方

厅及３号疏散口项目。以换乘方厅混凝土浇筑及

其前期工作为例进行案例分析。该项目计划工期

为２０１５．７．１—２０１６．１．１３，总 工 期１９７ｄ，预 算 成

本为４９２万元。该项目可分为５个子项目：围护

桩施工、冠梁及挡墙施工、基坑土方开挖、结构混

凝土底板、结构混凝土侧墙及顶板，分别用Ａ、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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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Ｄ、Ｅ表示。换乘方厅主要工程数量如表１，现

利用二级挣值分析法对该项目的成本—工期进行

评估。项目网络计划图如图２所示，网络计划如

表２所示。

图２　换乘方厅网络计划图

表１　换乘方厅网络计划

子项目 紧前工作 工期／ｄ 人工费 材料费 机械费 预算成本／万元

Ａ — ２７　 １６．２　 ４８．６　 １６．２　 ８１

Ｂ　 Ａ　 ３５　 １７．１　 ５３．１　 １９．８　 ９０

Ｃ　 Ａ　 １５　 ８．１　 ２７．４５　 ９．４５　 ４５

Ｄ　 Ｂ，Ｃ　 ５０　 １６．３２　 ６０．４８　 １９．２　 ９６

Ｅ　 Ｄ　 ８５　 ４５　 １０６．２　 ２８．８　 １８０

总计 ２１２　 １０２．７２　 ２９５．８３　 ９３．４５　 ４９２

所占比例 ２０．８７８％ ６０．１２８％ １８．９９４％ １００％

　　该项目成本—进度控制以月为统计 周 期，统

计月末实际成本—进度与月初计划成本—进度的

偏差，通过比较计划与实际成本—进度来 判 断 控

制目标是否实现。这就容易导致项目中出现的成

本超 支、进 度 滞 后 问 题 不 能 及 时 发 现，无 法 对 成

本—进度出现偏差的原因准确分析，进而 造 成 偏

差累计。

二级挣值法可以从更深层面分析成本—进度

出现 偏 差 的 原 因，找 到 偏 差 问 题 根 源，进 而 结 合

ＰＤＣＡ循环，将出现偏差原因解决 后 进 行 下 一 个

循环，从而避免偏差累计。将预控对策施行在下

一循环中，进而有效规避问题的重复出现，使工程

的进度和成 本 按 照 工 程 计 划 进 行［１０］。前４个 月

完成情况如表２至表４所示。
表２　前四个月计划预算ＢＣＷＳ

月
分项工

程名称

计划预算ＢＣＷＳ／万元

人工费 材料费 机械费 合计

１ ＡＢＣ　 １９．２８６　 ５８．６４１　 １９．７８７　 ９７．７１４

２ ＢＣ　 ２１．１３７　 ６７．４７４　 ２４．５３１　１１３．１４２

３ ＢＤ　 １０．１１６　 ３６．９０３　 １１．８８３　 ５８．９０２

４ ＤＥ　 １１．４１６　 ３６．６０６　 １１．１５９　 ５９．１８１

合计 ６１．９５５　１９９．６２４　 ６７．３６　 ３２８．９３９

表３　前四个月已完成工作量预算成本ＢＣＷＰ

月
分项工

程名称

已完成工作量预算成本ＢＣＷＰ／万元

人工费 材料费 机械费 合计

１ ＡＢＣ　 ２２．２５７　 ６７．８４６　 ２２．９４８　 １１３．０５１

２ ＢＣＤ　 ２４．７９７　 ７９．２１６　 ２８．７８　 １３２．７９３

３ Ｄ １２．４８２　 ４６．２５５　 １４．６８４　 ７３．４２１

４ ＤＥ　 ２１．５２４　 ５３．５９８　 １４．８９１　 ９０．０１３

合计 ８１．０６　 ２４６．９１５　 ８１．３０３　 ４０９．２７８

表４　前四个月实际成本ＡＣＷＰ

月
分项工

程名称

实际成本ＡＣＷＰ／万元

人工费 材料费 机械费 合计

１ ＡＢＣ　 ２１．８４８　 ６６．５７７　 ２２．４７２　 １１０．８９７

２ ＢＣＤ　 ２１．１２　 ６７．７９９　 ２４．５２３　 １１３．４４２

３ Ｄ １２．４８２　 ４６．２５５　 １４．６８４　 ７３．４２１

４ ＤＥ　 ２４．５８０　 ６０．８０９　 １６．８４７　 １０２．２３６

合计 ８０．０３　 ２４１．４４　 ７８．５２６　 ３９９．９９６

本文将以前两个月为例，以ＰＤＣＡ循环结合

二级挣值法加强直接工程费动态的、全过程的管

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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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第一个月偏差计算。利用二级挣值法，可
以得到在项目第一个月结束时，直接工程费用偏

差ＣＶ＝２．１５，成本偏差率ＣＰＩ＝１．０１９　４，其中人

工费用、材料费用、机械费用均有结余，项目实际

直接工 程 费 用 支 出 结 余。进 度 方 面，进 度 偏 差

ＳＶ＝１５．３３７，进度偏差率ＳＰＩ＝１．１５７　０，实际进

度超前。见表５。项目成本和进度达到了预期期

望，因此，项目可按原 计 划 继 续 施 工，ＰＤＣＡ循 环

可继续进行下一步。
表５　第一个月挣值分析 万元

类型 ＢＣＷＳ　 ＢＣＷＰ　 ＡＣＷＰ

人工费 １９．２８６　 ２２．２５７　 ２１．８４８

材料费 ５８．６４１　 ６７．８４６　 ６６．５７７

机械费 １９．７８７　 ２２．９４８　 ２２．４７２

合计 ９７．７１４　 １１３．０５１　 １１０．８９７

　　（２）第二个月偏差计算。利用二级挣值法，可
以得到在项目第二个月结束时，直接工程费用偏差

ＣＶ＝１９．３５１，ＣＰＩ＝１．１７０　６，项目实际直接工程费

用支出有结 余。进 度 方 面，ＳＶ＝１９．６５１，ＳＰＩ＝

１．１７３　７，实际进度超前。见表６。项目成本和进

度达到了预期期望，成本和进度优势得以累加，成
本结余更多，进度超前更多。因此，项目可按原计

划继续施工，ＰＤＣＡ循环可继续进行下一步。
表６　第二个月挣值分析 万元

类型 ＢＣＷＳ　 ＢＣＷＰ　 ＡＣＷＰ

人工费 ２１．１３７　 ２４．７９７　 ２１．１２

材料费 ６７．４７４　 ７９．２１６　 ６７．７９９

机械费 ２４．５３１　 ２８．７８　 ２４．５２３

合计 １１３．１４２　 １３２．７９３　 １１３．４４２

　　（二）二级挣值法对竣工成本—工期的

预估

　　 项目成本—工期的预测，是根据挣值法理论

对未完工成本和进度的预测修正，再累加已完工

实际成本和工期，得到项目总的预测成本和工期。
在本项目中，可以进行成本—工期修正预 测 的 子

项目只有Ｅ子项目。见表７至表９。

表７　项目基准线预算报表

项目信息 计划预算ＢＣＷＳ／万元

编号 计划时长 紧前工序 松弛
监控时间点

２０　 ４０　 ６０　 ８０　 １００　 １２０　 １４０　 １６０　 １８０　 ２００

Ａ　 ２７ — ０　 ６０　 ８１

Ｂ　 ３０ Ａ ０　 ３４　 ８５　 ９０

Ｃ　 １５ Ａ ２０　 ３９　 ４５

Ｄ　 ５０ Ｂ，Ｃ　 ０　 ３５　 ７３　 ９６

Ｅ　 ８５ Ｄ ０　 １６　 ５０　 ８３　 １１６　 １４０

项目 累计ＢＣＷＳ　 ６０　 １１５　 ２０５　 ２５１　 ２８９　 ３２８　 ３６２　 ３９５　 ４２８　 ４５２

表８　已完成工作量预算成本统计报表

项目信息 已完成工作量预算成本ＢＣＷＰ／万元

编号 计划时长 紧前工序 松弛
监控时间点

２０　 ４０　 ６０　 ８０　 １００　 １２０　 １４０　 １６０　 １８０　 ２００

Ａ　 ２７ — ０　 ６７　 ９０

Ｂ　 ３５ Ａ ０　 ４７　 １０７．５

Ｃ　 １５ Ａ ２０　 ４１

Ｄ　 ５０ Ｂ，Ｃ　 ０　 ８　 ６５　 ９３

Ｅ　 ８５ Ｄ ０　 ２８　 ８４　 １４０

项目 累计ＢＣＷＰ　 ６７　 １３７　 ２４６．５　３０３．５　３５９．５　４１５．５　４７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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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　项目结束时实际成本统计报表

项目信息 实际成本ＡＣＷＰ／万元

编号 计划时长 紧前工序 松弛
监控时间点

２０　 ４０　 ６０　 ８０　 １００　 １２０　 １４０　 １６０　 １８０　 ２００

Ａ　 ２７ — ０　 ６７　 ９０

Ｂ　 ３５ Ａ ０　 ３７　 ８６

Ｃ　 １５ Ａ ２０　 ４１

Ｄ　 ５０ Ｂ，Ｃ　 ０　 ９　 ６５　 ９３

Ｅ　 ８５ Ｄ ０　 ３２　 ９７　 １６２

项目 累计ＡＣＷＰ　 ６７　 １２７　 ２２６　 ２８２　 ３４２　 ４０７　 ４７２

　　通过 对 该 项 目 在 监 测 点 的 累 加 获 得 项 目 成

本、进 度 绩 效 评 价 所 需 要 的 三 个 指 标 数 据。以

１２０ｄ为监 测 点，根 据 上 述 各 表 所 统 计 数 据 考 核

情况如下：

成本绩效评价中，ＣＶ＝８．５，ＣＰＩ＝１．０２０　９，
假如该项 目 未 完 工 部 分 按 照 目 前 的 成 本 效 率 进

行，则完工总成本为：

ＦＣＡＣ＝ＡＣＷＰ＋ （ＴＢＣ－ＢＣＷＰ）／ＣＰＩ＝
４０７＋ （４５２－４１５．５）／１．０２０　９＝４４２．７５万元。

其中，ＦＣＡＣ 为 完 工 总 成 本，ＴＢＣ为 计 划 完

工总预算成本。

进度绩效评价中，ＳＶ＝８７．５，ＳＰＩ＝１．２６６　８，
假如该项 目 未 完 工 部 分 按 照 目 前 的 进 度 效 率 进

行，则完工总工期为：

ＥＣＤ＝ＯＰＤ＋（ＴＢＣ－ＢＣＷＰ）×ＰＴＤ×
ＳＰＩ／ＴＢＣ＝１　２　０＋（４　５　２－４　１　５．５）×１　９　７×
１．２　６　６　８／４　５　２＝１　４　０．１　５ｄ。

其中，ＥＣＤ为预测完工总工期，ＯＰＤ 为已进

行工期，ＰＴＤ为计划总工期。

利用传统挣值法可以得到，在项目结束时，实
际成本４４２．７５万元要低于计划成本４５２万元，实
际工期１４０．１５ｄ要超前于计划工期１９７ｄ。按照

传统挣值法来说，项目成本和进度达到了预期期

望。但对于该项目的各子项目进展如何，是否出

现不同子项目的成本—进度正负偏差相 互 抵 消。

并不能通过传统挣值法得到答案。

１．二级挣值法成本分析

根据项目的工程进展情况对各工作的完工成

本做了处理，见表１０。其中Ａ、Ｂ、Ｃ、Ｄ作业已经

完工，ＦＣＡＣ直 接 取 其 实 际 完 工 成 本。Ｅ作 业 尚

未完工，按照挣值法对其预计完工成本进行了纠

偏估计。将处理过的二级项目完工成本进行累加

得到其预测完工成本［１１］。

表１０　二级项目竣工成本估算表 万元

指标 Ａ　 Ｂ　 Ｃ　 Ｄ　 Ｅ 累计

ＴＢＣ　 ８１　 ９０　 ４５　 ９６　 １４０　 ４５２

ＢＣＷＰ　 ９０　 １０７．５　４１　 ９３　 ８４　 ４１５．５

ＡＣＷＰ　 ９０　 ８６　 ４１　 ９３　 ９７　 ４０７

ＣＶ　 ０　 ２１．５　 ０　 ０ －１３ —

ＣＰＩ — — — — ０．８６６　０ —

ＦＣＡＣ　 ９０　 ８６　 ４１　 ９３　 １６１　 ４７１

　　２．二级挣值法进度分析

根据该地铁项目的网络计划图可知，在６个

子项目中，关键路径为Ａ→Ｂ→Ｄ→Ｅ，在非关键路

径上的子项目，施工时间有不同程度的松弛。根

据表１１显示，Ａ项 作 业 的 实 际 完 工 时 间 与 计 划

完工所需时间一致，实际成本与计划预算成本一

致。Ｂ项目实际完工时间较计划完工时间提前５
ｄ完 工，成 本 较 计 划 结 余。Ｃ项 目 处 于 非 关 键 线

路，工期上有松弛，但Ｃ项目提前５ｄ完工。Ｄ项

目是Ｂ、Ｃ项目的紧后工作，Ｂ、Ｃ项目的提前直接

导致Ｄ较计划开工日期提前５ｄ开工，Ｄ的实际

工期比计划工期缩短１７ｄ。由此看来，Ａ、Ｂ、Ｃ、Ｄ
均比实际工期缩短，单纯考虑该项目工期，项目很

可能提前完 工。但 由 于 该 项 目 计 划 于２０１５年７
月１日开工，实际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日开工，从整个

工程考虑，总体进度还是滞后。

３．项目成本偏差问题分析

（１）成本偏差。在该地铁项目中，Ａ、Ｂ、Ｃ、Ｄ、Ｅ
５个子项目已完工，对已完工５个子项目的成本偏

差分析如下：Ａ子项目成本偏差为０，成本偏差率

为１；Ｂ子项目成本偏差为－２１．５，成本偏差率 为

０．８００　０；Ｃ子项目成本偏差为０，成本偏差率为１；Ｄ
子项目成本偏差为０，成本偏差率为１；Ｅ子项目成

本偏差为－１３，成本偏差率为０．８６６　０。由于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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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是已发生项目，结合项目实际发生的成本进行

对比分析，该项目实际成本为４７２万元，传统挣值

法预测成本为４４２．７５万元，二级挣值法预测成本

为４７１万元。从传统挣值法角度来分析，该 地 铁

项目成本偏差率为２．０４６％，在允许误差范围内。
但从划分更为细致的二级挣值法考虑，成本偏差

率仅 为０．２１２％。可 以 得 出，二 级 挣 值 法 在 成 本

预测控制上，比传统挣值法有很大的提高。

（２）原因及对策。通过二级挣值法对Ｅ子项

目存在的成本超支问题进行深 层 次 分 析，发 现Ｅ
子项目存在严重的窝工问题，Ｅ子 项 目 施 工 工 序

复杂，动用多个工种，各工种作业期间组织作业能

力差，因此出现了大量窝工，导致成本严重超支。
因此，Ｅ子项目在接下来的作业 中 应 提 前 协 调 沟

通各工种工作时间，科学合理组织工作，避免窝工

现象的出现。
表１１　项目完工成本修正预测表

指标
已发生费用

２０　 ４０　 ６０　 ８０　 １００　 １２０　 １４０　 １６０　 １８０　 ２００

ＢＣＷＰＡ ６７　 ９０

ＡＣＷＰＡ ６７　 ９０

Ａ完工成本

ＢＣＷＰＢ ４７　 １０７．５

ＡＣＷＰＢ ３７　 ８６

Ｂ完工成本

ＢＣＷＰＣ ４１

ＡＣＷＰＣ ４１

Ｃ完工成本

ＢＣＷＰＤ ８　 ６５　 ９３

ＡＣＷＰＤ ８　 ６５　 ９３

Ｄ完工成本

ＢＣＷＰＥ ２８　 ８４

ＡＣＷＰＥ ３２　 ９７

Ｅ修正预测成本

项目完工成本 ６７　 １２７　 ２２５　 ２８２　 ３４２　 ４０７

　　４．项目进度偏差问题分析

（１）进度偏差。在对该地铁项目成本偏差分

析中，对Ａ、Ｂ、Ｃ、Ｄ四 个 已 完 工 子 项 目 的 进 度 偏

差分析如下：Ａ子项目按计划进度进行；Ｂ子项目

按计划开工，提前完工５ｄ，工期缩短５ｄ；Ｃ子项

目处于非关键线路，按计划正常完工；Ｄ子项目比

计划提前开工５ｄ，提前１７ｄ完工；Ｅ子项目已开

工，比计划提前开工１８ｄ。由传统挣值法角度来

分析，虽然该地铁项目整体上进度超前于计划工

期完工。但从二级挣值法角度分析，项目进度管

理存在问题，Ｄ、Ｅ子 项 目 严 重 缩 短 计 划 工 期，缩

短工期 达３７．５９％。虽 然Ｄ、Ｅ子 项 目 均 提 前 完

工，但Ｄ、Ｅ子项目的工期预测存在严重问题。从

长远角度看来，如果不解决此类问题，终将给整个

项目的进度管理工作带来严重的后果。在对该工

程其他相似项目工期预测中，应严格控制Ｄ、Ｅ子

项目的工期制定管理工作，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２）原因及对策。通过二级挣值法对Ｄ、Ｅ子

项目工期过分超前问题进行深层次分析，发现Ｄ、

Ｅ子项目因为施工工序复杂，动用大量劳动力，施
工过程中大大缩短了预期工期。同时，因为劳动

力远超计划，导致出现窝工现象，造成成本严重超

支。因此，Ｄ、Ｅ子项目 在 接 下 来 的 作 业 中，应 在

保证如期完工的前提下，科学合理组织工序，安排

施工人员，避免因窝工造成的成本超支。

５．项目完工成本—进度评价

后续工作 以 月 为 一 个 循 环 执 行ＰＤＣＡ循 环

动态管理，直至该地铁项目完工。通过执行二级

挣值法结 合ＰＤＣＡ循 环 对 策 进 行 成 本—进 度 控

制，在项 目 结 束 时，成 本 方 面，直 接 工 程 费 用 为

３９１．７６万元，成本节余８０．２４万元；进度方面，实

际工期为１７８ｄ，实际进度超前１４ｄ，项目成本和

进度均达到了预期期望。因此可以得出，二级挣

值法 结 合 ＰＤＣＡ 循 环 动 态 控 制 对 施 工 项 目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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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进度控制有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四、结论

（１）二级挣值分析细化了分解绩效评价内容，
为如实反映各工作间的逻辑关系，二级挣值分析

中结合了网络计划技术；在项目整体监测上，以项

目实际执行数据为依据，结合子项目成本进度发

展趋势，对整个项目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
（２）偏差未必都需要纠正。在偏差分析中，给

出偏差的不同范围内的不同控制手段，区别处理

不同网络路径上出现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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