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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项目交易方式与支付方式对项目成本的影响

陈勇强!焦俊双
!天津大学 管理与经济学部'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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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返工成本率(变更成本率(成本超支率
!

个指标'

对
%H%

个项目数据进行
R

检验和方差分析
8

研究发现'在交

易方式方面'与设计 招标 建造方式相比'设计 建造方式能

显著降低项目的成本超支率'返工成本率和变更成本率也较

低%在支付方式方面'议标总价合同的成本超支率最低'为

G%8"=!

'单价合同的成本超支率最高'为
%$8=$!8

综合考

虑交易方式和支付方式'采用设计 建造方式(议标总价合

同'成本超支率最低'而变更成本率最高'应引起项目参与方

的重视
8

关键词#支付方式%项目成本%设计 招标 建造方式%设计

建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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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H

年秋季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建筑业在

近两年经受了一系列冲击'很多工程项目因缺少资

金而搁置*

%

+

8

我国为了降低金融危机对经济的影响'

加大固定资产投资'

#$$"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H>A

亿元'比上年增长
!$8%!8

但因社会总资源

有限'亟需寻求能提高工程项目交付效率的机制
8

工程项目交易方式!

:

R6

B

9NOP97CU9R

V

D

V

DO9I

'

_@3

"'是指项目参与方为了实现业主的目标与目

的(完成预定的工程项目而组织实施的项目设计(采

购(施工(运行等系统的方式*

#

+

8

目前存在多种工程

项目交易方式'笔者主要研究
@TT

!

P9DC

L

E<XCP<

XQC7P

'设计 招标 建造"方式与
@T

!

P9DC

L

E<XQC7P

'设

计 建造"方式对项目成本的影响
8

在
@TT

方式下'

工程项目分为设计和施工两个独立的阶段'以设计

阶段所形成的图纸和规范为基础进行招标'在设计

完成后施工*

!

+

8

该方式能给业主提供有竞争力的投

标方案'但因设计阶段对工程施工的安排考虑不够'

增加了工程变更和争端的可能性*

>

+

8

在
@T

方式下'

业主提出对工程项目的要求'并将设计与施工交予

一个总承包企业来完成'因而有利于在设计阶段考

虑方案的可实施性*

;

+

8

支付方式是指合同中约定的业主对承包商所实

施的工作给予支付的方式'分为总价合同(单价合

同(成本加酬金(限定最高价格四种*

A

+

%根据业主授

予合同的方式'总价合同又分为竞争性投标总价合

同与议标总价合同两种
8

下文将探讨这五种支付方

式对项目成本的影响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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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现状

选择恰当的工程项目交易方式与支付方式是业

主在项目前期需做的重要决策之一
8

选择合适的工

程项目交易方式'能缩短项目工期(提供变更灵活

性(降低参与方之间不利的关系(便于承包商在设计

阶段参与(激励承包商节约成本等*

AG=

+

8

业主在决定

支付方式时'要合理地评估(分配风险'并保证各参

与方能恰当地管理所分配的风险'以便最优化项目

成本*

A

+

8

因工程项目交易方式与支付方式可能影响

项目成本'国内外已有学者对二者分别研究
8

)C79

V

等研究工程项目交易方式对项目变更成

本的影响'发现
@TT

方式与
@T

方式下项目的变更

数量相差不多'但后者的不可预见变更数量及成本

要小'且由变更引起的成本超支率为
>8=!

'明显低

于前者的
%A8A!

*

H

+

8

进一步分析表明'在总价合同或

限定最高价格合同下'

@T

方式都有助于降低成本超

支率
8)6

B

JD

等分析限定最高价格合同是否有利于成

本控制'发现仅有
#;!

的项目在合同约定的限定价

格内完成%造成成本超支的原因主要是合同中规定

的可补偿的变更'如业主要求(范围变更(不可预见

的地质条件等*

>

+

8,6U9

等研究发现'返工是造成项

目成本超支的重要原因'基础设施项目的返工成本

平均占项目合同总额的
%$!

左右'同时'返工成本与

总成本超支(工期延误显著相关'而不同交易方式'

返工成本无显著差异*

"

+

85R99P

V

等分析高速公路项

目成本超支的主要原因'认为项目的设计和范围变

更(有缺陷的规范和图纸(业主的项目管理费用等因

素主要影响项目成本'而交易方式(业主的风险分

配(采用竞争性投标或议标合同等'与项目的成本超

支没有很强的相关性*

%$

+

8

国内学者孙继德等认为'在
@T

方式下'施工单

位在设计阶段就可参与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提高设

计方案的可施工性'优化施工流程'降低项目全寿命

周期成本*

%%

+

8

洪伟民(王卓甫从交易费用理论出发'

发现
@T

方式总成本相对于等效的
@TT

方式低

%%8="!

'主要原因是
@T

方式下设计与施工同时由

总承包商负责'有利于设计优化%消除了因设计遗漏

或可建造性而提出的变更%减少了业主的管理组织

工作从而降低业主管理费用'等等*

%#

+

8

以上研究主要分析工程项目交易方式或支付方

式对项目成本的影响'很少综合分析二者对项目成

本的影响%而国内的研究主要分析如何控制项目成

本'定量研究相对较少
8

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笔者

基于返工成本率(变更成本率(成本超支率
!

个指

标'分析
@TT

方式与
@T

方式对项目成本的影响'竞

争性投标总价合同(议标总价合同(单价合同(限定

最高价格等支付方式对项目成本的影响'以及交易

方式与支付方式对项目成本的综合影响
8

"

!

研究方法

在已有研究基础上'采用以下
!

个定量指标分析

工程项目交易方式与支付方式对项目成本的影响
8

!

%

"返工成本率'指因返工造成的成本占工程

总成本之比'反映返工对项目成本的影响
8

计算式为

返工成本率
`

!返工成本
h

实际成本"

[%$$!

返工是因工程或工序质量未达到规范要求'由

无用功造成的'可从侧面反映工程质量
8

从理论上

讲'项目的返工成本越高'成本超支的可能性越大
8

!

#

"变更成本率'指工程变更产生的成本占工程

总成本之比'反映工程变更对成本的影响
8

计算式为

变更成本率
`

!变更成本
h

实际成本"

[%$$!

工程变更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项目范围的变

更'由业主自身原因产生'主要是对合同范围(设计

以及细节的调整%另一种是现场产生的变更'因设计

错误或遗漏(现场条件的变化等原因造成
8

两种变更

都会对项目成本产生消极影响'且随着项目的实施'

越到项目后期'变更所产生的影响越大*

H

+

8

!

!

"成本超支率'指实际支付合同额与中标合

同额之间的偏差度
8

计算式为

成本超支率
`

*!实际支付合同额
G

中标合同

额"

h

中标合同额+

[%$$!

合同额调整的原因有很多'包括设计错误与遗

漏(恶劣的环境条件与不可预见的现场条件等'也有

可能是扩大合同范围等有利原因
8

但一般情况下'成

本超支是由不利因素造成的*

=

+

8

采取问卷调查方式'通过邮寄纸质问卷及电子

问卷'请具有
;

年以上工程实践经验的工程项目从

业人员根据工程项目经验'填写其最近参与的已完

工程项目相关信息'包括项目所采用的工程项目交

易方式(支付方式'以及有关项目成本数据'其中成

本数据以两种方式反映'即同时给出相关成本数额

及比率'以核实问卷的有效性
8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

份'收回有效问卷
%H%

份!收回比率达
=#8>!

"'

其中来自业主的
#$

份'来自承包商的
%>H

份'来自

监理单位或咨询单位的
H

份'来自其他参与方!如材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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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设备供应商(分包商"的
;

份
8

见图
%

所示
8

图
>

!

项目数据来源

?'

6

@>

!

T:(

_

1$&*"&"9(%:$19

#

!

数据分析

分析交易方式与支付方式!图
#

"可发现'在
@TT

方式下'采用竞争性投标总价合同与单价合同较多%

在
@T

方式下'采用竞争性投标总价合同与议标总价

合同均较多'而很少采用单价合同%采用其他交易方

式的两个项目则为单价合同'而参与调查的
@TT

与

@T

方式的项目'都未采用成本加酬金支付方式
8

为分析项目所采用的交易方式与支付方式之间

是否存在相关关系'对这
#

个变量做独立性检验'所

图
C

!

项目所采用交易方式与支付方式

?'

6

@C

!

41#'01:

<

9

<

9&15")*

,

"

<

51)&51&B(*

(-&B1

,

:(

_

1$&

得
_9JRD6E

卡方值为
!"8$>

'卡方检验的双侧显著性

水平为
$8$$$

!小于
$8$;

"'即采用不同交易方式的

项目所用支付方式存在显著性差异
8

由于所研究的

交易方式主要为
@TT

方式和
@T

方式'而且调查所

得其他交易方式的项目数据较少'缺少一定的代表

性'以下分析中剔除采用其他方式的
#

个项目数据
8

#!!

!

交易方式对项目成本的影响

为分析交易方式对项目成本是否有影响'对采

用
@TT

与
@T

方式的
#

个独立样本进行
R

检验'结

果如表
%

所示
8

表
>

!

独立样本
*

检验结果

I"8@>

!

V)*1

,

1)*1)&9"5

,

#1*&19&:19%#&9

定量指标 交易方式 均值 标准差
H

检验

H

显著性水平

R

检验

R

显著性水平

返工成本率
@TT $8$#AA= $8$>$>;=

@T $8$%A## $8$#%="A

>8;"; $8$!; %8;H; $8%%=

变更成本率
@TT $8$"A%= $8%$;#A#

@T $8$H!H# $8%$A%=A

$8$== $8=H# $8;=$ $8;=$

成本超支率
@TT $8%%##$ $8%;!$!$

@T G$8$$A$$ $8%!=$"$

>8#H; $8$>$ ;8%#$ $8$$$

!!

!

%

"在返工成本率方面'

@TT

方式的均值为

#8AA=!

'

@T

方式的均值为
%8A##!8H

检验表明'

#

个样本的方差存在显著性差异%在方差不相等的情

况下进行
R

检验'双侧显著性水平为
$8%%=

!大于

$8$;

"'因而不能拒绝原假设'认为
#

个样本的均值

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8

因此'与
@TT

方式相比'采用

@T

方式能降低项目的返工成本率'但差异并不

显著
8

!

#

"在变更成本率方面'

@TT

方式的均值为

"8A%=!

'

@T

方式的均值为
H8!H#!

'

H

检验和
R

检

验表明'

#

个样本的方差及均值都不存在显著性差

异
8

因此'

@T

项目的变更成本率稍低'差异并不

显著
8

!

!

"在成本超支率方面'

@TT

方式的均值为

%%8##!

'而
@T

方式为
G$8A$!8H

检验表明'

#

个

样本的方差存在显著性差异%在方差不相等的情况

下进行
R

检验'双侧显著性水平达
$8$$$

!小于

$8$;

"'

#

个样本的均值存在显著性差异
8

因此'与

@TT

方式相比'

@T

方式能显著降低成本超支率'更

好地控制项目成本
8

总体来看'与
@TT

方式相比'

@T

方式能显著降

低项目的成本超支率'同时降低返工成本率和变更

成本率'但差异并不显著
8

在
@T

方式下'总承包商负

责工程项目的设计和施工'承担设计缺陷和遗漏的

风险'变更成本一般由承包商承担
8

因而对业主来

讲'提高了成本的确定性*

>

'

=

+

8

#!"

!

支付方式对项目成本的影响

为分析支付方式对项目成本的影响'对项目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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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8

分析结果如表
#

所示
8

表
C

!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I"8@C

!

)̂1N="

<

")"#

<

9'9(-0":'")$1:19%#&9

定量指标 支付方式 数目 均值 组间均方 组内均方
H

检验

H

显著性水平

返工成本率

总价 竞标
>H $8$%==#

总价 议标
%A $8$##A#

单价合同
%" $8$!A%$

限定最高价格
# $8$$A";

$8$$# $8$$% %8!HA $8#;!

变更成本率

总价 竞标
>; $8$H="A

总价 议标
#> $8%#!#%

单价合同
#> $8$H=H%

限定最高价格
! $8$#!;%

$8$%! $8$%% %8%#= $8!>#

成本超支率

总价 竞标
A# $8$H$=$

总价 议标
!H G$8$%"=$

单价合同
>$ $8%$=$$

限定最高价格
A $8$A$=$

$8%%" $8$#> >8"%> $8$$!

!!

!

%

"在返工成本率方面'限定最高价格的均值

最低'为
$8A";!

%单价合同的均值最高'为
!8A%$!

%

与议标总价合同相比'采用竞争性投标总价合同的

返工成本率较低
8-

检验结果表明'采用不同支付方

式的工程项目'返工成本率没有显著性差异
8

!

#

"在变更成本率方面'限定最高价格的均值

最低'为
#8!;%!

%议标总价合同的均值最高'达

%#8!#%!

%竞争性投标总价合同与单价合同的均值

近似相等
8H

检验表明'支付方式对工程项目的变更

成本率没有显著性影响
8

!

!

"在成本超支率方面'议标总价合同均值最低'

为
G%8"=!

'即能降低合同支付价格%单价合同均值

最高'为
%$8=$!

%与竞争性投标总价合同相比'限定

最高价格的成本超支率稍低
8H

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为

$8$$!

!小于
$8$;

"'拒绝原假设'认为采用不同支付方

式的工程项目'成本超支率存在显著性差异
8

总体来看'采用限定最高价格的项目有最低的

返工成本率和变更成本率'但由于样本量较小'还需

进一步验证%采用单价合同的项目有最高的返工成

本率和成本超支率%与竞争性投标总价合同相比'议

标总价合同有较高的返工成本率和变更成本率'但

有最低的成本超支率
8

进一步分析支付方式在成本超支率方面存在显

著性差异的原因'采用最小显著性差异方法及其修

正方法进行验后多重比较
8

检验结果表明'议标总价

合同与竞争性投标总价合同(议标总价合同与单价

合同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而其他支付方式之间差

异不显著
8

由箱形图!如图
!

所示"可更为直观发现'

议标总价合同有最低的成本超支率'是造成神秘感

支付方式对成本超支率有显著性影响的原因
8

图
D

!

不同支付方式的成本超支率箱形图

?'

6

@D

!

!(9&

6

:(=&B8(F

,

#(&(-*'--1:1)&

,

"

<

51)&51&B(*9

#!#

!

交易方式与支付方式对项目成本的综合影响

为综合分析交易方式与支付方式对项目成本的

影响'对比项目的返工成本率(变更成本率和成本超

支率在不同交易方式和支付方式下的均值!见图
>

"

8

图
G

!

不同交易方式与支付方式的项目成本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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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陈勇强'等#工程项目交易方式与支付方式对项目成本的影响
!!

!!

!

%

"在返工成本率方面'在
@TT

方式下采用限

定最高价格和在
@T

方式下采用单价合同的均值很

低'但由于这两种组合的样本量很小!分别为
#

个"'

因而受调查的随机因素影响较大%在
@TT

方式下'

采用竞争性投标总价合同较多'且与议标总价合同

以及单价合同相比'有较低的返工成本率%在
@T

方

式下'采用竞争性投标总价合同与议标总价合同较

多'二者的返工成本率也较接近
8

!!

!

#

"在变更成本率方面'在
@TT

方式下'采用限

定最高价格的均值最低'与单价合同相比'竞争性投

标总价合同有较低的变更成本率%在
@T

方式下'议

标总价合同有最高的变更成本率'均值大约为竞争

性投标总价合同的
#

倍
8

!

!

"在成本超支率方面'在
@T

方式下'议标总

价合同的均值最低'而在
@TT

方式下'竞争性投标

总价合同与单价合同有较高均值%在
@TT

方式下'

议标总价合同有最低的成本超支率'在
@T

方式下'

竞争性投标总价合同与单价合同有较高的均值
8

此

外'无论采用何种支付方式'

@T

方式的成本超支率

均比
@TT

低
8

这也进一步说明'

@T

方式更有利于控

制合同支付价格与中标合同价格的差异'提高成本

确定性
8

总体来看'

@T

方式下的议标总价合同有最低的

成本超支率'但变更成本率也是最高的'因而这种组

合的项目较容易发生变更
8

这可能与议标的项目大

多在签订合同时范围定义还不很清晰有关
8@TT

方

式的议标总价合同有较低的成本超支率'但返工成

本率和变更成本率都相对较高
8

虽然参与调查的项

目采用这种组合相对不多'但对业主来讲'在采用

@TT

方式时'可考虑议标总价合同
8

#!$

!

统计结果对项目参与方的启示

相对于
@TT

方式'

@T

能显著降低成本超支率'

返工成本率(变更成本率也相对较低'因而对业主来

讲'能提高成本确定性
8

因承包商同时负责设计和施

工'在设计过程中就考虑到施工方法和工艺问题'可

提高设计方案的可建造性
8

数据统计结果也表明'其

返工成本较低
8

但承包商因承担工程量变动(设计变

更和地质条件变化等风险'在投标价格中已包含一

笔风险费'因而虽然成本超支率较低'但在总成本上

是否有优势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8

@TT

方式采用单价合同和竞争性投标总价合同

较多'后者的返工成本率和变更成本率较低'二者成

本超支率无差异%而议标总价合同有较低的成本超

支率'因而业主在采用
@TT

方式时'可考虑采用之
8

在
@T

方式下'相对于竞争性投标总价合同'议

标总价合同的变更成本率较高'但成本超支率最低'

对业主来讲'采用议标总价合同是个不错的选择
8

但

这种合同应引起承包商的注意'其变更费用最高'且

大部分由承包商承担'在签订合同前必须充分调查

分析'了解可能对项目成本产生重大影响的工程地

质条件(自然与社会环境(市场价格等因素'同时应

特别注意设计阶段与业主的沟通'尽量降低变更

费用
8

$

!

结论

工程项目交易方式与支付方式在业主招标选择

承包商之前需确定'因二者影响项目成本'业主在选

择时需要慎重考虑
8

从交易方式角度分析'与
@TT

方式相比'

@T

方式在成本超支率方面有显著优势'

同时有较低的返工成本率和变更成本率'但差异不

显著
8

从支付方式角度分析'单价合同的返工成本率

和成本超支率最高%与竞争性投标总价合同相比'议

标总价合同有较高的返工成本率和变更成本率'但

有最低的成本超支率%与竞争性投标总价合同和单

价合同相比'议标总价合同成本超支率显著较低'是

造成支付方式对成本超支率有显著性影响的原因
8

综合考虑交易方式与支付方式'发现
@TT

方式

采用竞争性投标总价合同与单价合同较多'前者的

返工成本率较低'但有较高的变更成本率'二者的成

本超支率差异不大%

@TT

方式采用议标总价合同有

较低的成本超支率'但返工成本率和变更成本率都

相对较高
8@T

方式采用竞争性投标总价合同与议标

总价合同较多'且在所有组合中'其议标总价合同有

最低的成本超支率'以及最高的变更成本率
8

虽然这

种组合的项目较容易发生变更'但对业主来讲'这种

组合提高了项目的成本确定性
8

不过在签订合同前'

承包商应注意与业主之间的沟通'对业主要求有清

晰的认识'以降低实施过程中变更的可能性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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