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政案例 5    《营造法式》、水布垭水电站 

一、案例内容 

古代成本管理思想、水布垭水电站成本管理与控制。具体内容详

见第四部分。 

二、案例资源形式 

文字、图片、视频。 

三、思政案例使用说明 

1.案例在成本管理与控制中的任务一与任务三中讲解成本管理

和成本如何控制时使用 

2.《营造法式》是宋将作监李诫奉敕编修的。北宋建国以后百余

年间，大兴土木，宫殿、衙署、庙宇、园囿的建造此起彼伏，造型豪

华精美，负责工程的大小官吏贪污成风，致使国库无法应付浩大的开

支。因而，建筑的各种设计标准、规范和有关材料、施工定额、指标

急待制定，以明确房屋建筑的等级制度、建筑的艺术形式及严格的料

例功限以杜防贪污盗窃被提到议事日程。哲宗元祐六年（1091 年），

将作监第一次编成《营造法式》，由皇帝下诏颁行，此书史曰《元祐

法式》。因该书缺乏用材制度，工料太宽，不能防止工程中的各种弊

端，所以北宋绍圣四年（1097 年）又诏李诫重新编修。李诫以他个

人 10 余年来修建工程之丰富经验为基础，参阅大量文献和旧有的规

章制度，收集工匠讲述的各工种操作规程、技术要领及各种建筑物构

件的形制、加工方法，终于编成流传至今的这本《营造法式》，于崇

宁二年（1103 年）刊行全国。 

《营造法式》是代表我国古代建设科学与艺术巅峰状态的典籍，

记载着宋代建筑的制度、做法、用工、图样等珍贵，对研究中国建筑、

理解其理念和精神有着深远的意义。（思政融入点 1：中华优秀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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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3.水布垭水电站：水布垭水电站坝址位于清江中游的巴东县水布

垭镇，上距恩施 117km，下距隔河岩 92km，距清江入长江口 153km，

是清江梯级开发的龙头枢纽。水库正常蓄水位 400m，相应库容 43.12

亿立方米，总库容 45.8 亿立方米，装机容量 1840MW，是以发电为

主，并兼顾防洪、航运等的水利枢纽工程。 

 

水布垭水电站为清江流域、梯级、滚动、综合开发的龙头工程，

其开发任务是发电、防洪兼顾其他。建设水布垭水电站，实现清江流

域全面开发，是全面完成国家流域水电开发试点任务，充分发挥清江

流域开发综合效益的关键，是国家西部大开发的重要项目之一，其兴

建也是国家电力体制改革和长江流域防洪的需要，对整个湖北及华中

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思政融入点 2：水利建设

成就增强职业信念） 

水布垭水电站成本管理具体案例体现了工程项目成本控制中精

益求精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思政融入点 3：工匠精神） 

四、成本管理课程思政案例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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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李诫成本核算思想 

宋代李诫在其名著《营造法式》中强调加强质量管理的同时，对

生产成本也主张予以详细核算。他提出进行成本核算的标准是本功。

诸称本功者，以本等所得功十分为准。这就是说，将本来应得或应耗

之功确定为十分，以此为标准予以计算。李诫的本功核算是针对建筑

营造过程中各个项目所应消耗的原材料数和人工数，据此对实际作业

情况和耗费予以核算。如果实际工程有所扩大，项目有所增加，即以

本功;十分为标准适当地予以加工；反之，减亦如之。 

 

对原材料的核算方面，如果施工中工程建筑在用材上有所增减，

就要各随所用细计，对原材数相应地予以增减，从而准确控制施工中

原材料的使用，以便减少工料耗费，降低成本。李诫主张对于原有旧

料或建筑部件，凡能继续使用的，都要充分利用，或有收旧及已造堪

就用而不须更改者，并计数于元料账内除豁。对于新用材料，要本着

节约的原则，切不可大材小用或予以废弃。凡材植，须先将大方木可

以入长大料者，盘截解割；次将不可以充极长极广用者，量度合用名



件，亦先从名件就长或就广解割。务在就材充用，勿令将可以充长大

用者，截割为细小名件。对于余材也要充分利用，凡用木植内如有余

材，即留余材于心内，就其厚别用，或作版，勿令失料。总之，要千

方百计减少原材料消耗，以节省成本。 

在人功方面，他提出了两种核算方法： 

其一，以时计功，即按照劳动时间长短计算人功。他指出不同季

节劳动日长短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夏季劳动日长而冬季较短，若一

等定功，则枉弃日刻甚多，不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因此，他主

张：功分三等，第为精粗之差；役辨四时，用度长短之晷，即按一年

四季日照时间的长短，将劳动日分为三等。其二，计件算功，即根据

劳动者完成作业量的多少计算人功。 

李诫依据不同工种定出计件算功的标准，如搬运工于 30 里外运

物一担，往返一回为一功，往返距离共达 1 里运物 60 担亦为一功；

若于 60 步外往返运物，每 180 担一功，如不及 60 步者则每短一步加

一担，若自己掘土并搬运，在 60 步以内每 70 尺一功，如地质坚硬或

土中夹有砂石瓦砾者减 20 尺。如筑墙工开掘墙基每 120 尺一功，若

就土筑墙者其功加倍，若用草和木桩就土筑墙每 50 尺一功。李诫所

采取的以时计功和计件算功，颇有点类似于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似

可被视为中国历史上有关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的某种雏形。 

（二）其他史料记载 

《儒林外史》第40回中描写萧云仙在平定少数民族叛乱后修青枫

城城墙，修复工程结束后，萧云仙将本工程的花费清单上报工部。工

部对他花费清单进行全面审计，认为清单中有多估冒算，经“工部核

算:该抚题销本内:砖、灰、工匠，共开销19360两1钱2分15毫...核减7525

两”。这个核减的部分必须向他本人追缴，最后他回家变卖了他父亲



的庄园才填补了这个空缺。 

北宋皇宫遭大火焚毁后，由丁谓负责重新建造。他计划和组织建

造过程：先在皇宫中开河引水，以河运料，同时以土烧砖；建成后以

建筑垃圾填河，最终节约“几万万两白银”。  

清朝工部颁布的《工程做法则例》，是一部优秀的算工算料的著

作，有许多关于工程材料费用控制的说明。为明晰地计算造价，清朝

还制定了详细的料例规范—《营造算例》。 

清朝出现了专门负责工程估工算料和负责编制预算的部门算房。

它的职责是根据所提供的工程设计，计算出工料所需费用。而且按照

清代工程的程序，算房在勘察阶段、设计阶段、勘估阶段、施工阶段、

工程完工阶段都要参与工程的工料测算(量),进行全过程费用控制，有

一整套的计算规则。 

（三）水布垭电站 

 

从事帷幕灌浆的施工处常用的资源配置模式是:每个班组 25 人，

1 名班长，每天 3 班，每班 8 人，配 2 台钻机、1 台灌浆机、1 台灌



浆自动记录仪。每班 8 人的分工大致为:钻机在正常钻进时，每台钻

机由 1 名操作手和 2 名铺助工操作，2 名辅助工主要负责加卸钻杆；

1 名专职灌浆工，待钻孔结束后负责随后的灌浆工序，不灌浆的时候

在 2 台钻机上打杂；1 名专职记录员，在钻进期间记录钻孔进度，灌

浆期间记录灌浆自动记录仪上的灌浆记录数据。 

 

钻孔和灌浆是前后衔接的两道工序，钻孔时灌浆机和灌浆自动记

录仪处于闲置状态。在钻机正常钻进时，操作员和辅助工都只需要隔

一段时间关注一下钻机的仪表看是否需要加卸钻杆就可以了，只有加

卸钻杆时，需操作工操作，两名辅助工卸装钻杆。每班组配 8 名员工

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钻机是靠自重维持稳定性，从而保证钻孔

精度的。因此钻机未安装可能影响其稳定性的行走系统，在平洞内施

工部位狭窄，无法用起吊设备作业的情况下，钻机在孔位之间的移动

完全靠人力完成，而人力移动钻机至少需要 7 名劳动力，考虑到有些

年龄偏大的员工体力方面原因，所以一般按 8 人配备。如果不考虑钻

机移动和加卸钻杆时的劳动力需要，在正常钻进时每名操作工至少可



以同时盯住 2 台钻机，每名记录员至少可以同时完成对 10 台钻机或

2 台自动瀣浆记录仪的记录，按钻机作业效率估算的需要灌浆概率来

计算，每套海浆系统理论上至少可以配合 4 台钻机钻孔完成后的灌浆

工作。因此,如果能解决钻机移动和钻杆装卸问题，每个班组可以增

加 2 台钻机，而且只需 4 个人就可以正常生产（2 名操作手操作 4 台

钻机，1 名记录员，1 名灌浆工），总的生产工效将提高 1 倍。众多

解决方案中，大家最后一.致认为将这部分几乎没有技术含量的劳务

通过招标采购外包，是一个比较经济和可行的办法。按以往 50 元/m

计件工资成本，工效提高 1 倍后工资成本将节省 25 元/m，按每 20m

钻孔需移动一次钻机和装卸 40m 钻杆，支付 300 元劳务费，平均 15

元/m 计算，至少可节省人工费 10 元/m。 

主要材料的采购与结算方式是：帷幕灌浆钻孔过程中的主要耗用

材料是金刚石钻头，适用于水布垭帷幕灌浆工程施工的 91cm 金刚石

钻头，市场平均价格为 530 元/个，平均钻进工效为 40m/个，平均成

本为 13.25 元。公司过去 1 年里曾经使用过至少 6 个生产厂家的金刚

石钻头，其中价格最高的为 565 元/个，价格最低的为 450 元/个；所

使用的钻头中钻进工效最高的达到 112m/个，工效最低的仅 5m/个。

由于钻头中的金刚石配比需要根据施工岩层的硬度来设计，针对不同

的岩层往往需要采用不同的金刚石配比，因此,影响钻头使用寿命和

产出工效的除了操作手的操作经验以外，金刚石配比是最大的影响因

素。水布垭项目部经过与公司部分金刚石钻头供货商的试探性沟通认

为,可以考虑通过对金刚石钻头进行招标采购，将钻头价格控制在 480

元左右，单个钻头工效不低于 60m。对供货商的结算将不再以实际供

货量结算,而是以实际完成钻孔作业量,按 480 元/60 m 与供货商结算。

这样不仅可以节约 5.25元/m材料费,而且可以通过这种特殊的结算方



式促使供货商在不断提高产品质量的同时,还必须对生产员工开展:免

费的操作业务培训。但是项目部的这项计划必须得到负责公司大宗材

料招标采购业务的工程管理部的支持。公司工程管理部对水布垭项目

部提出的对金刚石钻头进行集中招标采购的计划非常重视,并参照水

布垭项目部的思路在半个月内完成了金刚石钻头的招标采购和合同

条款的谈判。按照与供货商达成的供货合同,水布垭项目部将按 485

元/70m 对供货商进行货款结算,作为控制性条款,供货商对水布垭项

目部提供的金刚石钻头内壁都将被标上编号,且必须交旧换新,未交旧

的按 485 元/个结算,交还给供货商的旧钻头如果供货商认为仍可使用

的,将在供货商现场代表的监督下继续使用,并按使用工效的双倍结

算。 

自建水电临时设施：公司下达的 354.96 万元的水电临时设施费

是工程管理部参照集团内部专业公司报价,按其报价的 95%确定的。

水布垭项目部对构建这部分临时设施所需要的耗费进行了仔细测算。 

测算结果表明，如果项目部按市价自购临时设施建设所需水管、电缆、

电焊条、空气开关和闸阀等原材料,然后临时聘用 15 名专业水电技师

和 30 名劳务工,约 2 个月时间，即可完成相应临时设施的铺设任务,

总费用应可控制在 300 万元以内。 

严格控制现场管理费用支出:相对于上述措施而言，水布垭项目

部财务科提出的现场管理费用支出计划就保守得多。按照财务科的计

划,在今后 54 个月工期内，项目部的现场管理费用支出总额为约 480

万元，月平均支出约 8.9 万元，另考虑了约 50 万元的不可预见现场

管理费准备金,预计现场管理费用节约额为 23.78 万元。成本计划确定

后,水布垭项目部生产科物资科开始水电临时设施的建设方面工作，

财务科开始办理外出税务登记、银行开户及对各部门下达日常管理费



用控制指标方面工作，合同科配合项目经理开始对施工作业队伍的选

定工作，经过与几位施工处经理的多次沟通和交底，公司工程管理部

也进行了一些适当的行政干预，最终选定第四、五、九施工处。合同

科同期开展的现场劳务采购工作也很顺利，虽然由于现场劳务市场环

境限制未能实现招标采购，但合同科经过与现场 4 家成建制的劳务

队。经过询价比较和谈判，最终决定将现场劳务总承包给一家四川民

工队，按钻机移孔位 200 元/次、搬钻杆 2 元/根(每根约 2.5 m)计算劳

务费，每月结算 1 次，月末结算时支付 90%，另 10%作为随需随到的

保证金,累计扣留至 10 万元为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