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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钻探行业经过十年的繁荣时期，受市场影响发展过于迅速，为追求生产效益而忽视了相应的管理。 而今，面
对市场份额少、价格低、成本高、竞争压力巨大的外部环境，钻探企业如何生存和发展，是企业必须面对的问题。 本
文通过分析钻探行业发展现状，揭露钻探成本管理方面的问题，总结钻探行业成本管理特点，运用工程项目成本管
理的手段，通过实际举例、定性定量分析，探讨机台生产进行科学化管理的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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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地质经济从 ２０１３ 年开始下行，截至目前，地质

经济滑坡已成定局。 而钻探行业作为地质经济的主
要施工产业，势必要在繁荣之后的衰落期，进行发展
质量与模式的调整。 面对衰退的市场，过多的竞争
对手，要从低报价中获取高利润的收益，这就要求经
营者在提高行业生产效率的同时，更应该采取科学、
规范的管理手段进行生产成本的控制。

项目成本是指项目形成全过程所耗用的各种费

用的总和，是项目从启动、计划、实施、控制，到项目
交付收尾的整个过程中所有的费用支出。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成本在企业竞争
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优胜劣汰是竞争的基本法
则，企业要生存，求发展，就必须苦练内功，强化成本
管理职能、手段，不断降低施工项目成本，以达到可
能实现最低的目标成本的要求，提高经济效益。

项目成本管理是在保证满足工程质量、工期等
合同要求的前提下，对项目实施过程中所发生的费

用，通过计划、组织、控制和协调等活动实现预定的
成本目标，并尽可能地降低成本费用的一种科学的
管理活动。 它主要通过技术（如施工方案的制定比
选）、经济（如核算）和管理（如施工组织管理、各项
规章制度等）活动达到预定目标，实现盈利的目的。

1　钻探行业发展现状
1．1　市场价格骤降

钻探行业从 ２００２年起，因国内矿产资源的急需
与国际矿石进口的制约开始复苏，并跟随国家政策
导向与“新一轮地质找矿热潮”快速迅猛的发展起
来。 利润大、施工简单、质量要求宽松的市场环境加
之入门低的行业特点，吸引了很多行外人士，导致民
营钻探公司与个体机台呈指数增长。 从而造成了行
业信息（成本）越来越透明、公开，投资方为减少投
入，降低了合同价格。 此外，施工方为了抢夺有限市
场，也利用价格手段进行竞争。 据不完全统计，钻探
行业 ２０１４年合同价格较 ２００９ 年降低了 ４０％，有些



地区甚至达到了 ６０％以上（参见表 １）。

表 １ 山东某矿区不同年度不同孔段单价

年
度

不同孔段价格／（元· ｍ －１ ）
０ ～９００ ｍ ０ ～１０００ ｍ ０ ～１１００ ｍ ０ ～１２００ ｍ ０ ～１３００ ｍ

２００７ B４２０ b５２０  ６２０ 创６８０ c７４０ %
２００８ B４２０ b４６０  ５２９ 创５９８ c６８７ %
２００９ B３５３ b３８６  ４４４ 创５０２ c５７７ %
２０１４ B３４６ b３６６  ３８６ 创４１４ c４３２ %

1．2　施工成本增加
从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４ 年，全国劳务人员缺乏以及

施工队伍之间的招聘竞争，导致人工成本大幅度增
涨（参见表 ２）。 另外地层愈复杂、孔深设计愈深以
及施工质量的严格监控，在很大程度上迫使施工队
伍加大生产投入，购买、更换管材、设备，使用优质的
冲洗材料，从而提高施工水平，增强施工效益。 然而
受国内行业环境与管理模式的影响，技术改进的投
入与生产效率的提高不成正比，未达到理想效果。
反而在摸索之中，几经触壁而影响了成本。

表 ２ 山东某施工队伍不同年度不同岗位工资

年度
不同岗位月平均工资／元

工人 班长 机长

２００９ �１８００ 9３０００ w４２００ 葺
２０１１ �２４００ 9３８００ w５４００ 葺
２０１３ �２８００ 9４２００ w６０００ 葺
２０１４ �３３００ 9５８００ w７１００ 葺

从表２可以看出，施工人工费用２０１４年较２００９
年增长近 １倍。 由此及其他费用，可见一斑。

总之，钻探行业在政策与市场的主导下，将持续
处于成本居高不下、价格稳降不升的恶劣外部环境。
行业要在“夹缝”中求生存与发展。 因此，在低代价
引入提升生产效率的技术的同时，控制自主施工成
本是关键。 从自身管理方面抓起，扩大本是“利润”
的部分，减少浪费、避免重复开销，将管理进一步正
规化、合理化、科学化。

2　目前钻探项目成本管理存在的问题
2．1　管理概念模糊，可实施性较差

目前，多数钻探公司为节本提效引进项目管理
系统。 但由于缺乏相应的管理人才以及熟知行业、
管理、财务等综合型人才，成本管理模式仅限于确定
成本管理目标，却无严格、具体的管理流程；有详细
的组织形式，却未规定相应人员的管理职能；有具体
的考核要求，却无可行性的落实措施；有粗浅的数据

归拢、整理，却无专业科学的分析、指导。
2．2　管理脱节问题严重

一方面，成本管理是一项复合性工作，需要全员
参与、相互配合，工程、材料、财务、技术任何一个环
节出现纰漏，都会造成项目成本的损失。 而现实中，
成本管理往往被认为只是工程施工处的职责或者是

财务人员核算的职能。 技术部门毫无成本责任，在
制定施工方案时不能根据实际施工情况做出调整；
材料部门不能及时对材料进行价、质、量的统计分
析，没有择优选取、杜绝浪费、降低材料成本投入的
概念；财务部门做的是账账核实工作，费用与支出的
整理、统计、分类、分析不够，无法起到数据经验的作
用。 另一方面，成本管理应贯穿于整个项目全过程。
对于钻探项目，从招投标工作开始，历经施工过程、
工程交付、结算完全，终止于项目分析报告的完成。
目前，钻探施工的项目管理仅重视于施工控制。 前
期，投标报价缺乏成本收集与科学的估算，导致多数
项目开展后低于公司预计盈利点。 没有详细的成本
计划，成本控制缺乏明确目标，分不清主次因素，导
致控制措施舍本求末，背道而驰。 另外成本分析、总
结的忽视，造成管理经验的浪费，丧失了对项目管理
改进的推动作用。
2．3　忽视工程质量成本、进度成本等的管理与控制

长期以来，我国钻探施工行业未能充分认识质
量、进度与成本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习惯于强调工
程进度，而对工程成本与质量重视不够。 质量、进
度、成本作为一个项目的三大要素，其关系是紧密相
连、密不可分的。 一味的追求进度，忽视质量的监控
往往会因质量不达标而造成返工、甚至报废。 为减
少成本投入，材料准备不充足，导致进度延后，合同
纠纷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3　钻探项目成本管理特点
（１）成本受自然环境影响较为严重。 钻探属于

地下施工，不可见因素很多。 实际生产过程，仅能参
照粗略的地质资料，以“遇事处理”的方式进行施
工。 地层软硬、破碎程度对成本影响很大。 另外，海
拔、气候等影响了人员的工资；水源情况决定了用水
方式；基础设施交通与电力情况决定了运输成本与
燃料成本等。

（２）无阶段性工程，工程以达到地质要求为基
准来判定结束。 视岩矿心的采取为主体工程，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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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报表等资料的填写及钻孔轨迹分布为附属性工

程。 工程要求、标准模棱两可，地质要求“软性规
定”较多，工程实施多变化，工期不定等。

（３）施工地点偏僻，交流渠道不便，导致管理实
施缺乏有效的监管和推动。 信息传达的滞后，往往
造成管理工作的被动。

（４）组织机构多为生产区域制，虽保证了管理
体系的集中统一，又在各级行政负责人的领导下，充
分发挥各专业管理机构的作用。 但职能部门之间的
协作和配合性较差，许多工作要直接向上层领导报
告请示才能处理，造成办事效率低。

（５）市场管理不成熟，无法形成外部监督。 行
业内部缺乏监控，管理混乱、恶意竞争激烈。

4　成本管理实施各环节重点工作解析
项目成本管理应该在保证工期和质量满足要求

的前提下，采用相应的管理措施，将成本控制在计划
范围内，并应进一步寻求最大程度的成本节约。 因
此成本管理工作应在成本预测、成本计划、成本控
制、成本核算、成本分析、成本考核等 ６ 个环节着重
下功夫，将每个环节的重点工作详细解析，落实透
彻。 图 １为成本管理 ６大环节关系图。

图 １ 成本管理六大环节关系

六大环节以成本计划为重点，也是开展项目成
本管理的关键。 但成本管理中的每个环节都是必不
可少，他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 成本预测
是成本计划的前提，是实施项目成本管理的基础。
成本控制的主要依据是成本计划，是对成本计划实
施的控制与监督。 成本核算与分析是对成本计划实
施的最后考验以及实施后的总结，它所提供的成本
信息又对下一个项目成本的预测和计划提供基础资

料。 成本考核是成本计划实施的动力，也是推进项

目成本管理的最主要手段之一。
4．1　成本预测

从接受招标信息开始，到投标文件递交结束。
主要工作是通过各种渠道收集项目信息，尤其影响
成本变化较大的施工环境与施工对象。 针对施工重
点与难点，确定多个施工方案。 结合企业定额，计算
各施工方案成本。 之后从多个施工方案中选取成本
低、效益好的最佳成本方案。
4．2　成本计划

发生在中标之后，项目开始之前。 重点采用
ＡＢＣ分析法确定主要成本因素，预算各种费用的明
细，提出针对性的控制措施，规划各管控人员监管范
围，确定职责以及执行流程与奖惩标准。
4．3　成本控制

从项目启动开始，至项目交付甲方，项目结算完
成结束。 重点采用 ＰＤＣＡ管理模式，参照成本计划，
在对比过程中不断查找问题、从实际出发持续改进，
落实动态化管理。 另外，项目结束后市场的跟踪与
拓展也是此阶段的重中之重，它间接影响了下一个
项目的实施。
4．4　成本核算

发生于项目结束后，终止于成本考核之前。 主
要工作将项目实际费用分类核算，重点是将公司管
理费与机台生产费用严格区分。 在成本考核之前予
以公示，确保无人提出异议后，进行项目分析环节。
4．5　成本分析

审查主要成本因素，探明与计划出入较大的原
因。 会同技术、材料、工程、财务等部门代表分析原
因，认定责任归属，形成总结性资料，以作为成本考
核依据之一。
4．6　成本考核

根据分析总结，对照成本计划，落实成本各负责
人奖惩结果。

5　钻探项目成本管理实例
山东省招远矿区 Ａ 地质孔，设计为直孔，孔深

为 ２０００ ｍ。 工程单价 ６３０ 元／ｍ。 地层以硬岩为主，
属于易于施工地层。 因项目未经过招投标，成本预
测过程省略。 由于项目管理在公司属于新生事物，
需要尝试、探索而走向成熟。 因此此次试行的成本
管理措施是重点研究该项目的成本计划与成本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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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成本计划
5．1．1　成本管理实施总纲与细则的确定
5．1．1．1　成本管理总纲

（１）确定了“控制成本、锁定利润、节约归己、超
支自付”的项目成本管理核心理念；

（２）标明了“工人得实惠，公司谋发展”的管理
意图；

（３）落实了“时时追踪、时时监控、时时落实”的
项目成本管理执行原则。
5．1．1．2　成本管理细则

（１）确定项目实施人员以及项目成本管理人
员：项目实施人员（机台满编人员）为 １６ 人，人员选
取优先考虑业务能力强、熟练程度高的；成立以机
长、材料员、炊事员为主，全员（项目实施人员以及

分管经理）参与监督的项目成本管理小组，明确了 ３
个主要管控人员互不干涉的原则。

（２）确定了人员工资的组成为基础工资＋绩效
工资。 确定了各岗位人员奖惩系数。

（３）确定了项目成本管理实施的表格文件，如
枟备用金花销明细总表枠、枟仓库材料领取台帐枠、枟机
台伙房公示表枠等。

（４）确定核算追控周期为每月一次。 视项目实
施情况，可适当增加跟踪分析次数。
5．1．2　施工方案的确定

根据多年的施工生产经验，按照施工环境设定
平均生产消耗，进行不同工期生产花销的预算（参
见表 ３）。

表 ３ Ａ 孔不同工期项目的花销分析 万元

序号 名称
工期

４ 个月 ５ 个月 ６ 个月
备　　　注

１　 预计合同总价 １２６ 揶１２６ 适１２６ 抖
２　 项目管理成本 １００ 揶１００ 适１００ 抖按终孔深度 ２０００ ｍ 计算

３　 项目预计成本
８９ 崓．５５ １０３ 崓．０８ １１６ y．６１ 以柴油为动力

８２ 崓．４３ ９４ y．１８ １０５ y．９２ 常电带动

３  ．１ 管材摊销 ８ 抖８ ⅱ８ 帋４０ 元／ｍ 摊销
３  ．２ 机台设备折旧 ４ 抖５ ⅱ６ 帋１ 万／月

３  ．３ 工资
绩效 ２２ 崓．５６ ２２ y．５６ ２２ e．５６
基础 １５ 崓．２８ １９ 崓．１ ２２ e．９２ ３ �．８２ 万元／月

３  ．４ 生活费 ２ y．４９ ３ e．１２ ３ Q．７４ １３ 元／天／人，３０ 天／月

３  ．５
材料
费用

冲洗液 ６ 抖７ y．５ ９ 帋根据多个钻孔施工预计冲洗液花销 １ 噜．５ 万／月
钻头 ２ 崓．５ ２ y．５ ２ e．５ ４０ ｍ／个；５００ 元／个
扩孔器 ２ 崓．４ ２ y．４ ２ e．４ ５０ ｍ／２ 个，３００ 元／个
其他材料 ４ 抖５ ⅱ６ 帋１ 万元／月，主要为轴承、钻机配件、泥浆泵配件、内管等

３  ．６
动力
费

３ 靠．６．１ 柴油 １４ 崓．３２ １７ y．９０ ２１ e．４９ 钻机，泥浆泵等功率近 ９０ ｋＷ，因此采用柴油发电机组为
１２０ ｋＷ，耗油 ９ Ｌ／ｈ，柴油 ６５８０ 元／ｔ

３ 靠．６．２ 电费 ７ 崓．２ ９ ⅱ１０ y．８ 机台预计月用电量 １５０００ ｋＷ· ｈ，电价 １ R．２ 元／（ｋＷ· ｈ）
３  ．７ 其他杂项 ８ 抖１０ 抖１２ ⅱ２ 万元／月，钢丝绳、液压油、黄油、机油、小五金等

（１）根据表 ３ 分析，钻探项目成本受进度影响
较大。 施工方案应根据项目的预算，结合矿区平均
机台生产效率（机台平均台月效率 ６００ ｍ）确定。 计
划施工工期为 ４个月。

（２）对比两种动力模式，使用常电的成本相较
柴油节约近一半，确定动力模式为常电（要额外付
出 １．８万元的变压器使用费）。

（３）除工人工资外，材料费用对成本影响较大。
确定大型材料由资产科管控，小型材料自行购买的
后勤供应模式。

（４）避免冲洗液材料费用投入过大，确定 饱９５

ｍｍ孔径钻至 １２００ ｍ，下入饱８９ ｍｍ 套管隔离 １１４０
ｍ处的构造破碎带。
5．1．3　成本控制规划

采用 ＡＢＣ分析法分析各生产成本因素。 根据
业务专长，确定各管控人员职责，划分材料员、机长
以及炊事员的成本控制范围。 简单来说，材料员主
要控制材料成本，包括冲洗液材料、其他材料的费
用；机长控制进度成本，主要是与进度密切相关的人
工费以及燃料费；炊事员控制生活费。
落实监督程序：任命分管副经理为项目的监督

执行人与审查人，主要审查材料员采购程序与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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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合规，审查机长工作能力与工作积极性，并在一
定程度上为项目提供技术支持与决策参考。 规定生
活费用如实、及时公示，接受机台全员监督。
规定了除工资、折旧、管材摊销外其他费用的支

出限额，提出了各费用的支出控制措施，明确支出审
批制度。
规定了工资发放原则：根据施工进度计划完成

情况确定。
规定了成本控制奖惩内容及标准。

5．2　成本控制
（１）按照成本计划中的各费用分类进行费用归

拢，审核。
（２）与计划进行对比，找出差异点，会同相关部

门查原因。
（３）提出解决措施，并进行可执行性的审核。

例如，在此项目第一个月的追踪中，钻头平均寿命为
３０ ｍ，远远低于计划的 ４０ ｍ，严重制约了生产进度，
造成进度成本超支 １０％。 在综合考虑进度、成本
后，提出扩大供方，并从技术统计的基础上择优选
取。 整改执行需要资产科与工程处以及技术科共同
参与。
5．3　成本核算

Ａ孔最终经历了近 ６ 个月的施工时间，顺利终
孔。 终孔后根据枟项目管理实施办法（试行）枠，汇合
后勤供应处以及财务部门等对该项目进行了核算，
核算结果见表 ４。

表 ４ Ａ孔最终成本核算 万元

施工时间 ２０１４  ．５．１９—２０１４．１１．１７

最终孔深 １８９４ ｍ（其中 饱９５ ｍｍ 孔深为 ９３７ 腚．２４ ｍ）
工资 ４４ p．５７ 折旧 ５ 帋．０９
生活费 ３ p．１２ 管材摊销 ６ 帋．６３

材料费用 ２５ p．２８

冲洗液 １３ 帋．６０
钻头 ３ 帋．８０
扩孔器 １ 帋．６０
其他材料 ６ 帋．２８

动力费 １１ p．１０
电费 ７ 帋．５０
增压器采购费 １ 帋．８０
变压器使用费 １ 帋．８０

其他杂项 ２０ H．３２（劳务纠纷赔偿 ２．６ 万元）
总计 １１６ %．１１

5．4　项目分析
（１）钻孔结构的更改是导致成本增加的主要因

素。 由于套管下入深度未达到隔离构造破碎带的目
的，后期冲洗液投入巨大，且因孔壁不稳造成孔内事
故，延长了施工工期。

（２）其他杂项的投入过大，一方面是因为事故
处理，增加了一些机械器具的耗损；另一方面是由于
机长对外协调能力欠缺，增加了可避免的赔偿。

（３）冲洗液材料、钻头等对施工进度影响很大。
在施工过程中，应注意标记、比较，为以后的项目实
施提供借鉴。

（４）项目监督体系过于薄弱，审查人无法时时
监督，形成隐形的震慑力。
5．5　项目考核

根据成本计划与相关规定落实项目各责任人的

考核，进行经济奖惩。

6　结语
（１）钻探项目成本管理应该吸取建筑工程项目

管理的经验，在综合考虑行业特殊性的前提下，尝
试、探索而后走向成熟。

（２）人作为一切事务的主导者，钻探行业应大
力吸收具有管理、经营经验的人才进入。 综合型人
才将是行业下一步培养的重点对象。

（３）面面俱到的公开、准确的沟通，及时的分析
指导以及严格谨慎的执行，是钻探成本管理的四把
“利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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