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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水电工程招投标过程中的人工费价差风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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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型水电枢纽工程建设具有规模大、范围广、周期长、投资多的特点，在漫长的建设过程中面临的风险因素多，而其

中人工费上涨则是令业主和投标人都很烦恼的因素。因此，如何在招标阶段尽量规避或减轻这种风险对工程建设的影响是

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通过研究目前国内大型水电工程招标文件中关于人工费价格调整公式的规定，仔细分析了公式中基

数、权数和指数存在的风险因素，对招投标双方如何尽可能减轻和规避这些风险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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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的提出
大型水利水电枢纽工程建设具有规模大、范

围广、周期长、投资多的特点，在漫长的建设过程

中面临的风险因素多，而其中人工费上涨则是令

业主和承包商都很烦恼的因素。特别是近几年

来，由于国际国内环境影响，物价波动幅度过大，

导致农民工工资涨幅巨大，众多水电站项目的主

要承包人均反映人工费价格调整幅度不足。如何

在招标阶段尽量规避或减轻这种风险对工程建设

的影响是一个急待研究解决的问题。

２　水电工程人工费价格调整公式
目前，大型水电工程人工费价格调整公式大

同小异，归结起来可以用以下公式表示：

Ｑ＝Ｐ×Ａ×Ｋａ
式中　Ｑ为人工费价格调整金额（元）；Ｐ为价格
调整年发包人支付投标人的分类工程合同价款

（元）；Ａ为人工费权重，简称“权数”；Ｋａ为人工
费价格指数，简称“指数”。

其中，多数工程招标文件中规定：Ａ由投标人
上报并经发包人评定；Ｋａ由发包人确定。

通过以上公式，我们可以用来分析招投标过

程中的人工费价格调整风险。

３　人工费价格调整风险分析
３．１　指数之争

目前，对于人工费价格调整的主要分歧在于

承包人认为公式中的调差指数不足，不能满足日

益上涨的人工费需求。而通过分析后得知：这种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１２０８

不足产生的原因其实既有发包人的责任，也有投

标人的责任。

在合同签定之初，发包人为规避风险，往往在

招标文件中规定指数 Ｋａ由发包人确定。但如何
确定却又不予以明示。在笔者目前遇到的水电工

程项目中，至少已经有不少于三类指数 Ｋａ的确
定方式。有的采用“全国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实际

指数”，有的采用“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ＣＰＩ）”，还有的则是根据以上两者结合起来采用
一个折算的人工费价格指数，具体指数又由于折

算方式不同而不同。比如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

可再生能源定额站在计算人工费价格指数时，采

用的是在ＣＰＩ基础上考虑平均工资指数上涨率的
２０％进行计算；而国内某大型电力集团则是采用
在 ＣＰＩ基础上考虑平均实际工资指数上涨率的
３０％进行计算。总之，计算方式层出不穷，从而让
投标人在投标时有无所适从之感。须知，根据国

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以２００５年作为计算基期年
为例，到２０１０年，全国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实际指
数为１８０．２７％，即上涨了８０．２７％；而同期工资价
格指数（ＣＰＩ）上涨仅为１４．５５％。如此悬殊的数
值差异，都有可能作为人工费价格调整公式中的

Ｋａ，那么，叫投标人如何将其中的风险因素考虑
到投标报价中呢。因此，几乎所有投标人在投标

时都根本没有考虑这方面风险，也没有在招标答

疑时对此提出疑问，所有投标人都心照不宣的是，

中标以后如果发生人工费实际增长大于调差幅度

再行申请补偿，因此也就造成了目前人工费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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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的“指数之争”。这个问题的根源其实就在

于发包人想将投标人根本无法估算的风险转嫁给

投标人，而投标人的应对策略就是完全不接受。

３．２　权数之误
人工费价格调整公式中的权数 Ａ根据招标

文件规定多属于由投标人上报，评标委员会评审，

发包人认定。表面上看，这个权数经过了双方认

可、专家审查，似乎不应该有什么问题才对。但在

工程项目的实际管理过程中往往发现，正因为对

权数Ａ的忽视，给业主和投标人双方都带来许多
意想不到的风险。下面举一个例子进行说明。

在某水电站建设过程中，对于商品混凝土供

应采用了集中拌制、统一供应的方式，混凝土拌和

楼采用单独招标方式选定承包人。但拌和楼的承

包人和实体工程项目承包人为不同单位。而在混

凝土拌和楼的招标文件中，对拌和楼运行过程中

的人工费价格调整公式作了以下规定：

Ｑ＝Ｐ１×Ａ×Ｋａ
式中　 Ｐ１为价格调整年按混凝土供应合同价格
和监理人审定的工程量计算，结算给投标人的合

同价款。

根据混凝土供应合同，混凝土拌制单位将商

品混凝土按不变合同价２００元／ｍ３供应给实体混
凝土项目施工单位，而拌制单位上报的混凝土拌

制费用为１８元／ｍ３，其中人工费约为２元／ｍ３，因
此人工费权重Ａ为１１％（这与大多数混凝土工程
项目的人工费权重基本一致），发包人经评审后

也认定无问题。

在工程实施过程中，尤其是当施工年份达到

一定年份以上问题就出来了。发包人发现：按混

凝土供应合同价格和人工费权重计算出来的人工

费价格调整基数比混凝土拌制费还高。投标人拌

制１ｍ３混凝土的拌制费仅为１８元／ｍ３，而其中人
工费价格调整基数 ＰＡ为２００×１１％ ＝２２元／ｍ３。
作为拌制费组成中一部分的人工费比整个拌制费

还高，其中的错误显而易见。

３．３　基数之殇
人工费价格调整基数本质上应是公式中Ｐ×

Ａ部分。在Ａ已明确，Ｐ仅仅是合同结算价款，那
么这两者之间的结合还会有什么问题吗？

笔者认为，在目前国内水电建设过程中的人

工费价格调整基数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个“先天不

足”问题，即基数ＰＡ与指数Ｋａ不配套。因此，即
便单看ＰＡ和Ｋａ没有任何问题，但两者一结合起
来就会出现问题，举例如下：

某水电站工程地下厂房项目２００５年初招标，
招标文件规定将 ２００５年作为价格基期年，从
２００６年起开始进行人工费价格调整，价格调整指
数Ｋａ采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在岗职工平均
实际工资指数。该项目施工期为５年，至２０１０年
各年价格调整指数如表１所示。

表１　人工费价格指数统计表

项目
年　　　　份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实际工资

指数
１ １．１２８１．２９９５１．４４２４１．５９５３１．８０２７

　　该项目经过公开招标后，中标人的投标人工
预算单价如表２所示。经考察，该价格水平与行
业平均价格水平有一定差异。为便于对比分析，

将行业水平和投标水平在表２中进行对比罗列。
　　　表２　行业水平与投标水平对比表 ／元·工时 －１

名称 行业水平 投标水平

高级熟练工 １０．３６ ６．５８
熟练工 ７．７１ ５．４９
半熟练工 ６．１１ ４．７３
普工 ５．０１ ４．２６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招投标过程本身就
是一个竞争的过程，投标人在综合考虑自己企业

生产工效、劳动水平的情况下，在人工预算单价上

相对于行业水平有一定程度的下浮，这种做法可

以视为投标人为获取中标所作出的让利，是完全

合理的，并不违背任何法律规定和合同条款。但

是，正因为这种让利情况的存在，在建设年份较

长、人工费增长幅度较大的情况下，虽然让利幅度

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两者之间差额的绝对值却

逐年扩大了（表３）。
从表３可以看到，以２００５年为价格调整基准

年，投标人工预算单价相对于行业水平的让利幅

度从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１０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让
利的绝对数值却逐年增长，到２０１０年已经接近翻
倍。这也就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承包人总认为

Ｋａ值偏小了。实际上不一定是 Ｋａ值偏小，而是
先天不足，后天不仅没有弥补，反而将这种“不

足”按比例有条不紊的放大了。而这种让利“幅

度”不变“绝对值”却逐年扩大的风险，显然是投

标人在投标时忽略了的。如果说在社会物价稳

定、工人工资增长速度较慢的施工周期环境下，这

袁　轩等：大型水电工程招投标过程中的人工费价差风险研究 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１５４　　 　ＳｉｃｈｕａｎＷａｔｅｒＰｏｗｅｒ

表３　行业水平与投标水平调差前后对比表

名称
基期年（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６年

行业水平 投标水平 让利绝对值 让利幅度 行业水平 投标水平 让利绝对值 让利幅度

高级熟练工 １０．３６ ６．５８ ３．７８ ３６．４９％ １１．６９ ７．４２ ４．２６ ３６．４９％
熟练工 ７．７１ ５．４９ ２．２２ ２８．７９％ ８．７ ６．１９ ２．５ ２８．７９％
半熟练工 ６．１１ ４．７３ １．３８ ２２．５９％ ６．８９ ５．３４ １．５６ ２２．５９％
普工 ５．０１ ４．２６ ０．７５ １４．９７％ ５．６５ ４．８１ ０．８５ １４．９７％

名称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行业水平 投标水平 让利绝对值 让利幅度 行业水平 投标水平 让利绝对值 让利幅度

高级熟练工 １３．４６ ８．５５ ４．９１ ３６．４９％ １４．９４ ９．４９ ５．４５ ３６．４９％
熟练工 １０．０２ ７．１３ ２．８８ ２８．７９％ １１．１２ ７．９２ ３．２ ２８．７９％
半熟练工 ７．９４ ６．１５ １．７９ ２２．５９％ ８．８１ ６．８２ １．９９ ２２．５９％
普工 ６．５１ ５．５４ ０．９７ １４．９７％ ７．２３ ６．１４ １．０８ １４．９７％

名称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行业水平 投标水平 让利绝对值 让利幅度 行业水平 投标水平 让利绝对值 让利幅度

高级熟练工 １６．５３ １０．５ ６．０３ ３６．４９％ １８．６８ １１．８６ ６．８１ ３６．４９％
熟练工 １２．３ ８．７６ ３．５４ ２８．７９％ １３．９ ９．９ ４ ２８．７９％
半熟练工 ９．７５ ７．５５ ２．２ ２２．５９％ １１．０１ ８．５３ ２．４９ ２２．５９％
普工 ７．９９ ６．８ １．２ １４．９７％ ９．０３ ７．６８ １．３５ １４．９７％

种绝对值扩大风险不怎么能看得出来，但在物价

上涨较快，工人工资增长速度较快的施工周期环

境下，这种潜在风险会逐年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上面价差调整公式中

Ｐ、Ａ、Ｋａ都没有任何问题的前提下，人工费价格
调整仍然存在一定风险了。

４　人工费价格调整风险分析
常规的风险应对策略一般有以下几种：风险

规避、风险转移、风险减轻和风险接受。笔者认

为：在处理招投标过程中的人工费价格调整风险

时，将以下几种策略综合运用非常有效。

４．１　明确风险归属
招投标阶段，在分析人工费价格调整问题时，

首先应明确的是其中各类风险的归属。作为发包

人，要清楚地认识到不能把一些无法预计的风险

转嫁给承包人，例如物价上涨风险，即上述公式中

的指数风险；而作为承包人，也应综合考虑自身投

标价格对于将来风险问题的作用和影响。例如，

在确定人工费下浮幅度时就不能只考虑当年的让

利幅度，还应结合人工费上涨情况下的让利绝对

值进行考虑，即上述公式中的基数风险应归于投

标人；而权数既然是由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进行

报价、发包人最终认定的，那么，其中的风险就应

由招、投标双方共同承担。

４．２　尽量减轻风险因素的影响
若要减轻人工费上涨风险对工程建设造成的

影响，招投标双方就应该预先有一定的应对措施。

作为招标人，在进行项目可行性研究时，就应该充

分考虑到建设周期中的物价上涨因素；同时，在评

标时，除了研究投标人报价外，还应仔细研究投标

人的各项目人工费权数，并以此作为评价投标人

报价是否合理的重要标志。而投标人为减轻自身

风险，一定要充分考虑到在物价上涨较快因素下

的投标报价策略并根据发包人的人工费价格调整

方式确定合理的人工费报价。

４．３　不可做不切实际的风险转嫁
对于风险转移策略的运用一定要慎重。作为

招标人，一定要清楚地认识到：想把物价波动的风

险完全转移给投标人在目前国内建筑市场环境下

不一定是行得通的。因此，在招标时，一定要对调

价原则和计算方式做出明确规定，不能以“由发

包人确定”几个字简单代替，否则让投标人无所

适从，最终还得发包人自担风险。而作为投标人，

也一定要作好诚实履约的心理准备，对于人工费

价格调整中的各种风险如果一律认定无论合同条

款如何规定都要按实补偿，而在投标时不作任何

防范的话，那么，当出现合同争议时，也极有可能

发生重大损失。

４．４　树立风险防范意识
最后，无论招标人还是投标人，都应具有一定

的风险意识，建立合情合理的调差方式，才是规避

或减轻风险的最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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