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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focuses	on	the	cost	control	and	benefit	evaluation	of	railway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to	conduct	in-depth	research,	
as	far	as	the	current	industry	situation	analysis,	it	is	necessary	to	find	out	the	cost	control	in	the	era	of	small	profit	as	soon	as	possible.	
The paper expounds the industrial policy and market trend, and points out the double pressure of railway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Belt	and	Road”	national	strategy.	Starting	from	the	basic	principle	of	cost	control,	the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multi-dimensional	strategies	such	as	internal	audit,	financial	management,	supply	chain	optimization,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oping	to	help	enterprises	effectively	reduce	operating	costs	and	improve	economic	benefits.	
In	the	construction	part	of	benefit	evaluation	system,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selection	and	weight	setting	of	evaluation	indicators	in	
detail, and provides guidance and suggestions for relevant enterprises through comprehensive full-tex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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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主要是围绕铁路施工企业成本控制与效益评价展开深入研究，就目前的行业现状分析而言，必须尽快找出在微利时代
下的成本控制。论文阐述了行业政策与市场趋势，指出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影响下，铁路施工企业面临的双重压力。
从成本控制基本原理出发，论文又探讨了内部审计、财务管理、供应链优化、施工技术创新及数字化转型等多维度策略，
希望能帮助企业有效降低运营成本，提升经济效益。在效益评价体系构建部分，论文详细说明了评价指标的选择与权重设
定，通过综合全文分析，为相关企业提供了指导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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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面对国家投资结构调整及“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

时，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心持续落在交通通信与城市基础

设施上。根据规划，“十三五”期间，基建投资的关键领域

锁定在铁路城轨与民航项目上。在这一背景下，建筑施工企

业的准入门槛降低，资质放宽后涌入市场的参与者越来越

多，导致铁路施工企业遇到了很多问题，行业整体步入微利

时代，经营效益受到挤压。

如今，在铁路施工领域，各家企业之间的较量愈发激烈。

虽然国家和地方对铁路基础设施的投资已接近饱和，但由于

新项目稀缺，仍有不少公司陷入无工可开或开工率低下的困

境。在企业的运营中，成本控制是节流利器。要问铁路施工

企业如何在资金链不至断裂的同时，还能在竞争白热化的市

场中稳固地位，其关键就在于成本控制。

要想在资金管理上游刃有余，企业必须采取多元策略。

强化内部审计保证财务透明，杜绝任何资金浪费；优化供应

链管理，利用谈判的方式获取更优惠的原材料价格，同时采

用先进的施工技术减少材料损耗。提升施工效率，缩短工期，

可以降低人力成本与设备租赁费用，丰田生产系统（TPS）

就是根据“准时制”（Just-In-Time, JIT），才大幅削减库存

成本，提高资金周转率。

企业应积极拥抱数字化转型，利用大数据分析预测成

本波动，智能调度资源实现精准成本预算。基于云计算的成

本管理系统能实时监控开支，可以预警超支风险，辅助决策

层做出及时调整。铁路施工企业在成本控制上需多管齐下，

从精细化管理到数字化赋能，每一步都需精心布局，唯有如

此方能在行业洗牌中立于不败之地，实现可持续发展。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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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动态，掌握成本控制精髓，才是企业决胜千里的关键。

2 铁路施工行业现状分析

2.1 行业政策与市场趋势
在国家经济发展的大潮中，铁路施工行业如同一列高

速列车正穿越着时代的隧道，驶向新世纪。“一带一路”倡

议深入实施，中国“十四五”规划政策的春风为铁路建设吹

来了前所未有的新局势。数据显示，仅去年一年，全国铁路

固定资产投资就达到了 8000 亿元，创下历史新高，为行业

注入了一剂强心针，让无数铁路施工企业看到了希望的曙

光。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

的持续推进，铁路作为连接欧亚大陆的“钢铁丝路”，这一

趋势催生了庞大的市场需求，也为铁路施工企业带来了前所

未有的发展机遇。

随着科技进步与工业 4.0 浪潮的到来，铁路施工行业正

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智能化、绿色化成为行业发展的关

键词，无人驾驶列车、智能轨道检测、绿色建筑材料的应用，

以及大数据、云计算在项目管理中的融合，正逐步改变着铁

路施工的传统模式，提高了施工效率降低成本，同时也对环

境保护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机遇与困难相辅相成，面对全球

疫情的不确定性、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等问题，铁路施

工企业需要拥有更强的适应力。

在资金链方面，融资渠道的多元化与金融工具的创新，

为铁路施工企业拓宽了空间，但同时也增加了资金管理的复

杂性。国际合作与区域一体化的趋势，为铁路施工企业开辟

了更广阔的市场，但也带来了文化差异等方面的问题。企业

需增强跨文化沟通能力，熟悉并遵守当地法律法规 [1]。

2.2 铁路施工企业面临的挑战
光鲜的数据背后，都会伴随着行业竞争。近年来，资

质放宽、门槛降低，吸引了大量资本涌入，使得原本就紧张

的市场更加拥挤。据业内专家分析，目前市场上超过七成的

铁路施工企业面临着开工不足的困境，行业整体利润率下滑

至历史低点，可谓是“僧多粥少”。这种情况下，企业要在

技术、质量上进行比拼，还要在成本控制上下足功夫，否则

很容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边缘化。

2.3 成本控制的重要性分析
成本控制是企业生存的命脉，牵一发而动全身 [2]。在

资金链紧绷、利润率微薄的当下，谁掌握了成本控制的秘诀，

谁就能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占据主动。理论上讲，成本

控制能直接增加企业的利润空间，还能提升企业竞争力间接

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商机。有研究表明，对于一家铁路施工企

业而言，若能将成本降低 10%，则其净利润可能会提升近

20%。因此，成本控制是企业生存的必要条件，也是企业谋

求长远发展的关键所在。

成本控制在企业经营战略中能够直接增加企业的利润

空间，还能够提升企业的整体竞争力，间接地为企业开拓更

多的商业机会，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经济增长模式。

当企业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提供相同质量的产品或服务

时，其利润空间自然会得以扩大。直接的经济效益为企业提

供了更多的资金用于再投资、研发创新或是市场拓展，增强

了企业的市场地位。但从更深层次的角度分析，成本控制所

带来的间接效益同样不容小觑。在市场竞争激烈的今天，成

本优势能转化为价格优势，使企业在定价策略上更灵活。企

业可以利用成本控制所节省下来的资源，制定更具吸引力的

价格政策，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扩大市场份额。成本控制可

以提升企业的品牌形象和市场口碑，因为高性价比能赢得消

费者的青睐，促进口碑传播，吸引更多的潜在客户。

3 成本控制策略

3.1 成本控制的基本原理
成本控制可以彰显出企业的实力，在铁路施工行业，

成本控制不仅仅是简单的收支平衡，而是涉及企业战略的综

合艺术。成本控制的基本原理在于预算编制，因此每一个环

节的疏漏都可能导致成本的失控 [3]。成本控制的目标是将成

本控制在最优化的水平，即在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

下，尽可能降低不必要的开支。在实践中，这意味着企业需

要具备敏锐的市场嗅觉，预判原材料价格波动，灵活调整采

购策略，同时加强内部流程管理，减少浪费提高效率。

3.2 内部审计与财务管理
内部审计与财务管理可以研判使得资金的流向清晰，

使用合理。定期的财务审查堪称企业财务健康的一道防火

墙，不仅能够及时找出账目中不明支出、收入不符等问题的

异常情况，还能深入分析预测财务风险，现金流紧张、债务

过高或资产减值等都不在话下。在持续的财务监控下，企业

能够迅速响应，采取补救措施，避免小问题演变成大危机。

更重要的是，定期审查可以帮助企业建立并完善内部控制机

制，提高财务透明度，增强投资者和利益相关者的信心，从

而维护良好的企业信誉，为长期稳定发展奠定财务基础。在

财务管理方面，可以采用先进的会计信息系统，实现财务数

据的实时监控分析，可以大幅提升资金的使用效率，避免资

金的闲置或过度占用，保证资金链的稳定。

3.3 供应链优化与资源调度
供应链的优化与资源调度，则是成本控制的另一把利

剑。高效的供应链管理意味着企业能以更低的成本获得高质

量的材料，包括与供应商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还包括

通过集约化采购降低单价。在资源调度方面，采用先进的项

目管理软件，合理安排人员、机械和物资，避免因资源配置

不当导致的额外成本。

3.4 施工技术的革新
模块化施工、3D 打印技术，以及 BIM（建筑信息模型）

等新技术的应用，提高了施工效率，还减少了材料浪费，降

低了人工成本。技术的应用好比给企业插上了翅膀，使其在



130

财经与管理·第 08卷·第 07 期·2024 年 07 月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飞得更高，走得更远。近年来，3D 打印

在铁路施工领域的研究越来越多，特别是在定制化构件制造

和现场快速修复方面，影响巨大。利用 3D 打印技术，可以

现场制作复杂的混凝土结构件，如此一来就可以提高施工效

率，还能减少材料浪费，降低运输成本。除此之外，3D 打

印还可以快速修复受损的轨道部件，无需等待长时间的配

件供应，大幅缩短了维修时间。因此，这种创新技术的应

用，也标志着铁路施工正朝着更加高效、环保和智能的方向

发展。

3.5 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是新时代成本控制的加速器，利用云计算、

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企业可以实现对成本的精确

预测，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例如，基于大数据的预测模型，

可以分析历史成本数据，识别成本控制的关键因素，制定更

为精准的成本控制策略。数字化工具还可以优化项目管理流

程，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降低管理成本。

在成本控制的征途上，企业需要不断探索，勇于创新，

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 [4]。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每

一步都需谨慎，每一次决策都关乎企业的命运。只有掌握了

成本控制的利器，企业才能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驾驭风险

把握机遇，最终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4 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4.1 效益评价的理论框架
在构建效益评价体系的过程中，理论框架是基石，评

价指标是衡量标尺，权重设定则是决定评价公正性的砝码，

这三个环节相辅相成。

效益评价以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为支撑，融合了成本

效益分析、价值创造理论、战略管理思想等多种理念，构建

了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评价体系。效益评价不应局限于短

期的财务表现，而应着眼于企业的长期发展，综合考量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具体来说，要从盈利能力、运

营效率、市场竞争力、社会责任履行以及环境保护等多个角

度，全面评估企业的综合效益，这样得出的评价结果才能更

加全面。

4.2 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是效益评价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可以映射

出企业效益的各个方面。在铁路施工企业中，评价指标应涵

盖财务指标、运营指标、市场指标和社会指标四大类。财务

指标包括但不限于利润率、成本控制效率、资产负债率等，

用于评估企业的财务健康状况；运营指标如项目完成率、安

全生产记录、技术创新投入等，反映企业的运营效率和管理

水平；市场指标如市场份额、客户满意度、品牌影响力等，

衡量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社会指标则包括环保达标率、

社区贡献度等，体现企业对社会和环境的责任感，因此，各

个指标之间是相互补充的。

4.3 权重设定
合理的权重分配，能够确保评价结果的公正性。在设

定权重时，应遵循以下原则：一是根据企业战略目标和行业

特性，确定各指标的优先级；二是考虑指标间的内在联系和

外部环境的影响，避免权重设置过于主观；三是通过专家咨

询、数据分析等方法，量化指标的重要性，保证权重设定的

科学性。对于一家注重技术创新的铁路施工企业，技术研发

投入的权重要高于传统财务指标，而对于一家强调社会责任

的企业，社会贡献度的权重则会更高。

5 结语

在构建效益评价体系的过程中，文章深入探讨了其理

论框架、评价指标及权重设定，希望可以为铁路施工企业提

供一个全面、系统且客观的评估工具。理论框架作为根基，

可以看出多维度评估的重要性，其超越了财务数据，将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并重。评价指标作为衡量效益的

具体尺度，覆盖了财务、运营、市场和社会四大关键领域，

考量了市场地位与社会责任，形成了一套立体化的评价标

准。权重设定通过对不同指标重要性的精确量化，实现了评

价结果的公正，可以反映企业特定的战略重点，也能适应复

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使得效益评价能够与时俱进 [5]。

一个科学、合理的效益评价体系对于铁路施工企业而

言，不仅是业绩考核的工具，更是战略规划的指南。效益评

价体系能够帮助企业清晰地识别优势，促进资源的有效配

置，驱动创新与变革，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构建并

优化效益评价体系，是企业管理层非常重要的任务，对于提

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实现长远发展目标有很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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