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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struction	project	is	different	from	the	general	project,	the	time	requires	the	fastest	speed	to	complete,	to	achieve	its	established	
functions,	more	emphasis	on	the	timeliness	and	functionality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Attention	to	economy	and	sociality	will	be	
relatively	weakened.	Therefore,	 the	emphasis	of	performance	audit	evaluation	 is	different.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ush	
construction	projects,	this	paper	proposes	a	“four-effect”	audit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rush	construction	performance	based	on	
efficiency,	benefit,	effect	and	efficiency,	 in	order	 to	achieve	a	mor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rush	construction	performance,	
provide	a	basis	for	 the	performance	of	rush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d	enrich	the	theoretical	gaps	in	the	audit	evaluation	of	rush	
construction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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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抢建项目不同于一般项目，时间上要求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实现其既定功能，更加侧重于建设项目的时效性和功能性。对
于经济性、社会性等关注度相对会弱化。因此，对其进行绩效审计评价的侧重点也不一样。本文从抢建项目的特点出发，
以构建原则、构建思路为理论指导，提出基于效率性、效益性、效果性、效能性的“四效”抢建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
以期实现对抢建绩效较为全面的评价，为进行抢建项目的绩效什么提供依据，同时丰富抢建绩效审计评价的理论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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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抢建的主要目的是在短时间内恢复或增强工程设施的

使用功能。通常面临更为恶劣的外部条件，如恶劣天气、物

资短缺、地形受限等不利因素。同时，抢建对时间的要求极

为紧迫，必须迅速高效地完成。基于抢建的特殊性要求，对

其绩效审计评价不能只停留于或者侧重于经济性、效果性，

应更加突出其时间性和效能性。

2 构建原则

构建原则是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总体指导，原则的科

学性、指导性直接影响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1]。

2.1 全面性与针对性结合
全面性要求评价指标体系应尽可能涵盖抢建工作的所

有关键环节和要素，以确保评价的全面性和完整性。针对性

要求针对抢建工作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评价指标体系应突出

关键绩效指标，以准确反映抢建工作的实际效果。一是环节

梳理。通过文献研究、实地调研等方法，全面梳理抢建工作

的各个环节，包括物资筹备、人员调配、抢建施工、质量监控、

安全保障等指标，并进一步细化，确保无遗漏。二是关键指

标识别。在全面梳理的基础上，通过专家访谈、历史数据分

析等方法，识别出对抢建工作影响最大的关键环节和指标，

如抢建速度、物资供应效率、人员协同能力等。三是指标整

合。将全面覆盖的指标与关键指标进行整合，形成既全面又

突出重点的评价指标体系。

2.2 相关性与可靠性结合
相关性要求所设指标要与抢建工作的内容、目标和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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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紧密相关，避免无关指标参与评价，确保评价的准确性和

针对性。可靠性要求评价指标的数据来源应可靠、准确，评

价方法应科学、合理，以确保评价结果的可信度和说服力。

一是指标筛选。严格筛选与抢建工作目标和要求紧密相关的

指标，排除那些与抢建工作无直接关联或关联度较低的指

标。二是数据来源审核。确保评价指标的数据来源可靠、准

确。对于无法直接获取的数据，应通过合理的估算或预测方

法进行补充。三是评价方法验证。采用科学、合理的评价方

法对指标进行量化，如采用比率分析、趋势分析、对比分析

等方法，并通过实际案例验证评价方法的可行性和准确性。

2.3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定性指标要求用于描述和评价抢建工作的非量化方面，

如组织协调能力、质量管理、人员士气等。这些指标虽然难

以直接量化，但对于全面评价抢建工作的绩效具有重要意

义。定量指标要求用于衡量和评价抢建工作的可量化方面，

如抢建速度、物资消耗率、设备完好率等。这些指标具有明

确的数据支撑，能够直观反映抢建工作的实际效果。一是指

标分类。将评价指标分为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两类，明确各

自的评价内容和标准。二是合理搭配。根据评价目的和对象

的特点，合理搭配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对于难以量化的方

面，如组织协调能力、人员士气等，采用定性指标进行评价；

对于可以量化的方面，如抢建速度、物资消耗率等，采用定

量指标进行评价。三是综合评价。将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的

结果进行综合分析集成，形成全面的评价结论。

2.4 可操作性与可理解性结合
可操作性要求评价指标体系应易于操作和实施，所需

数据和信息应易于获取和分析。同时，评价指标的计算方法

和标准应明确、具体，以便审计人员和相关管理人员能够准

确理解和应用。可理解性要求评价指标体系应清晰明了，便

于理解和使用，以便大家能够广泛接受和认可评价结果。实

际操作步骤：一是指标明确化。确保评价指标的名称、定义

和计算方法等清晰明了，避免使用过于专业或晦涩的术语。

二是简化计算方法。尽量采用简单、易懂的计算方法，降低

评价体系的操作难度。对于复杂的计算方法，应提供详细的

说明和示例。三是解释说明。对评价体系进行阐释和说明，

使审计人员和相关管理人员能够准确理解和应用评价体系，

提高评价的效率和准确性。

3 构建思路

在构建指标体系时，从绩效审计内容的角度进行分析，

遵循“纵向逐级分解、横向考虑影响、综合进行集成”的思路，

既考虑了目标的层次性和具体性，又考虑了各指标之间的相

互关系和影响，最终进行综合集成，形成指标体系 [2]。

3.1 纵向逐级分解
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从影响抢建绩效因素的角度入

手，逐层次进行分析。一是明确总目标。明确整个系统或项

目的总目标。这个总目标是指标体系建立的出发点和归宿。

二是分解总目标。将总目标按照逻辑关系和层次结构逐级分

解为子目标。每个子目标都应该是总目标的一个具体方面或

组成部分。分解过程可以继续进行，直到得到足够具体、可

操作的指标为止。三是确定指标。对于每个子目标，确定相

应的指标来衡量其实现程度。这些指标应该是具体的、可量

化的，并且与子目标紧密相关。

3.2 横向考虑影响
在纵向分解的基础上，为避免同一指标反复出现，导

致指标缺乏独立性，影响指标体系建立，需对重复的指标进

行重要程度分析。一是分析指标间的关系。在确定了各个指

标后，需要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这包括指标之间的相互影

响、相互依赖、可能的冲突以及对上级指标的支撑度大小。

二是识别关键指标。在分析指标关系的基础上，识别出对总

目标实现起关键作用的指标。这些指标可能是整个指标体系

中的核心或瓶颈。三是调整和优化指标体系。根据指标关系

分析和关键指标的识别，对指标体系进行调整和优化，包括

增加或删除某些指标、调整指标的权重或重要性等级、修改

指标的衡量标准等。

3.3 综合进行集成
将经过纵向逐级分解和横向考虑影响后得到的指标整

合成一个完整的指标体系 [3]。确保各个指标之间逻辑清晰、

关系明确，且能够全面反映整体目标的实现情况。一是整合

指标。在整合之前，需要对所有初步筛选出的指标进行再次

审查，确保每个指标都符合评估目的和要求。剔除那些重复、

冗余或者与整体目标关联度不高的指标。将分类后的指标按

照一定的逻辑关系和结构进行组合，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二

是明确逻辑关系。明确各个指标之间的因果关系、递进关系

或并列关系。可以通过绘制指标关系图或指标网络图来直观

展示这些关系。三是全面反映整体目标。确保指标体系中的

每一个指标都与整体目标保持一致，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反映

整体目标的实现情况 , 可以通过对指标进行目标一致性检验

来确保这一点。

4 指标构建

基于以上构建的原则和思路，针对抢建的特点，从效

率性、效益性、效果性、效能性等四个方面内容，对其指标

体系进行构建。

4.1 效率性指标
效率性指标主要是从时间的角度分析影响因素 [4]，区

分抢建筹划和抢建实施两个阶段，确定论证决策效率、地理

环境影响程度、资源保障状态、技术计划支撑程度、安全威

胁程度等 5 个子指标。①论证决策效率。重点关注的是抢建

准备的时间。包括了从受领任务、方案拟制、人员物资准备

一直到展开抢建工作的时间，其时间长短，直接影响抢建的

总时间的长短。②地理环境影响程度。重点关注的是抢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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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地理环境，包括抢建工程所处位置，如是否偏远、交通

是否便利等，都会直接影响施工材料的运输、设备的进场以

及施工人员的调配，进而影响施工效率；地形地质条件，如

山区、沼泽地等，可能增加施工难度，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资

源来克服这些困难；气候条件，如暴雨、台风、严寒等，可

能导致施工中断，降低施工效率。③资源保障状态。重点关

注的是材料的储备、供应等。施工材料的储备情况直接影响

施工进度，如果储备不足，将需要临时性采购和准备，降低

施工效率；施工材料的供应情况直接影响施工进度，如材料

供应不足，将导致施工中断或返工，降低施工效率；施工设

备的性能和数量也是影响施工效率的重要因素，如设备性能

不佳或数量不足将降低施工效率。④技术计划支撑程度。重

点关注的是施工过程中方法手段。采用先进的施工技术可以

显著提高施工效率，如使用自动化、智能化的施工设备和技

术可以减少人力需求，提高施工速度；施工计划的合理性和

准确性直接影响施工效率，如计划不合理或频繁变更，将导

致施工过程中的混乱和效率降低。

4.2 效益性指标
效益性指标主要是从节约成本的角度分析 [5]，围绕精

准测算、动态管理，区分为概算设计和施工管理 2 个子指标。

①概算设计。重点关注的是预算和实际成本之间的偏差率。

人力成本超出率指的是实际人力成本超出概算的占比，如人

力成本超出率越大，说明概算设计误差较大，由于估计的不

足，进而可能造成建设周期的延误，影响经济效益；材料成

本超出率指的是实际材料成本超出概算的占比，如在抢建过

程中，可能需要紧急采购施工材料，概算的误差较大可能需

要临时调配或者采购，如果材料质量不合格或供应不及时，

也会影响工程进度和质量，进而降低工程效益。设备成本超

出率指的是实际设备成本超出概算的占比，如抢建工程可能

需要增加施工设备的投入，概算的误差较大，可能需要临时

调配或者租赁设备，设备的性能、数量和使用效率都会影响

工程成本。②施工管理。重点关注的是抢建现场管理的规范

性，如施工现场管理混乱，将造成人员、材料、设备等资源

配置不合理，进而造成资源的浪费，影响经济性。

4.3 效果性指标
效果性指标主要是从建设成果的角度分析，围绕自身

建设质量、对作战行动支撑等，可以区分为建设质量达标度、

安全风险管控效果 2 个子指标。①建设质量达标度。重点关

注的是施工水平能不能支撑建设质量。工艺水平支撑度受抢

建时间的约束，这可能导致施工工艺的简化或忽视质量控

制，从而影响工程质量；材料的质量直接影响工程质量，如

材料质量不达标，将直接影响工程的使用寿命和安全性；施

工人员的技能水平和职业素养也是影响工程质量的重要因

素，如施工人员技能不足或缺乏责任心，将直接影响工程质

量。②安全风险管控效果。重点关注的是施工过程中的风险

管控。机械设备的连续运行和疲劳使用可能增加安全隐患，

如设备使用维护不善或存在故障，将直接影响施工安全，进

而影响建设质量。

4.4 效能性指标
效能性指标主要是从保障效能发挥的角度分析，围绕

自身的防护、运行等，可以区分为生存效能、信息保障效能、

运行保障效能 3 个子指标。①生存效能。重点关注的是抢

建工程持续发挥作用的能力。工程轴向符合地形地质要求的

贴近度，如建设的位置能够满足各模块的建设和保障需求，

同时能够避免山体滑坡、泥石流、塌方等风险灾害的影响；

抗力等级，如各建设模块的抗力指数达到建设标准；交通道

路，如基地的建设的位置，主要的交通要道的数量符合建设

标准，能够满足快速保障的需求，避免道路堵塞等；机动保

障能力，如机动保障平台的数量能够支撑油料、物资等机动

保障任务的能力。②信息保障效能。重点关注的是指挥协调

的顺畅。信息感知能力主要指自身、上级、友邻等渠道获取

信息的能力；通信能力，包括内部通信联络、与上级及友邻

的通信的的方式、数量、质量等。③运行保障效能。重点关

注的是维持保障的能力。供电的负荷符合标准要求，自备电

源的数量等能够满足野战综合保障基地供电需求；供水的途

径、供应量满足野战综合保障基地的日常运转和其他保障需

求；内部环境保障能力：包括宿营、防卫等方面的保障能力。

5 结语

抢建项目不同于一般的工程项目，对其进行绩效审计

应着眼其特殊性，从效率性、效益性、效果性、效能性等方

面重点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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