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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教育部高等学校管理科学与工程类学科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推荐教材之一。
本书系统地阐述了工程经济分析与决策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静态和动态经济评价的基本方法和原
理。
同时对以下实践性内容作了全面介绍：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财务分析和经济费用效益分析；设备
选择及使用的经济分析；改扩建与并购项目的工程经济分析；工程项目的不确定性分析和风险分析；
价值工程的原理、方法与应用。
本书较全面地反映了学科的最新进展情况和最新研究成果。

　　本书可作为管理类和理工科各专业的工程经济学或技术经济学课程的正式教材和教学辅导书，也
可作为工程技术人员和经济管理工作者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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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通常时间上的可比性包括两个方面内容：　　（1）计算期相同。
不同工程技术方案的经济比较，应该采用相同的计算期作为比较的基础。
不能对甲方案计算它在五年期间的经济效果，对乙方案计算它在十年期间内的经济效果，然后对两个
方案进行经济比较。
即对比方案之间要有相同的计算期，这样才能比较方案的经济效益。
如果对比方案使用期限不同时，则必须先进行修正，化为相同的计算期后，再加以比较和评价。
　　（2）要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
各种方案由于受到外界的技术、经济等各种条件的限制，在投入的人力、物力、资源和发挥效益的时
间上是有所差异的。
不仅要考虑技术方案所发生的社会产品数量和产值的大小以及所消耗和占用的人力、物力、资源数量
及其费用的大小，同时必须考虑到这些社会产品和产值以及人力、物力、资源数量及其费用是在什么
时间生产、占用和消耗的，以及总共生产、占用和消耗了多长时间。
众所周知，相同数量的产品和产值或相同数量的人力、物力、资源和财力，早生产就能为国家早发挥
效益，为国家创造的财富也就多；反之，晚生产就晚发挥效益，少创造财富。
早占用、早消耗，对国家的经济损失要比晚占用、晚消耗大。
同样，服务年限越长，为国家所创造的社会产品就越多；反之就越少。
所以，在对不同技术方案进行经济比较的时候，必须考虑由于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和效益发挥的时
间先后和长短不同这些时间因素，否则得不到正确的结论。
这就是不同技术方案必须符合时间方面的第二个可比条件，即相对比的方案在计算投入费用和产出效
益以及进行经济效益比较和评价时，必须考虑和计算资金的时间价值。
因此，在对工程技术方案经济效益比较和评价时，必须考虑和计算资金的时间价值，保证时间价值方
面有可比性，否则评价结果将是错误的，将造成决策上的严重失误。
　　当然，也应当指出，在设计和方案初步筛选阶段，为了简化计算，有时也可以暂不考虑和计算时
间价值，仅用静态指标进行比较。
但此时相对比的方案之间必须保持一致，即都采用静态指标进行比较和评价。
　　一切节约最后都归结为时间节约。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时间就是财富。
因此，时间上可比的重要性是十分明显的，今后在方案比较时常常会碰到它。
成本效益是将耗费与效益进行的对比分析。
成本效益的好坏是工程技术方案经济分析的重点之一。
　　运用成本效益比较分析，选择基本原则是：收益指标越大越好，耗费指标越小越好，从这个意义
上说，称它为“最大、最小原理”。
反映在定量分析方面，国家的有关部门常按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具体要求，规定一些成本效益方面
的指标标准数值（标准值）。
评价时，对于被比较的工程技术方案的收益数值，应达到或超过规定的相应指标标准值；对于被比较
的工程技术方案的耗费数值，应满足或小于规定的相应指标标准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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