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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章 内 容

10.1 费用效果分析的概念

费用效果分析的方法10.2

10.3 成本效用分析



引例

西安曲江池遗址公园
曲江池遗址公园北接大唐芙蓉园，南至秦二世陵遗址，占地面积1500亩。项

目从唐曲江池遗址、秦二世皇帝墓等文物古迹的保护性开发、城市功能配套和区

域生态环境建设的角度出发，依托周边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和人文传统，恢复性

再造曲江南湖、曲江流饮、汉武泉、宜春苑、凤凰池等历史文化景观，再现曲江

地区“青林重复，绿水弥漫”的山水人文格局，构建集生态环境重建、观光休闲

娱乐、现代商务会展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城市生态和娱乐休闲区。

启示：

曲江池遗址公园不收费，属于开放性质。对于市民来说，茶余饭后漫步在湖

边，走在曲径通幽、烟波浩渺之处，体会那种优雅闲适的感觉，其价值难以用货

币来衡量。那么，如何衡量这些效果进而进行经济评价成为了投资者所关心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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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效果分析是指费用采用货币计量，效果采用非货币计量的

经济效果分析方法。

效果

指项目的结果所起到的

作用、效应或效能，是

项目目标的实现程度。

按照项目要实现的目标，

一个项目可选用一个或

几个效果指标。

指为实现项目预定目标所

付出的财务代价或经济代

价，采用货币计量。

费用

费用效果
分析

※10.1 费用效果分析的概念

10.1.1 费用效果分析的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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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工程项目进行费用效果分析的重点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制定实现项目目标的途径和方案1

财务现金流量

经济费用效益流量

主要是进行项目总体方案的初

步筛选和各个环节的方案比选

除了可以用于上述方案比选、
筛选以外，对于项目主体效
益难以货币化的，则取代费
用效益分析，并作为经济分
析的最终结论。

可用于

※10.1 费用效果分析的概念

10.1.1 费用效果分析的涵义

评价项目主体效益难以货币化的项目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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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效益分析单位统一，认可度高，结果易于被人们接受

费用效果分析回避了效果定价的难题，最适于效果难以货

币化的领域

两者评价的基本原则是相同的，即最大限度地节约稀缺资

源，最大程度地提高经济效果。

相同
之处

※10.1 费用效果分析的概念

10.1.2 费用效益分析与费用效果分析的比较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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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效果分析应遵循多方案比选的原则，使所分析的项目满足下

列条件：

备选方案不少于两个，且为互斥方案或可转化为互斥型的方案；1

备选方案应具有共同的目标，且满足最低效果的要求；2

备选方案的费用应能货币化，并采用同一计量单位，且资金用量

未突破资金限额；

3

备选方案应具有可比的寿命周期。4

※10.2 费用效果分析的方法

10.2.1 采用费用效果分析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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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p－Uf ＋I

B — 新项目带来的社会效果

Up—社会公众使用目前设施的年总成本

Uf—表示相同的社会公众使用新设施后的年总成本

I—投资主体取得的收益

项目效果的度量是测算项目费用效果的基础。

※10.2 费用效果分析的方法

10.2.2 项目效果的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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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公益性项目的效果一般可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10.2 费用效果分析的方法

10.2.2 项目效果的度量

估计每年将有多少人使用新建的设施。1

假设这些人现在正使用旧设施，但新设施一旦建成，人们将肯定使
用新设施。

估计人们使用旧设施的成本。

1

2

3

估计同样的人们使用新设施的成本。4

5 计算人们使用新、旧设施的成本之差，确定公众享受到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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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 —目前正在使用的设施的年运营费

C=Cf－Cp

M=Mf－Mp

投资主体的费用包括以下两部分：

（1）投资成本

Cp — 用等额年值表示的目前正在使用的设施余值

（2）运营成本

Cf — 拟建公益性项目的等额年值投资成本

Mf — 拟建公益性项目未来的年运营费

※10.2 费用效果分析的方法

10.2.3 项目费用的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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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 费用效果分析（RE/C）

固定费用法
投入费用一定，效果

最大的方案最佳

[E/C]
效果／费用

固定效果法
效果一定，投入费用

最小的方案最佳

判定准则

※10.2 费用效果分析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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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欲达到的目标1

对达到上述目标的具体要求作出说明和规定2

制定各种可行方案3

建立各方案达到规定要求的量度指标4

确定各方案达到上述量度指标的水平5

采取固定效果法等分析方法选择最佳方案6 例题

操作步骤如下：

※10.2 费用效果分析的方法

10.2.4 费用效果分析（R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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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成本法

投入成本一定，效用

最大的方案最佳

[U/C]
效用／费用

固定效用法

效用一定，费用最小

的方案最佳

判定准则

※10.3 成本效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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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要求越大越好时，
其效用系数Uj为

j jmin

j

jmax jmin

x x
U =

x x

−

−

指标要求越小越好时，
其效用系数Uj为

jmax j

j

jmax jmin

x x
U =

x x

−

−

其中： xjmin — 预先确定的第j个指标的最低值；

xjmax — 预先确定的第j个指标的最大值；

j  — 评价指标的数目，j=1,2,…

定性指标的效用系数可采用打分法确定。定量指标的效用值可直接
计算得到，但当各指标的计量单位不同时，需先将不同计量单位换算为
统一的无量纲数值，用下列公式来消除各指标计量单位的不可比性。

※10.3 成本效用分析

10.3.1 指标分值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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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课本P213（【例10-3】、P214【例10-
4】）

见课本P215（【例10-5】）

※10.3 成本效用分析

10.3.2 一维矩阵成本效用分析

10.3.3 二维矩阵成本效用分析



案例分析

某市供水方案费用效果分析
某市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表明，到2010年该市平均年缺水量为

12×108m3，枯水年缺水量为20×108m3。在国务院批准的该市城市总规
划中，长距离调水是缓解该市水资源短缺的根本措施。除了长距离调水
之外，该市的水资源供需缺口也可以通过污水再生利用的方式予以解决，
两种供水方案的供水量均为10×108m3 。

首先，进行采用两种供水方案的效果分析。本案例中，选择水资源的
供给能力（供水量）作为效果评价指标。因为两种供水方案的供水量均
为10×108m3，几两方案产生的效果是一样的，因此采用费用最小法进行
分析，即比较两方案的成本费用。水资源的利用有生活用水、环境/生态
用水、工业用水和农业用水四种方式，在2000年该市水资源公报给出的
用水结构数据基础上，得出各种利用方式下水资源利用量占总用水量的
比例，从而得出再生水在各种利用方式下的用量，见案例分析表10-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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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再生利用处理方式分为集中型污水再生利用和分散型污水再生
利用两种方式。研究中假设环境/生态用水、工业用水、和农业用水对
再生水的需求部分都来自原集中型污水再生利用设施，需求量为6.79×
108m3/年，而城市生活部分（冲厕及市政杂用）则采用分散型污水再
生利用设施生产的再生水，需求量为3.21×108m3/年，四类用途的再生
水需求量为10×108m3/年。

案例分析

用水项目
传统用水量

（108m3/年）

占总用水量比例

（%）

再生水使用量

（ 108m3/年）

生活用水 12.96 32.10 3.21

环境/生态用水 0.43 1.10 0.11

工业用水 10.52 26.00 2.60

农业用水 16.49 40.80 4.08

合计 40.40 100.00 10.00

某市水结构及再生水使用情况表 案例分析表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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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两种方案的费用分析。如果按照全成本的思想进行分析，两
种供水方式成本构成如下：

传统供水方式的成本=水资源的价值+引水的成本+自来水处理的成
本+供水的成本+污水收集的成本+污水处理的成本+处理后污水排放的
环境成本

再生水的成本=原水收集成本+再生水处理成本+供水的成本+再生水
的风险成本

在分析过程中，采用了该市水的合理价格体系及实施策略研究的研
究成果，水资源价值为0.49元/m3、供水成本为1.80元/m3、污水处理
成本取1.03元/m3，长距离调水工程实施后，调到该市的水价采用2.0元
/m3，那么在长距离调水工程实施之后该市用水的成本为5.32元/m3。
而集中型和分散型污水再生利用的成本分别为0.95元/m3和2.61元/m3。
即调水成本高于污水再生利用的成本。

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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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农业用水与环境用水不需要对原水进行处理，并且不存在
污水处理的问题，而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则需要进行给水和污水处理。
所以，采用长距离调水方式和采用污水再生处理利用方式解决该市水资
源短缺问题的年成本费用分别为：

AC调=（10×32.1%+10×26%）×5.32+（10×1.1%+10 ×40.8%）

×（2+0.49）=41.34亿元
AC再生=（0.11+2.6+4.08）×0.95+3.21 × 2.61=14.83亿元

可见，污水再生用方案的年成本费用比长距离调水的年成本费用低
得多，因此认为污水再生利用方案优于长距离调水方案。

【案例思考】

1.如果两种供水方案的水质不同，如何对该项目进行费用效果分析？

2.再生水价格与自来水价格的变化，会对项目的费用效果分析结果产生
怎样的影响？

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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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要求

了解费用效果分析发的涵义

掌握费用效果分析的方法

了解成本效用分析

本章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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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难点

费用效果分析

成本效用分析

本章难点

费用效果分析的基本原则

费用效果分析的基本步骤

本章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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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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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0-1】某流感免疫接种计划可使每10万个接种者中6人免予死亡，一

人在注射疫苗时有致命反应。该计划每人接种费用为4元，但因此可以不

动用流感救护车，可节省费用每10万人8万元。试用效果费用分析决定是

否实施该计划?

结果表明，若社会认可用64000元的代价来挽救一个生命时，该计

划应予实施。

效果/费用＝5例死亡/320000＝１例死亡/64000

解： 净保健效果是避免6例死亡减去造成1例死亡，即避免5例死亡。

其费用是：4×100000－80000＝32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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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0-2】某研究机构新研究了4种新型水压机，以可靠性作为评

价效果的主要指标，即在一定条件下不发生事故的概率。4种水压

机的有关数据如表10-1，预算限制为240万元，应选哪个方案?

方案 费用(万元)             可靠性(1-事故概率)

1 240 0.99

2 240 0.98

3 200 0.98

4 200 0.97

表10-1 新型水压机基础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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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采用固定费用法应淘汰方案2和方案4；

由固定效果法也可淘汰方案2。

最后剩下方案1和方案3，由[E/C]作出权衡判断。

[E/C]方案１＝0.99/240＝0.41%

[E/C]方案３＝0.98/200＝0.49%

按每万元取得的可靠性判断：应选方案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