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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家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要“适应国家和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不断优化高等教育结构，重点扩大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规模”；“
学生适应社会和就业创业能力不强，创新型、实用型、复合型人才紧缺”。
为了更好地适应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满足高等学校对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模式、培养目标、教
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等的要求，东南大学出版社携手国内部分高等院校组建土木建筑专业应用型本科系
列规划教材编审委员会。
大家认为，目前适用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优秀教材还较少，大部分国家级教材对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
院校来说起点偏高，难度偏大，内容偏多，且结合工程实践的内容往往偏少。
因此，组织一批学术水平较高、实践能力较强、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编写出一套
适用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材是十分必要的，这将有力地促进应用型本科教学质量的提高。
　　经编审委员会商讨，对教材的编写达成如下共识：　　一、体例要新颖活泼。
学习和借鉴优秀教材特别是国外精品教材的写作思路、写作方法以及章节安排。
摒弃传统工科教材知识点设置按部就班、理论讲解枯燥无味的弊端，以清新活泼的风格抓住学生的兴
趣点，让教材为学生所用，使学生对教材不会产生畏难情绪。
　　二、人文知识与科技知识渗透。
在教材编写中参考一些人文历史和科技知识，进行一些浅显易懂的类比，使教材更具可读性，改变工
科教材艰深古板的面貌。
　　三、以学生为本。
在教材编写过程中，“注重学思结合，注重知行统一，注重因材施教”，充分考虑大学生人才就业市
场的发展变化，努力站在学生的角度思考问题，考虑学生对教材的感受，考虑学生的学习动力，力求
做到教材贴合学生实际，受教师和学生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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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工程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评价方法及其在工程中的应用，主要内容包括概论、工程
经济分析的基本要素、资金的时间价值与等值计算、工程项目经济评价的基本方法、工程项目的风险
与不确定性分析、设备更新的经济分析、价值工程、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建设项目财务分析、建
设项目的国民经济评价和建设项目后评价。
本书吸收了国内外相关优秀成果，行文深入浅出、简明扼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强化应用性。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土建类、工程管理专业和各类工科专业工程经济学课程的教材，也可作为相关
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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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30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土木工程系格兰特教授（E.L，Grant）出版了《工程经济学原理》
（Principle of Engineering Economy）教科书，他指出了古典工程经济的局限性。
他以复利计算为基础，讨论了判别因子和短期投资评价的重要性，以及资本长期投资的一般比较。
他的许多观点得到了社会的承认，为工程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20世纪30年代，美国在开发西部的田纳西河流域时开始推行“可行性研究”方法，从而把工程技
术和工程项目的经济问题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1978年布西（L.E.Bussey）出版了《工业投资项目的经济分析》，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工程项目的
资金筹集、经济评价、优化决策以及项目的风险和不确定分析等。
　　1982年里格斯（J.L.Riggs）出版了《工程经济学》，系统地阐明了货币的时间价值、货币管理、经
济决策和风险与不确定性分析等。
　　随着数学和计算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运筹学、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等方法的应用，以及系统工程、
计量经济学、最优化技术的飞跃发展，工程经济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在我国，20世纪50年代初期，采用“方案研究”、“建设建议书”、“技术经济分析”等类似可
行性研究的方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一五”期间进行了156项国家重点建设工程，基本上都进行了工程经济分析和按基建程序进行的项目
论证，奠定了我国工程经济学发展的组织和队伍基础，初步形成了主要围绕项目建设前期工作的静态
经济评价体系。
　　但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基本建设项目的前期工作没有得到重视，不少工程项目盲目追
求项目建设速度，出现了所谓“四边”（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边生产）、“四当年”（当年设
计、当年施工、当年建成、当年投产）等做法，违背了基本建设程序，建设不讲经济效益，造成了一
定的经济损失。
　　1978年后，工程经济学的运用和研究又重新受到国家重视，各地高校也将工程经济学列为一些专
业的必修课。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实行对外开放，学习国外先进经验，重视工程项目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
。
1983年，国家计委要求重视投资前期工作，明确规定把项目可行性研究纳入基本建设程序。
1985年，我国政府又决定对改造项目，都必须经过有资格的咨询公司的评估。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逐步确立，政府管理经济及配置
经济资源的方式发生变化，国家投资体制改革进程加快，工程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普遍应用于各类建
设项目的经济评价，同时也推动了我国工程经济学学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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