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政工程设计概算编制办法》 

关于印发《市政工程设计概算编制办法》的通知 

建标【2011】 1 号 

各省、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斤，直辖市建委《建设交通委)，国务院有关部门: 

为适应市政工程项目建设的需要，规范市政工程设计概算编制办法，提高设计概算编制质量，我部组织

编制了《市政工程设计概算编制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自 2011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执行中有何问题题和建

议，请及时反馈我部标准定额司。《市政工程设计概算编制办法》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

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二 0 一一年一月五日 

3. 1 总则 

3.1.1 为了满足市政工程项目建设的需要.规范市政工程设计概算编制方法，提高设计概算编制质量，根

据建设部、财政部发布的《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组成》(建标【2003】206 号)的规定，结合市政工程建设

特点，制定《市政工程设计概算编制办法》(以下简称本办法). 

3.1.2 本办法适用于城市新建、改建和扩建的给水、排水、道路、桥涵、隧道、固体废物、燃气和集中

供热等市政工程项目设计概算的编制. 

3.1.3 设计概算或修正概算是初步设计文件或技术设计文件的重要组成部分.概算应控制在批准的建设项



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投资估算允许浮动幅度范围内.概算经批准后是基本建设项目投资最高限额，是编制建设

项目投资计划、确定和控制建设项目投资的依据，是控制施工图设计和施工图预算的依据，是衡量设计方案

经济合理性和选择最佳设计方案的依据，是考核建设项目投资效果的依据. 

3.1.4 设计概算的编制单位应对概算全面负责.当由几个单位共同编制设计概算时，主体编制单位应负责

统一制定概算编原则和依据、工程设备与材料价格、取费标准等的协调与统一，并汇编总概算，其他单位负

责编制各自所承担部分的设计概算. 

3.1.5 市政工程项目设计概算的编制中，必须严格执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有关法规制度，在调查研究

的基础上，如实反映工程项目建设规模、标准、工期、建设条件和所需投资，合理确定和严格控制工程造价. 

3.1.6 设计单位应按不同的设计阶段编制概算和修正概算.概算编制人员应深人现场，搜集上程所在地有

关的基础资料，包括相关定额、取费标准、工资单价、材料设备价格、运输和施工条件等，并全面了解建没

项目的资金筹措、实施计划、水电供应、配套工群、征地拆迁补偿等情况. 

3.1.7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主管部门，可在本办法的基础上结台当地实际情况制定补充规定，并

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备案. 

3.2 设计概算文件的组成 

设计概算文件由封面、扉页、概算编制说明、总概算书、综合概算和单位工程概算书组成. 

3. 2. 1 封面及扉页的组成 

封面有项目名称，编制单位、编制日期及第几册内容，扉页有项目名称、编制单位、单位资格证书号、



单位主管、审核、专业负责人和主要编制人的署名，审核和编制人员应签名并加盖执业(从业)资格印章. 

3. 2. 2 概算编制说明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3.2.2.1.工程简要概况:包括建设规模和建设范围，并明确建设项目总概算中所包括的和不包括的工程项

目和费用，如有几个单位共同编伟咐，则应说明分工编制的情况。 

3.2.2.2.编制依据，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国家和主管部门发布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程等; 

2)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修正概算时为初步设计文件)等有关资料; 

3)初步设计(或技术设计)图纸等设计文件; 

4)部门或地区发布的建筑、安装、市政工程等相关定额; 

5)工程所在地的人工、村料、机械及设备价格等; 

6)国外初步询价资料及所采用的外汇汇率: 

7)与概算有关的合同、委托书、协议书、会议纪要等; 

8)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内容及费率标准; 

9)工程所在地的自然、技术、经济条件等资料: 

10)其他有关资料. 

3.2.2.3.征地拆迁、供电供水、考察咨询等费用的计算. 

3.2.2.4.总概算金额及各项费用的构成. 



3.2.2.5.人工、钢材、水泥(或商品混凝土)、锯材、沥青等主材总需要量情况. 

3.2.2.6.资金筹措及分年度使用计划，如使用外汇，应说明使用外汇的种类、折算汇率及外汇的使用条件. 

3.2.2.7.其他有关间题的说明，如概算编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3.2.3.8.建设项目总投资，是指拟建项目从筹建到竣工验收以及试车投产的全部建设费用，应包括建设投

资、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暂停征收)、建设期利息和铺底流动资金.建设投资由工程费用、工程建设其他

费用及预备费用三部分组成.建设项目总投资的 

3.2.3.9.建设项目总概算由各综合概算及工程建设其他费用概算、预备费用、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

建设期利息和铺底流动资金组成. 

3.2.3.10.综合概算书是单项工程建设费用的综合文件，由专业的单位工程概算书组成.工程内容简单的项

目可以由一个或几个单项工程组成汇编为一份综合概算书，也可将综合概算书内的内容直接编人总概算，而

不另单独编制综合概算书. 

3.2.3.11.单位工程概算书是指一项独立的建(构)筑物中按专业工程计算工程费用的概算文件. 

3. 3. 1 建筑工程和安装工程费的组成和编制方祛 

建筑工程和安装工程费包括直接费、间接费、利润和税金. 

9.9.1.1 直接费的构成: 

直接费由直接工程费和措施费组成。 

1)直接工程费是指施工过程中耗费的构成工程实体和有助于工程形成的各项费用，包括人工费、材料费



和施工机械使用费， 

(1)人工费. 

人工费是指直接从事建筑安装工程施工的生产工人开支的各项费用，内容包括: 

①基本工资是指发放给生产工人的基本工资. 

②工资性补贴是指按规定标准发放的物价补贴，煤、燃气补贴，交通费补贴，住房补贴，流动施工津贴

等. 

③生产工人辅助工资是指生产工人年有效施工天数以外非作业天数的工资，包括职工学习、培训期间的

工资，调动工作、探亲、休假期间的工资，因气候影响停工期间的工资，女工哺乳期间的工资，病假在六个

月以内的工资及产、婚、丧假期的工资. 

④职工福利费是指按国家规定标准计提的职工福利费. 

⑤生产工人劳动保护费是指按国家规定标准发放的劳动保护用品的购置费及修理费、徒工服装补贴、防

暑降温费、在有碍身体健康环境中施工的保健费用等. 

人工费以概算定额人工工日数乘以每工日人工费计算，其中每工日人工费可按工程所在地工程造价管理

部门发布的标准 

(2)材料费. 

材料费是指施工过程中耗费的构成工程实体的原材料、辅助材料、构配件、零件、半成品的费用.内容

包括: 



①材料原价〔或供应价格) 

②材料运杂费.运杂费是指材料自来源地运至工地仓库或指定堆放地点所发生的全部费用. 

③运输损耗费.场外运输损耗是指有些材料运输装卸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损耗. 

④采购及保管费.采购及保管费是指为组织采购 ，供应和保管材料过程中所需要的各项费用.包括:采购

费、仓储费、工地保管费、仓储揭耗. 

⑤检验试验费.检验试验费是指对建筑材料、构件和建筑安装物进行一般鉴定、检查所发生的费用，包

括自设试验室进行实验所耗用的材料和化学药品等费用.不包括新结构、新材料的试验费和建设单位对具有

出厂合格证明的材料进行检验，对构件做破坏性试验及其他特殊要求检验试验的赛用. 

材料单价的取定可根据工程具体特点及市场情况，参照工程造价管理部门发布的市场信息价格. 

(3)施工机械使用费. 

施工机械使用费是指施工机械作业所发生的机械使用费以及机械安拆费和场外运费.施工机械台班单价

应由下列七项费用组成: 

①折旧费是指施工机械在规定的使用年限内，陆续收回其原值及购置资金的时间价值. 

②大修理费是指施工机械按规定的大修理间隔台班进行必要的大修理，以恢复其正常功能所需的费用. 

③经常修理费是指施工机械除大修理以外的各级保养和临时故障排除所需的费用.包括为保障机械正常

运转所需替换设备与随机配备工具、附具的摊销和维护费用，机械运转中日常保养所需润滑与擦拭的材料费

用及机械停滞期间的维护和保养费用等. 



④安拆费及场外运费.安拆费是指施工机械在现场进行安装与拆卸所需的人工、材料、机械和试运转费

用以及机械辅助设施的折旧、搭设、拆除等费用;场外运费是指施工机械整体或分体自停放地点运至施工现

场或由一施工地点运至另一施工地点的运输、装卸、辅助材料及架线等费用。 

⑤人工费是指机上司机(司炉》和其他操作人员的工作日人工费及上述人员在施工机械规定的年工作台

班以外的人工费. 

⑥燃料动力费是指施工机械在运转作业中所消耗的固体燃料《煤、木柴)、液体燃料《汽油、柴油)及水、

电等. 

⑦道路建设车辆通行费及车船使用税是指施工机械按照国家规定和有关部门规定应交纳的道路建设车

辆通行费、车船使用税、保险费及年检费等. 

施工机械使用费以定额施工机械台班数乘以施工机械台班单价计算. 

2)措施费是指为完成工程项目施工，发生于该工程施工前和施工过程中非工程实体项目的费用. 

(1)环境保护费是指施工现场为达到环保部门要求所需要的各项费用. 

(2)文明施工费是指施工现场文明施工所需要的各项费用. 

(3)安全施工费是指施工现场安全施工所需要的各项费用. 

(4)临时设施费是指施工企业为进行建筑工程施工所必须搭设的生活和生产用的临时建筑物、构筑物和

其他临时设施费用等. 

临时设施包括临时宿舍、文化福禾吸公用事业房屋与构筑物、仓库、办公室、加工厂以及规定范围内道



路、水、电、管线等临时设施和小型临时设施. 

临时设施费用包括临时设施的搭设、维修、拆除费或摊销费: 

(5)夜间施工费是指因夜间施工所发生的夜班补助费、夜间施工降效、夜间施工照明设备摊销及照明用

电等费用. 

(6)二次搬运费是指因施工场地狭小等特殊情况而发生的二改搬运费用. 

(7)冬雨季施工措施费是指施工企业在冬雨季施工期闻，为了确保工程质量所采取的防冻、防风、防雨、

防滑等措施所增加的人工费、材料费和设施费用. 

(8)大型机械设备进出场及安拆费是指机械整体或分体自停放场地运至施工现场或由一个施工地点运至

另一个施工地点，所发生的机械进出场运输及转移费用及机械在施工现场进行安装、拆卸所雷的人工费、材

料费、机械费、试运转费和安装所需的辅助设施的费 

(9)混凝土、钢筋混凝土模板及支架费是指混凝土施工过程中需要的各种钢模板、木模板、支架等的支、

拆、运输费用及模板、支架的滩销(或租赁)费用。 

(10)脚手架费是指施工需要的各种脚手架搭、拆、运输费用及脚手架的摊销《或租赁)费用， 

(11)已完工程及设备保护费是指竣工验收前，对已完工程及设备进行保护所需费用. 

(12)施工排水、降水费是指为确保工程在正常条件下施工，采取各种排水、降水措施所发生的各种费用. 

(13)生产工具用具使用费是指施工生产所需且不属于固定资产的生产工具及检验用具等购置、摊销和维

护费，以及支付给工自备工具补贴费. 



(14)工程点交、场地清理费是指施工企业在工程竣工点交、施工现场清理所需的费用. 

若出现本编制办法未列的项目，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补充. 

3. 3. 1. 2.间接费、利润和税金的构成: 

1) 间接费，间接费由规费和企业管理费组成. 

(1)规费是由工程排污费、社会保障费《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医疗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危险作

业意外伤害保险等组成. 

(2)企业管理费由管理人员工资、办公费、差旅交通费、固定资产使用费、工具用具使用费、劳动保险

费、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财产保险费、财务费、税金和其他组成。 

(3)利润，利润系指施工企业完成所承包工程获得的盈利. 

(4)税金，税金系指国家税法规定的应计人建筑安装工程造价内的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

加等. 

3 .3.1.3.建筑工程设计概算的编制可采用以下方法: 

1)建筑工程宜采用定额计价形式。当工程所在地有相关规定时，也可按规定执行. 

2)主要工程项目应按照国家或省、市、自治区等主管部门规定的概算定额和费用标准等文件，根据初步

设计《或技术设计)图纸及说明书，按照工程所在地的自然条件和施工条件，计算工程数量套用相应的概算

定额进行编制.如没有规定的概算定额时，也可按规定的预算定额编制概算，并计算零星项目费. 

概算定额的项目划分和包括的工程内容较预算定额有所扩大，按概算定额计算工程量时，应与概算定



额每个项目所包括的工程内容和计算规则相适应，避免内容的重复或漏算. 

按预算定额编制概算时，零星项目费用可按主要项目总价的百分比计列.若缺乏相应测算资料时，也可

参考表 1 计算零星项目赛率，根据项目的复杂程度和规模不同，取用不同的费率标准. 

表 1 建筑工程零星项目费率参考表 

 

 

 

 

 

 

 

 

 

 

 

 

辅助构筑物的建筑工程费用可参照概算指标或类似工程单位建筑体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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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效容积的造价指标进行编制， 

4)构筑物的上部建筑工程、辅助生产项目和生活设施的房屋建筑工程，可根据工程所在地相应的面积或

体积指标进行编制. 

5)对于与主体工程配套的其他专业工程，也可采用估算列入总概算. 

6)对于加固改造项目可参照市场价格进行编制. 

3.3.1.4.安装工程设计概算的编制可采用以下两种方法: 

1)安装工程费可按照国家或省、市、自治区等主管部门规定的概算定额和费用标准等文件，根据初步设

计(或技术设计)图纸及说明书，按照工程所在地的自然条件和施工条件，计算工程数量套用相应的概算定额

进行编制. 

如没有规定的概算定额时，也可按规定的预算定额编制概算，并计算零星项目费，零星项目费用可按主

要项目总价的百分比计列.若缺乏相应测算资料时，也可参考表 2 计算零星项目费率，根据项目的复杂程度

和规模不同，取用不同的费率标准. 

表 2 安装工程零星项目费率参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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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装工 程费也可按占设备(材料)原价的百分比率计算.若缺乏相应测算

资料时，也可 参考表 3 计算安装工程费率，根据项目的复杂程度和规模不同，

取用不同的费 率标准. 

表 3 安 m 工程费费率参考表                                      

项目名称 安装工程

费率 

计费

基数 

国产机械 10%-12% 设备

设备 

管 配

件 

5%^-10

%   

市 政

管道工程 

3%-5%  

电 气

材料    

5%^-'10

%   

电 气

设备 

3%-5%  

自 控

仪表设备 

3%-5%  

其 他

设备 

3%-5%  



设备 价 

管配件   15%^20

% 

材料

价 

电气材料 15%^20

% 

材料

价 

电气设备 10%-12% 设备

价 

自控仪表

设备 

10%-15% 设备

价 

 

3. 3. 2 设备购置费的组成和编制方祛 

3.3.2.1.设备购置费由设备原价和运杂费两部分组成.根据有关规定，需经设备成套部门成套供应时还应

计收设备成套服务费，其概算编制方法如下: 

1)设备原价:主要设备按设备表，采用制造厂现行出厂价格逐项计算.非标准设备按国家或主管部门领发

的非标准设备指标计价或制造厂的报价计算，也可按类}以设备现行价及有关资料估价计算. 

2)成套设备服务费:指设备成套公司根据发包单位按设计委托的成套设备供应浩单进行承包供应所收取

的费用.其费率一般收取设备总价的 1%. 



3)设备运杂费:指设备从制造厂交货地点或调拨地点到达施工工地仓库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运输费、

包装费、装卸费、仓库保管费等。通过铁路、水路和公路运输部门运输的设备(包含非标设备)，可按铁路、

航运和当地交通部门规定运价计算运费。若缺乏 

相应资料，也可根据工程所在地区规定的运杂费率，按设备价格的百分比计算，列入设备购置费内.运

杂费率见表 4: 

表 4 设备运桑费率表 

 

 

 

 

 

 

 

 

 

 

 

号 

工程所在地区    费率 

辽宁、吉林、河北、北京、天津、山西、上

海、江苏、浙江、山东、安徽 

6%-

7% 

河南、陕西、湖北、湖南、江西、黑龙江、

广东、四川、重庆、福建   

7%-

8% 

内蒙古、甘肃、宁夏、广西、海南 8%-

10% 

贵州、云南、青海、新疆 10%

^11% 



注:西藏边远地区和厂址距离铁路或水运码头超过 50km 时，可相应提高运杂费费率. 

4)备品备件购置费:可暂按设备价格的 1%估算. 

5)次要设备（材料)费:在初步设计(或技术设计)阶段，根据设计深度和项目的实际情况，应计算次要设

备(材料)费. 

6)引进技术和进口设备的从属费用.其费用的内容和编制方法见第四章引进技术和进口设备项目设计概

算编制办法. 

3. 3. 3 给水工程设计概算编制方祛  

给水工程中的单项工程有取水工程、输水管渠、净水厂和配水管网工程等，其中取水工程由取水管、取

水泵房等单位工程组成，净水厂由沉淀池、滤池、清水池、污泥平衡池和污泥脱水机房等单位工程组成， 

3.3.3.1.取水和净水厂工程: 

1)工艺管道中管道管件可按延长米、件数或折算成重量计算. 

2)厂区平面布置工程中各单项工程可参考类似工程技术经济指标，阀门井可按座计算，管沟可按米计算

(注明尺寸)，大门可按座计算，围墙可按米或面积计算，绿化按面积计算. 

3)土石方工程场内、场外运距应根据施工组织方案的实际情况计算. 

3.3.3.2.输配水管网工程: 

1)土石方工程场内、场外运距应根据施工组织方案的实际情况计算. 

2)管桥、倒虹管按设计图纸计算工程量，套用相应概算或预算定额.若设计深度未能达到定额编制深度



要求时，可参考类仪工程技术经济指标，按座计算. 

3)工作井、接收井和顶管按设计图纸计算工程量.套用相应概算或预算定额.若设计深度未能达到定额编

制深度要求时，可参考类股工程技术经济指标，工作井、接收井按座计算，顶管按米计算. 

4)管道铺设中，如遇道路、绿化等破坏及修复工程，各类费用可参考类似工程技术经济指标按面积计算. 

3.3.3.3.给水工程概算项目内容见表 5. 

表 5 给水工程概算项目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单

位 

备

注 

一 输配水管网工程   

1 开槽埋管 m  

2 顶管 m  

3 顶管工作井 /接收

井 

座  

4 倒虹管   处

/m 

 

5 管桥 处

/m 

 



 道路开挖及修复 M

2 

 

 绿化破坏及修复 M

2 

 

二 取水和净水厂工

程 

  

1 单体构筑物   

 下部土建 m

3 

 

 上部土建 m

3 

 

 管配件/工艺管道 m

3 /d 

 

 工艺设备 m

3 /d 

 

2 建筑物   

 土建 M  



2 

 管配件/工艺管道 m

3 /d 

 

 工艺设备 m

3 /d 

 

3 附属建筑物 M

2 

 

4 电气设备 m

3 /d 

 

5 仪表设备 m

3 /d 

 

6 平面布置   

 道路 M

2 

 

 围墙 M  

 大门 座  

 绿化 M  



 

 

 

 

 

 

 

 

 

 

 

 

 

 

 

 

 

2 

 平面管道 m

3 /d 

 

    



 

 

注:此表仅供参考，可根据工程情况增减项目. 

3. 3. 4 排水工程设计概算编制方祛 

排水工程中的单项工程有排水管网工程和污水处理厂工程等.其中排水管网主要分为雨水收集输送管

网、污水收集输送管网和排水提升输送泵站.污水处理厂由粗格栅及进水泵房、细格栅曝气沉砂池、沉淀池、

反应池、污泥浓缩池、消化池、鼓风机、滤池等单位 

工程组成. 

3. 3.4. 1.排水管网工程: 

1)土石方工程场内、场外运距应根据施工组织方案的多邓示.清况计算. 

2)管道铺设根据施工组织方案，主要分为开槽埋管、箱涵、渠道、顶管和牵引管等方式排管，按设计图

纸及施工组织方案计算工程量，或根据定额规定以延长米计算. 

3)各类检查并、排放口等可参考类似工程技术经济指标按座计算. 

4)工作井、接收井、特殊井、倒虹管等按设计图纸计算工程量，套用相应概算或预算定额。若设计深度

未能达到定额编制深度要求时，可参考类似工程技术经济指标按座或处计算. 

5)管道铺设中，如遇道路、绿化等破坏及修复工程，各类费用可参考类似 l 工程技术经济指标按面积计

算。 



3.3.4.2.排水提升输送泵站和污水处理厂工程: 

1)工艺管道中管道管件可按延长米、件数或折算成重量计算. 

2)厂区平面布置工程可参考类似工程技术经济指标，阀门井可按座计算，管沟可按米计算《注明尺寸》，

大门可按座计算，围墙可按米或面积计算，绿化按面积计算. 

3)土石方工程场内、场外运距应根据施工组织方案的实际情况计算. 

3.3.4.3.排水工程概算项目内容见表 6. 

表 6 排水工程概算项目表 

┌───┬─────────┬───────┬─────┐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备注      │ 

├───┼─────────┼───────┼─────┤ 

│      │排水管网工程      │              │          │ 

├───┼─────────┼───────┼─────┤ 

│1     │开槽埋管          │m           │          │ 

├───┼─────────┼───────┼─────┤ 

│2     │箱涵              │m         │          │ 

├───┼─────────┼───────┼─────┤ 

│3     │渠道              │m           │          │ 



├───┼─────────┼───────┼─────┤ 

│4     │顶管              │m           │          │ 

├───┼─────────┼───────┼─────┤ 

│5     │顶管工作井/接收井 │座            │          │ 

├───┼─────────┼───────┼─────┤ 

│6     │倒虹管            │处/m          │          │ 

├───┼─────────┼───────┼─────┤ 

│      │道路开挖及修复    │m 2        │          │ 

├───┼─────────┼───────┼─────┤ 

│      │绿化破坏及修复    │m 2          │          │ 

├───┼─────────┼───────┼─────┤ 

│      │排水泵站工程      │      m3      │          │ 

│      │                  │L/S 或 d     │          │ 

├───┼─────────┼───────┼─────┤ 

│t     │泵房               │              │          │ 

├───┼─────────┼───────┼─────┤ 

│      │下部土建          │m3            │          │ 



├───┼─────────┼───────┼─────┤ 

│      │上部土建            │m3            │          │ 

├───┼─────────┼───────┼─────┤ 

│      │管配件/工艺管道   │      m3      │          │ 

│      │                  │L/S 或 d  │          │ 

├───┼─────────┼───────┼─────┤ 

注:此表仅供参考，可根据工程.清况增减项目. 

3. 3. 5 道路工程、桥涵工程设计概算编制方祛 

3.3.5.1.道路工程: 

道路工程由路基工程、路面工程及道路附属构筑物等组成。 

1)路基工程: 

根据设计图纸套用相应的概算或预算定额进行概算编制. 

2)路面工程: 

(1)按照道路横断面组成部分及路面结构类型分类，根据设计图纸套用相应的概算或预算定额进行概算

编制. 

(2)路面排水详见排水工程. 

3)道路附属构筑物: 



根据设计图纸套用相应的概算或预算定额进行概算编制. 

3.3.5.2.桥梁涵洞工程: 

桥梁工程一般由基础工程、下部结构、上部结构等组成. 

1）对于市政概算或预算定额适用范围以内的桥梁，采用合理的桥梁施工组织套用相应的概算或预算定

额进行概算编制. 

超过上述范围的大桥、特大桥工程建议采用公路定额编制或根据市政定额的编制办法编制补充定额编

制概算. 

2)涵洞工程按照常用的构造型式分为圆管涵、箱涵、拱涵、盖板涵等，根据设计图纸套用相应的概算或

预算定额进行概算编制. 

3.3.5.3.附属设施和临时工程: 

附属设施包括安全设施(标志标线、护栏、公交停靠站等)及城市家具(座椅、公交站亭、垃圾箱等)等.临

时工程包括临时便道和临时便桥等.对于无法套用相应的概算或预算定额的项目可参考类}以工程技术经济

指标计算. 

3.3.5.4.道路工程、桥涵工程概算项目内容见表 7. 

表 7 道路工程、桥涵工程概算项目表 

┌──┬─────────┬───┬──┐ 

│序号│项目名称          │单位  │备注│ 



├──┼─────────┼───┼──┤ 

│    │道路工程          │      │    │ 

├──┼─────────┼───┼──┤ 

│1   │土石方工程        │m3    │    │ 

├──┼─────────┼───┼──┤ 

│z   │特殊路基处理      │m2  │    │ 

├──┼─────────┼───┼──┤ 

│3   │防护工程          │m2  │    │ 

├──┼─────────┼───┼──┤ 

│4   │挡土墙            │m /    │ │    │ 

├──┼─────────┼─m3──┼──┤ 

│5   │路面工程          │      │    │ 

├──┼─────────┼───┼──┤ 

│    │机动车道          │m2   │    │ 

├──┼─────────┼───┼──┤ 

│    │非机动车道        │m2   │    │ 

├──┼─────────┼───┼──┤ 



│    │人行道            │m2    │    │ 

├──┼─────────┼───┼──┤ 

│    │侧平石            │m    │    │ 

├──┼─────────┼───┼──┤ 

│  二  │桥涵工程          │      │    │ 

├──┼─────────┼───┼──┤ 

│1   │涵洞工程          │m/道  │    │ 

├──┼─────────┼───┼──┤ 

│z   │地道工程          │m2   │    │ 

├──┼─────────┼───┼──┤ 

│    │结构              │      │    │ 

├──┼─────────┼───┼──┤ 

│序号│项目名称          │单位  │备注│ 

├──┼─────────┼───┼──┤ 

│    │围护              │      │    │ 

├──┼─────────┼───┼──┤ 

│3   │桥梁工程          │      │    │ 



├──┼─────────┼───┼──┤ 

│    │空心板梁桥        │m2   │    │ 

├──┼─────────┼───┼──┤ 

│    │预应力混凝土箱梁桥│m2  │    │ 

├──┼─────────┼───┼──┤ 

│    │斜拉桥            │m2   │    │ 

├──┼─────────┼───┼──┤ 

│    │悬索桥            │m2    │    │ 

├──┼─────────┼───┼──┤ 

│4   │附属设施          │      │    │ 

├──┼─────────┼───┼──┤ 

│    │标志标线          │m 或 km│    │ 

├──┼─────────┼───┼──┤ 

│    │信号灯            │套    │    │ 

├──┼─────────┼───┼──┤ 

│    │照明              │套    │    │ 

├──┼─────────┼───┼──┤ 



│5   │临时工程          │      │    │ 

├──┼─────────┼───┼──┤ 

│    │临时便道          │m2   │    │ 

├──┼─────────┼───┼──┤ 

│    │临时便桥          │m2    │    │ 

└──┴─────────┴───┴──┘ 

注:此表仅洪参考，可根据工程情况增减项目. 

3. 3. 6 隧道工程设计概算编制方祛 

3.3.6.1. 隧道工程: 

隧道工程分为软土隧道和岩石隧道. 隧道工程包括土建工程和设备安装工程. 

1)土建工程的单项工程，包括:主体隧道工程、接线道路、地面辅道、道路排水工程、管理中心、道路

附属设施等.土建工程根据设计图纸套用相应的概算或预算定额进行概算编制. 

2)设备安装工程，包括:电力设备、环控系统、给排水及消防、监控系统等，编制办法参考其他专业设

计概算编制方法. 

3.3.6.2.隧道工程概算项目内容见表 8. 

表 8     w 道工程概算项目表 

┌──┬──────┬──┬──┐ 



│序号│项目名称    │单位│备注│ 

├──┼──────┼──┼──┤ 

│    │土建工程    │    │    │ 

├──┼──────┼──┼──┤ 

│1   │隧道主体工程│    │    │ 

├──┼──────┼──┼──┤ 

│2   │接线道路    │m2  │    │ 

├──┼──────┼──┼──┤ 

│3   │地面辅道    │m2  │    │ 

├──┼──────┼──┼──┤ 

│4   │道路排水工程│    │    │ 

├──┼──────┼──┼──┤ 

│5   │管理中心    │m2 │    │ 

├──┼──────┼──┼──┤ 

│6   │道路附属设施│    │    │ 

├──┼──────┼──┼──┤ 

│    │设备安装工程│    │    │ 



├──┼──────┼──┼──┤ 

│1   │电力设备    │    │    │ 

├──┼──────┼──┼──┤ 

│2   │环控系统    │    │    │ 

├──┼──────┼──┼──┤ 

│3   │给排水及消防│    │    │ 

├──┼──────┼──┼──┤ 

│4   │监控系统    │    │    │ 

└──┴──────┴──┴──┘ 

注:此表仅供参考，可根据工程.清况增减项目. 

3. 3. 7 固休废物工程设计概算编制方祛 

固体废物工程建筑工程按用途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与主要生产工艺流程有关的建(构)筑物作为主

体建(构)筑物，第二部分为生产服务和配套的建(构)筑物作为辅助建(构)物。 

3.3.7.1.固体废物工程设计概算编制方法: 

1)主体构筑物工程可按设计图纸计算工程量，套用相应的概算或预算定额。主体建筑物和主体构筑物上

部可根据设计深度按设计图纸计算工程量，套用相应的概算或预算定额，或套用当地有关部门发布的技术经

济指标计算.如个别项目因无相应的定额子目，可以按指标计算，如垂直防渗的塑性墙等. 



2)辅助建《构)筑物工程可参考类联工程的建筑面积（体积)指标计算. 

3)加油站和洗车台等若设计深度未能达到定额编制深度要求时，可按座计算. 

4)对于填埋作业机械、车辆、部分化验设备，如压实机、推土机等无需安装的工程，不得计算安装工程

费用. 

5)厂区平面布置中给水、排水、供热管道和电气工程可参考类股工程技术经济指标计算. 

6)城市生活垃圾中转站可参照处理厂工程. 

3.3.7.2.固体废弃物工程概算项目内容见表 9. 

 

表 9 固体废弃物工程概算项目表 

┌──┬────────┬──┬──┐ 

│序号│项目名称        │单位│备注│ 

├──┼────────┼──┼──┤ 

│1   │单体构筑物      │    │    │ 

├──┼────────┼──┼──┤ 

│    │下部土建        │m3  │    │ 

├──┼────────┼──┼──┤ 

│    │上部土建        │m2 │    │ 



├──┼────────┼──┼──┤ 

│序号│项目名称        │单位│备注│ 

├──┼────────┼──┼──┤ 

│    │管配件/工艺管道 │t/d │    │ 

├──┼────────┼──┼──┤ 

│    │工艺设备        │t/d │    │ 

├──┼────────┼──┼──┤ 

│2   │建筑物          │    │    │ 

├──┼────────┼──┼──┤ 

│    │土建            │m2  │    │ 

├──┼────────┼──┼──┤ 

│    │管配件/工艺管道 │t/d │    │ 

├──┼────────┼──┼──┤ 

│    │工艺设备        │t/d │    │ 

├──┼────────┼──┼──┤ 

│3   │附属建筑物      │m2  │    │ 

├──┼────────┼──┼──┤ 



│4   │车辆            │    │    │ 

├──┼────────┼──┼──┤ 

│5   │电气设备        │t/d │    │ 

├──┼────────┼──┼──┤ 

│6   │仪表设备        │t/d │    │ 

├──┼────────┼──┼──┤ 

│7   │平面布置        │    │    │ 

├──┼────────┼──┼──┤ 

│    │道路            │m2  │    │ 

├──┼────────┼──┼──┤ 

│    │围墙            │m2  │    │ 

├──┼────────┼──┼──┤ 

│    │大门            │座  │    │ 

├──┼────────┼──┼──┤ 

│    │绿化            │m2 │    │ 

├──┼────────┼──┼──┤ 

│    │平面管道        │t/d │    │ 



├──┼────────┼──┼──┤ 

│    │平面设备        │t/d │    │ 

└──┴────────┴──┴──┘ 

注:此表仅供参考，可根据工程.清况增减项目. 

3. 3. 8 燃气工程设计概算编制方祛 

燃气工程中按单项工程可分为市政燃气输配管网工程、门站工程、储配站工程、调压站工程、CNG 母

站及子站工程、LNG 气化站等.其中燃气输配管网工程主要分为中低压输配管网、高压输配管网，由管道及

附属设备与材料、阀门井等单位工程组成.站类工程由工艺、电气、自控、建筑等单位工程组成. 

3.3.8.1.燃气输配管网工程: 

1)土石方工程场外运距应根据施工组织方案的实际情况计算. 

2)中低压输配管道、高压输配管道按设计图纸及设计说明书计算工程量，套用相应的概算或预算定额. 

3)管道敷设根据施工组织方案，主要分为地下直埋敷设和地沟敷设方式，按设计图纸及设计说明书计算

工程量，套用相应的概算或预算定额.地沟敷设若设计深度未能达到定额编制深度要求时，可参考当地类 fo,

工程概预算或工程技术经济指标根据不同管径分别按 

米计算. 

4)阀门并、特殊跨越及顶管工程等按设计图纸及设计说明书计算工程量，套用相应的概算或预算定额.

若设计深度未能达到定额编制深度要求时，可参考当地类似工程概预算或工程技术经济指标，阀门并根据不



同管径按座计算，特殊跨越及顶管工程根据不同管径分别按米计算。 

5)管道敷设中，如遇道路、绿化等破坏及修复工程，各类费用可参考类似工程技术经济指标按面积计算. 

3.3.8.2.站类工程: 

1)工艺设备与安装: 

(1)门站工程包括调压、稳压装置、计量装置等及附属设备与安装，均按设计图纸计算工程量，套用相

应概算或预算定额. 

(2)储配站工程包括调压装置、储存罐、计量装置等及附属设备与安装，均按设计图纸计算工程量，套

用相应的概算或预算定额. 

(3)调压站工程包括调压器及附属设备与安装，均按设计图纸计算工程量，套用相应的概算或预算定额. 

（4）CNG 母站工程包括净化装置、压缩机、储气罐、加气机、计量装置等及附属设备与安装，均按设

计图纸计算工程量，套用相应的概算或预算定额. 

(5) CNG 子站工程包括调压器、压缩机、换热器、减压装置等及附属设备与安装，均按设计图纸计算工

程量，套用相应的概算或预算定额。 

(6) LNG 气化站工程包括储存罐、空温气化器、复热器、调压装置等及附属设备与安装，均按设计图纸

计算工程量，套用相应的概算或预算定额. 

2)管道、管件、阀门、压力计、伸缩器、过滤器等均按设计图纸及设计说明书计算工程量，套用相应的

概算或预算定额. 



3)电气、仪表、自控系统中设备与安装及电线电缆等均按设计图纸及设计说明书计算工程量，套用相应

的概算或预算定额. 

(4) CNG 母站工程包括净化装置、压缩机、储气罐、加气机、计量装置等及附属设备与安装，均按设计

图纸计算工程量，套用相应的概算或预算定额. 

(5) CNG 子站工程包括调压器、压缩机、换热器、减压装置等及附属设备与安装，均按设计图纸计算工

程量，套用相应的概算或预算定额. 

(6) LNG 气化站工程包括储存罐、空温气化器、复热器、调压装置等及附属设备与安装，均按设计图纸

计算工程量，套用相应的概算或预算定额. 

2)管道、管件、阀门、压力计、伸缩器、过滤器等均按设计图纸及设计说明书计算工程量，套用相应的

概算或预算定额， 

3)电气、仪表、自控系统中设备与安装及电线电缆等均按设计图纸及设计说明书计算工程量，套用相应

的概算或预算定额. 

4)建筑工程按设计图纸计算工程量，套用相应的概算或预算定额.若设计深度未能达到定额编制深度要

求时，可参考当地类似工程概预算或工程技术经济指标，按相应的建筑面积(体积)计算. 

5)站区平面布置工程可参考类}以工程技术经济指标，大门可按座计算，围墙可按米或面积计算，道路

及绿化按面积计算. 

3.3.8.3.燃气工程概算项目内容见表 10. 



表 10 燃气工程概算项目表 

┌──┬───────────────┬───┬──┐ 

│序号│项目名称                      │单位  │备注│ 

├──┼───────────────┼───┼──┤ 

│    │燃气输配管网工程              │      │    │ 

├──┼───────────────┼───┼──┤ 

│1   │中低压管道                    │m  │    │ 

├──┼───────────────┼───┼──┤ 

│    │钢管                          │M     │    │ 

├──┼───────────────┼───┼──┤ 

│    │球墨铸铁管                    │m    │    │ 

├──┼───────────────┼───┼──┤ 

│2   │高压管道                      │m   │    │ 

├──┼───────────────┼───┼──┤ 

│    │钢管                          │m    │    │ 

├──┼───────────────┼───┼──┤ 

│3   │管件                          │个    │    │ 



├──┼───────────────┼───┼──┤ 

│a   │钢管防腐                      │m2    │    │ 

├──┼───────────────┼───┼──┤ 

│5   │钢管阴极保护                  │kg    │    │ 

├──┼───────────────┼───┼──┤ 

│6   │测试桩                        │个    │    │ 

├──┼───────────────┼───┼──┤ 

│7   │管道探伤/试压                 │m   │    │ 

├──┼───────────────┼───┼──┤ 

│8   │管沟挖土方/回填土/余土外运    │m3    │    │ 

├──┼───────────────┼───┼──┤ 

│9   │支挡土板                      │t     │    │ 

├──┼───────────────┼───┼──┤ 

│10  │阀门并                        │座    │    │ 

├──┼───────────────┼───┼──┤ 

│11  │特殊跨越及顶管                │m    │    │ 

├──┼───────────────┼───┼──┤ 



│12  │道路开挖及修复                │m2   │    │ 

├──┼───────────────┼───┼──┤ 

│13  │绿化破坏及修复                │m2  │    │ 

├──┼───────────────┼───┼──┤ 

│    │站类工程                      │      │    │ 

├──┼───────────────┼───┼──┤ 

│序号│项目名称                      │单位  │备注│ 

├──┼───────────────┼───┼──┤ 

│a   │门站工程                      │      │    │ 

├──┼───────────────┼───┼──┤ 

│1   │调压、稳压装置及附属设备与安装│台/个 │    │ 

├──┼───────────────┼───┼──┤ 

│    │计量装置及附属设备与安装      │台/个 │    │ 

├──┼───────────────┼───┼──┤ 

│    │电气、仪表、自控设备与安装    │台/个 │    │ 

├──┼───────────────┼───┼──┤ 

│    │工艺管道/管配件               │m    │    │ 



├──┼───────────────┼───┼──┤ 

│    │阀门                          │个    │    │ 

├──┼───────────────┼───┼──┤ 

│    │压力计                        │套    │    │ 

├──┼───────────────┼───┼──┤ 

│    │伸缩器                        │组    │    │ 

├──┼───────────────┼───┼──┤ 

│    │过滤器                        │台    │    │ 

├──┼───────────────┼───┼──┤ 

│    │电线电缆                      │m    │    │ 

├──┼───────────────┼───┼──┤ 

│2   │建筑物/土建工程               │m2    │    │ 

├──┼───────────────┼───┼──┤ 

│3   │平面布置                      │      │    │ 

├──┼───────────────┼───┼──┤ 

│    │道路/绿化                     │m2  │    │ 

├──┼───────────────┼───┼──┤ 



│    │围墙                          │M(V)  │    │ 

├──┼───────────────┼───┼──┤ 

│    │大门                          │座    │    │ 

└──┴───────────────┴───┴──┘ 

┌──┬──────────────────────────┬─────┬──┐ 

│!   │储配站工程                                          │          │    │ 

├──┼──────────────────────────┼─────┼──┤ 

│i   │调压装置及附属设备与安装                            │台/个     │    │ 

├──┼──────────────────────────┼─────┼──┤ 

│    │计量装置及附属设备与安装                            │台/个     │    │ 

├──┼──────────────────────────┼─────┼──┤ 

│    │储存罐及附属设备与安装                              │台/个     │    │ 

├──┼──────────────────────────┼─────┼──┤ 

│序号│项目名称                                            │单位      │备注│ 

├──┼──────────────────────────┼─────┼──┤ 

│    │电气、仪表、自控设备与安装                          │台/个    │    │ 

├──┼──────────────────────────┼─────┼──┤ 



│    │工艺管道/g 配件                                      │跳        │    │ 

├──┼──────────────────────────┼─────┼──┤ 

│    │阀门                                                │个        │    │ 

├──┼──────────────────────────┼─────┼──┤ 

│    │压力计                                              │套        │    │ 

├──┼──────────────────────────┼─────┼──┤ 

续表 10 

注:此表仅供参考，可根据工程.清况增减项目. 

3. 3. 9 集中供热工程设计概算编制方祛 

集中供热工程中按单项工程可分为市政集中供热管网工程、中继泵站工程和热力站工程.其中供热管网

工程主要分为热水管网和蒸汽管网，由管道及附属设备与材料、阀门井室等单位工程组成.中继泵站和热力

站工程由工艺、建筑、动力配电、自控系统等单位工程组成. 

3.3.9.1.集中供热管网工程: 

1)土石方工程场外选距应根据施工组织方案的实际.情.况计算. 

2)热水管道、蒸汽管道及附属设备与材料均按设计图纸及设计说明书计算工程量，套用相应的概算或预

算定额. 

3)管道敷设根据施工组织方案，主要分为直埋敷设、地淘敷设和架空敷设等方式，按设计图纸及设计说



明书计算工程量，套用相应的概算或预算定额.地沟敷设及架空敷设等若设计深度未能达到定额编制深度要

求时，可参考当地类 cI)工程概预算或工程技术经济指标根据不同管径分别按米计算. 

4)阀门井室、特殊跨越及顶管工程等按设计图纸及设计说明书计算工程量，套用相应的概算或预算定额.

若设计深度未能达到定额编制深度要求时，可参考当地类似工程概预算或工程技术经济指标，阀门井室根据

不同管径按座计算，特殊跨越及顶管工程根据不同管径分别按米计算. 

5)管道敷设中，如遇道路、绿化等破坏及修复工程，各类费用可参考类股工程技术经济指标按面积计算. 

3 .3.9.2.中继泵站工程、热力站工程: 

1)热力站工艺包括换热机组或散装换热系统及附属设备与安装，中继泵站工艺包括中继泵及附属设备与

安装，电气工程包括动力配电设备与安装，自控工程包括现场仪表及自控系统等设备的安装与调试，均按设

计图纸计算工程量，套用相应的概算或预算定额. 

2)工艺管道中管道、管件、阀门、管道保温、管道冲洗、试压等按设计图纸及设计说明书计算工程量，

套用相应的概算或预算定额. 

3)电气、仪表、自控系统中设备与安装及电线电缆等均按设计图纸及设计说明书计算工程量，套用相应

的概算或预算定额. 

4)建筑工程按设计图纸计算工程量，套用相应的概算或预算定额.若设计深度未能达到定额编制深度要

求时，可参考当地类似工程概预算或工程技术经济指标，按相应的建筑面积《体积)进行计算. 

5)站区平面布置工程可参考类}以工程技术经济指标，大门可按座计算，围墙可按米或面积计算，道路、



绿化等按面积计算. 

3.3.9.3.集中供热工程概算项目内容见表 1 1. 

表 11 集中供热工程概算项目表 

此表仅供参考，可根据工程情况增减项目. 

 

  3. 3.10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的组成和编制方祛 

3.3.10.1.工程建设其他费用系指工程费用以外的、在建设项目的建设投资中必须支出的固定资产其他费

用、无形资产费用和其他资产费用《递延资产). 

幼本办法列明的工程建设其他费用项目，是项目的建设投资中通常所发生的费用项目，但不限于下述费

用项目，实际工作中应结合工程项目情况予以确定，不发生时不计取.工程建设其他费用一般包括: 

(1)建设用地费: 

(2)建设管理赛: 

(3)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咨询费: 

(4)研究试验费: 

(5)勘察设计费: 

(6)环境影响咨询服务赛; 

(7)劳动安全卫生评审费; 



(8)场地准备及临时设施费: 

(9)工程保险费: 

(10)特殊设备安全监督检验费; 

(n)生产准备费及开办费; 

(12)联合试运转费: 

(13)专利及专有技术使用费: 

(14)招标代理服务赛: 

(巧)施工图宙查赛: 

(16)市政公用设施赛: 

(17)工程造价咨询服务费: 

(18)弓}进技术和进口设备项目的其他赛用: 

(19)其他与工程建设相关费用. 

1)一般建设项目很少发生或一些具有较明显行业或地区特征的工程建设其他费用项目，如工程咨询费、

移民安置费、水资源费、水土保持评价费、地震安全性评价费、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价费、河道占用补偿费、

超限设备运输特殊措施费、航道维护费、植被恢复费、种质检测费、弓}种测试费等，各省《市、自治区)、

各部门可在实施办法中补充或具体项目发生时依据有关政策规定计取。 

3.3.10.2.建设用地费: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规定，建设项目征用土地或租用土地应支



付的费用和管线搬迁及补偿费.包括: 

1)土地征用及迁移补偿费:经营性建设项目通过出让方式购置的土地使用权(或建设项目通过划拨方式取

得无限期的土地使用权)而支付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余物迁建补偿费、

土地登记管理费等;行政事业单位的建设项目通过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而支付的出让金，建设单位在建

设过程中发生的土地复垦费用和土地损失补偿费用;建设期临时占地补偿费. 

2)征用耕地按规定一 fA 性缴纳的耕地占用税;征用城镇土地在建设期 IR)按规定每年缴纳的城镇土地使

用税;征用城市郊区菜地按规定缴纳的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 

3)建设单位租用建设项目土地使用权而支付的租地费用， 

4)管线搬迁及补偿费:指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的供水、排水、燃气、供热、通信、电力和电缆等市

政管线的搬迁及补偿费用. 

计算方法: 

(1)根据应征建设用地面积、临时用地面积，按建设项目所在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领发的土地

征用补偿费、安置补助费标准和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标准计算. 

(2)建设用地上的建(构)筑物如需迁建，其迁建补偿费应按迁建补偿协议计列或按新建同类工程造价计算.

建设场地平整中的余物拆除清理费在“场地准备及临时设施费”中计算. 

(3)建设项目采用“长租短付”方式租用土地使用权，在建设期 Ian 支付的租地费用计入建设用地费;在

生产经营期 Ian 支付的土地使用费应进入营运成本中核算. 



(4)根据不同种类市政管线分别按实际搬迁及补偿费用计算. 

3.3.10.3.建设管理费:指建设单位从项目筹建开始直至办理竣工诀算为止发生的项目建设管理费用.包括: 

1)建设单位管理费:指建设单位从项目开工之日起至办理竣工财务诀算之日止发生的管理性的开支.包括:

不在原单位发工资的工作人员工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办公费、差旅交通费、

劳动保护费、工具用具使用费、固定资产使用费、零星购置费、招募生产工人费、技术图书资料费、印花税、

业务招待费、施工现场津贴、竣工验收费和其他管理性开支. 

计算方法:以工程总投资为基数，按照工程项目的不同规模分别确定的建设单位管理费率计算.对于改、

扩建项目的取费标准，原则上应低于新建项目，如工程项目新建与改、扩建不易划分时，应根据工程实际按

难易程度确定费率标准. 

2)建设工程监理费:指委托工程监理单位对工程实施监理工作所需费用.包括:施工监理和勘察、设计、保

修等阶段监理. 

计算方法: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现行工程建设监理费有关规定估列. 

(1）以第一部分工程费用(设备费用占总费用比例超过 40%时按有关规定调整)与联合试运转费用之和为

计费额，按照监理工程的不同规模分别确定的监理费率和有关调整系数计算. 

(2)按照参与监理工作的工日计算。 

如建设管理采用工程总承包方式，其总包管理费由建设单位与总包单位根据总包工作范围在合同中商

定、从建设管理费中支出. 



3.3.10.4.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咨询费:指建设项目前期工 

作的咨询收费. 

包括:建设项目专题研究、编制和评估项目建议书、编制和评估可行性研究报告，以及其他与建设项目

前期工作有关的咨询服务收费. 

计算方法: 

(1)以建设项目估算投资额为计费额。 

(2)建设项目估算投资额是指项目建议书或可行性报告的估算投资额. 

(3)建设项目的具体收费标准，根据估算投资额在相对应的区间为用插入法计算. 

(4)根据行业特点和各行业内部不同类别工程的复杂程度，计算咨询费用时可分别乘以仔业调整系数和

工程复杂程度调整系数. 

3.3.10.5.研究试验费:指为本建设项目提供或验证设计数据、资料进行必要的研究试验，按照设计规定在

建设过程中必须进行试验所需的费用，以及支付科技成果、先进技术的一改性技术转让费，但不包括: 

1)应由科技三项费用(即新产品试制费、中 Ian 试验费和重要科学研究补助费)开支的项目. 

2)应由建筑安装费中列支的施工企业对建筑材料、构件和建筑物进行一般鉴定、检查所发生的费用及技

术革新的研究试验费. 

计算方法:按照设计提出的研究试验项目内容，编制概算. 

3.3.10.6.勘察设计费:指建设单位委托勘察设计单位为建设项目进行勘察、设计等所需费用，由工程勘察



费和工程设计费两部分组成. 

1)工程勘察费: 

包括:测绘、勘探、取样、试验、测试、检测、监测等勘察作业，以及编制工程勘察文件和岩土工程设

计文件等收取的费用. 

计算方法:按照实物工程量定额计费方法计算，也可按第一部分工程费用的 0. 8% -1. 1%计列。 

2)工程设计费: 

包括:编制初步设计文件、施工图设计文件、非标准设备设计文件、施工图预算文件、竣工图文件等服

务所收取的费用. 

计算方法: 

(1)以第一部分工程费用与联合试运转费用之和的投资额为基础，按照工程项目的不同规模分别确定的

设计费率计算. 

(2)施工图预算编制按设计罄的 10%计算. 

(3)竣工图编制按设计费的 8%计算。 

3.3.10.7.环境影响咨询服务费: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对建设项目对环境影响进行全面评价所需的费用. 

包括: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环境影响报告书(含大纲)和评估环境影响报告表、环境影响报告书(含大纲) 

计算方法:以工程项目投资为基数，按照工程项目的不同规模分别确定的环境影响咨询服务费率计算. 



3.3.10.8.劳动安全卫生评审费:指按照原劳动部《建设项目(工程)劳动安全卫生监察规定》和《建设项目(工

程)劳动安全卫生评价管理办法》的规定，为预钡细分析建设项目存在的职业危险、危害因素的种类和完郊

金危害程度，并提出先进、科学、合理可行的劳动安全卫生技术和管理对策的所需费用. 

包括: 

计算方法:按国家或主管部门发布的现行劳动安全卫生预评价委托合同计列，或按照建设项目所在省

《市、自治区)劳动行政部门规定的标准计算.也可按第一部分工程费用的。0.1%、0. 5%计列。 

3.3.10.9.场地准备及临时设施费:包括场地准备费和临时设施费. 

2)临时设施费是指为满足施工建设需要而供到场地界区的、未列人工程费用的临时水、电、路、通信、

气等其他工程费用和建设单位的现场临时建（构)筑物的搭设、维修、拆除、摊销或建设期 Ian 租赁费用，

以及施工期间专用公路养护费、维修费. 

3)场地准备及临时设施应尽量与永久性工程统一考虑.建设场地的大型土石方工程应进人工程费用中的

总图运输费用中. 

计算方法: 

1）新建项目的场地准备和临时设施费应根据实际工程量估算，或按工程费用的比例计算，一般可按第

一部分工程费用的 0. 5% ^ 2.0%计列。 

(2)改扩建项目一般只计拆除清理费. 

(3)发生拆除清理费时可按新建同类工程造价或主材费、设备费的比例计算.凡可回收材料的拆除采用以



料抵工方式，不再计算拆除清理费. 

(4)此费用不包括已列入建筑安装工程费用中的施工单位临时设施费用。 

3.3.10.10.工程保险费:指建设项目在建设期 Ian 根据需要对建筑工程、安装工程及机器设备和人身安全

进行投保而发生的保险费用. 

包括:建筑安装工程一切险、人身意外伤害险和引进设备财产保险等费用. 

计算方法: 

1）不同的建设项目可根据工程特点选择投保险种，根据投保合同计列保险费用.编制工程概算时可按工

程费用的比例估算. 

(2)不包括已列入施工企业管理费中的施工管理用财产、车辆保险费. 

(3)按国家有关规定计列，也可按下式估列: 

工程保险费=第一部分工程费用 X(0.3%、.6%)    (1) 

说明:不含已列入建安工程施工企业的保险费. 

3.3.10.11.特殊设备安全监督检验费:指在施工现场组装的锅炉及压力容器、压力管道、消防设备、燃气

设备、电梯等特殊设备和设施，由安全监察部门按照有关安全监察条例和实施细则以及设计技术要求进行安

全检验，应由建设项目支付的、向安全监察部门缴纳的费用. 

计算方法:按照建设项目所在省《市、自治区)安全监察部门的规定标准计算.无具体规定的，在编制工程

概算时可按受检设备现场安装费的比例估算. 



3.3.10.12.生产准备费及开办费:指建设项目为保证正常生产(或营业、使用)而发生的人员培训费、提前进

厂费以及投产使用初期必备的生产、办公和生活家具用具及工器具等购置费用.包括: 

1)生产准备费:包括生产职工培训及提前进厂费 ，是指: 

(1)新建企业或新增生产能力的扩建企业在交工检收前自行培训或委托其他单位培训技术人员、工人和

管理人员所支出的费用. 

(2)生产单位为参加施工、设备安装、调试等以及熟悉工艺流程、机器性能等需要提前进厂人员所支出

的费用. 

费用内容包括:培训人员和提前进厂人员的工资、工资性补贴、职工福利费、差旅交通费、劳动保护费、

学习资料费等. 

计算方法:根据培训人数(按设计定员的 60%)按 6 个月培训期计算.为了简化计算，培训费按每人每月平

均工资、工资性补贴等标准计算. 

提前进厂费，按提前进厂人数每人每月平均工资、工资性补贴标准计算，若工程不发生提前进厂费的不

得计算此项费用. 

2)办公和生活家具购置费:指为保证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初期正常生产、使用和管理所必需购置的办

公和生活家具、用具的费用.改、扩建项目所需的办公和生活用具购置费，应低于新建项目的费用. 

购置范围包括:办公室、会议室、资料档案室、阅览室、食堂、浴室和单身宿舍等的家具用具.应本着勤

俭节约的精神，严格控制购置范围. 



计算方法:为简化计算，可按照设计定员人数，每人按 1000.2000 元计算. 

3)工器具及生产家具购置费:指新建项目为保证初期正常生产所必须购置的第一套不够固定资产标准的

设备、仪器、工卡模具、器具等的费用，不包括其备品备件的购置费.该费用按照财政部财建[2002] 394 号文

件的规定，应计人第一部分工程费用内. 

计算方法:可按第一部分工程费用设备购置费总额的 1% ^-'2%估算. 

3.3.10.13.联合试运转费:指新建项目或新增加生产能力的工程，在竣工验收前，按照设计文件所规定的

工程后量标准和技术要求，进行整个生产 ft 成装置的负荷联合试运转或局部联动试车所发生的费用净支出.

当试运转有收入时.则计列收入与支出相抵后的亏损部分，不包括应由设备安装费用开支的试车调试费用，

以及在试运转中暴露出来的因成丁原因成设备缺陷等发生的处理费用.不发生试运转费的工程或者试运转收

入和支出相抵消的工程，不列此费用项目. 

试运转费用中包括:试运转所需的原料、燃料、油料和动力的消耗费用，机械使用费用，低值易耗品及

其他物品的费用和施工单位参加联合试运转人员的工资以及专家指导费等. 

试运转收入包括试运转产品销售和其他收入。 

计算方法: 

(1)燃气工程项目:按第一部分工程费用燃气安装工程及设备购置费总值的 1. 5%计算. 

(2)供热工程项目:按第一部分工程费用供热安装工程及设备购置费总值的 1%计算. 

(3)给排水工程项目:按第一部分工程费用内设备购置费总值的 1%计算. 



(4)隧道工程项目:按工程预计试运转的天数计算. 

(5)试运行期按照以下规定确定:引进国外设备项目按建设合同中规定的试运行期执行;国内一般性建设

项目试运行期原则上按照批准的设计文件所规定的期限执行。个别行业的建设项目试运行期需要超过规定试

运行期的，应报项目设计文件审批机关批准.试运行期一经确定，各建设单位应严格按规定执仔，不得擅自

缩短或延长. 

3.3.10.14.专利及专有技术使用费:指建设项目使用国内外专利和专有技术支付的费用.包括: 

1)国外技术及技术资料费，引进有效专利、专有技术使用费和技术保密费. 

2)国内有效专利和专有技术使用费. 

3)商标权、商誉和特许经营权费等. 

计算方法: 

(1)按专利使用许可协议和专有技术使用合同的规定计列. 

(2)专有技术的界定应以省、部级鉴定批准为依据. 

(3)项目投资中只计需在建设期支付的专利及专有技术使用费，协议或合同规定在生产期分年支付的使

用费应在生产成本中核算. 

(4)-改性支付的商标权、商誉及特许经营权费按协议或合同规定计列，协议或合同规定在生产期支付的

商标权或特许经营权费应在生产成本中核算. 

(5)为项目配套的专用设施投资，包括专用铁路线、专用公路、专用通信设施、变送电站、地下管道、



专用码头等，如由项目建设单位负责投资但产权不归属本单位的，应作无形资产处理. 

3.3.10.15.招标代理服务费:指招标代理机构接受招标人委托，从事招标业务所需的费用. 

包括:编制招标文件（包括编制资格预审文件和标底)，审查投标人资格，组织投标人踏勘现场并答疑，

组织开标、评标、定标以及提供招标前期咨询、协调合同的签订等业务. 

计算方法:按国家或主管部门发布的现行招标代理服务费标谁计算. 

3.3.10.16.施工图审查费:指施工图审查机构，受建设单位委托，根据国家法律、法规、技术标准与规范，

对施工图进行审查所需的费用. 

包括:对施工图进行结构安全和强制性标谁、规范执行情况进行独立审查。 

计算方法:按国家或主管部门发布的现行施工图审查费有关规定估列. 

3.3.10.17.市政公用设施费:指使用市政公用设施的建设项目，按照项目所在地省一级人民政府有关规定

建设或缴纳的市政公用设施建设配套费用，可能发生的公用供水、供气、供热设施建设的贴补费用、供电多

回路高可靠性供电费用以及绿化工程补偿费用. 

计算方法: 

(1)按工程所在地人民政府规定标谁计列; 

(2)不发生或按规定免征项目不计取. 

3.3.10.18.工程造价咨询服务费:指工程造价咨询机构播受委托，从事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所需的费用. 

计算方法:按国家或主管部门发布的现行工程造价咨询服务费标准计算. 



3.3.10.19.引进技术和进口设备项目的其他费用:其费用的内容和编%lit 法见第四章引进技术和进口设备

项目设计概算编制办法. 

3. 3.11 节预备费的内容和编制方祛 

3.3.11.1.预备费包括基本预备费和价差预备费两部分。 

3.3.11.2.基本预备费:指在设计概算中难以预科的工程和费用，其中包括实行按施工图预算加系数包干的

预算包干费用，其用途如下: 

1)在进行初步设计、技术设计、施工图设计和施工过程中，在批准的建设投资范围内所增加的工程和费

用. 

2)由于一般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和预防自然灾害所采取的措施费用. 

3)在上级主管部门组织竣工验收时，验收委员会《或小组)为鉴定工程质量，必须开挖和修复隐蔽工程

的费用. 

计算方法:以第一部分“工程费用”总值和第二部分“工程建设其他费用”总值之和为基数，乘以基本

预备费率 5%^8%计算，预备费费率的取值应按工程具体情况在规定的幅度内确定. 

3.3.11.3.价差预备费:指项目建设期 Ian 由于价格可能发生上涨而预留的费用. 

计算方法:以编制项目初步设计报告的年份为基期，计算到项目建成年份为止的设备、材料等价格上涨

系数，以第一部分工程费用总值为基数，按建设期分年度用款计划进行价差预备费计算. 

价差预备费计算公式如下: 



(2)式中 Pr 一一计算期价差预备费; 

it 一一计算期第 t 年的建筑安装工程费用和设备及工器具的购置费用; 

f 一一物价上涨系数; 

n-一计算期年数，以编制初步设计报告的年份为基数，计算至项目建成的年份; 

t 一一计算期第 t 年《以编制初步设计报告的年份为计算期第一年)。 

3. 3.12 税费、建设期利息及铺底流动资金 

3.3.12.1.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暂行条例》及其实

施细则、补充规定等文件计算， 

3.3.12.2.建设期利息是指筹措债务资金时，在建设期内发生的，并按规定允许在投产后计人固定资产原

值的利息，即资本化利息.建设期利息包括银行借款和其他债务资金的利息以及其他融资费用. 

建设期利息，应根据资金来源、建设期年限和借款利率分别计算. 

对国内借款，无论实际按年、季、月计息，均可简化为按年计息，即将名义年利率按计息时 Ifo 折算成

有效年利率，计算公式为: 

有效年利率:二，1+) m-1     (3) 

式中功一一每年计息次数. 

计算建设期利息时，为了简化计算，通常假定借款均在每年的年中支用，借款当年按半年计息，其余

各年份按全年计息，计算公式如下: 



采用单利方式计息时: 

各年应计利息二(年初借款本金累计+本年借款额/2) X 名义年利率      (4) 

采用复利方式计息时: 

各年应计利息二(年初借款本息累计+本年借款额/2) X 有效年利率          (5) 

对有多种借款资金来源，每笔借款的年利率各不相同的项目，既可分别计算每笔借款的利息，也可先计

算出各笔借款加权平均的年利率，并以此加权平均利率计算全部借款的利息. 

3.3.12.3.建设期其他融资费用是指某些债务融资中发生的手续费、承诺费、管理费、信贷保险费等融资

费用，一般情况下应将其单独计算并计人建设期利息. 

3.3.12.4.铺底流动资金，即自有流动资金，按流动资金总额的 30%作为铺底流动资金列入总投资计划. 

流动资金指运营期内长期占用并周转使用的营运资金，可采用扩大指标估算法或分项详细估算法.在初

步设计概算阶段，流动资金可参照类仪的生产企业的扩大指标进行估算. 

1)按年产值(或年营业收入)估算: 

流动资金二年产值《或年营业收入)X 流动资金占用率  (6) 

流动资金占用率可由同类企业百元产值(或营业收入》中流动资金占用额确定. 

2)按年经营成本的周转天数估算: 

流动资金二(年经营成本/360) X 流动资金周转天数  (7) 

3. 4. 1 设计概算编制办祛 



3.4.1.1.引进技术和进口设备项目设计概算的编制，一般应以与外商签订的合同或报价的价款为依据. 引

进技术和进口设备项目外币部分根据合同或报价所规定的币种和金额，按合同签订日期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

的牌价(卖出价)计算，若有多项独立合同时，以主合同签订日期公布的牌价《卖出价)为准;若无合同，则按

概算编制日期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牌价(卖出价)计算.国内配套工程费用按国内同类工程项目考虑. 

3.4.1.2.弓}进技术和进口设备的项目赛用分国外和国内两部分. 

1)国外部分: 

(1)硬件费:指设备、备品备件、材料、专用工具、化学品等，以外币折合成人民币，列入第一部分工程

费用. 

(2)软件费:指国外设计、技术资料、专利、技术秘密和技术服务等费用，以外币折合成人民币列入第二

部分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3)从属费用:指国外运费、运输保险费，以外币折合成人民币，随货价相应列入第一部分工程费用. 

(4)其他费用:指外国工程技术人员来华工资和生活费、出国人员费用，以外币折合成人民币列入第二部

分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2)国内部分: 

(1)从属费用:指进口关税、增值税、银行财务费、外贸手续费、引进设备材料国内检验费、工程保险费、

海关监管手续费，为便于核调，单独列项，随货价和性质对应列入总 

概算中第一部分工程费用的设备购置赛、安装工程赛和其他赛用栏. 



(2)国内运杂费:指引进设备和材料从到达港口岸、交货铁路车站到建设现场仓库或堆场的运杂费及保管

等费用，列入第一部分工程费用的设备购置费、安装工程费. 

(3)国内安装费:指引进的设备、材料由国内进行施工而发生的费用，列入第一部分工程费用的安装工程

费. 

(4)其他费用:包括外国工程技术人员来华费用、出国人员费、银行担保费、图纸资料翻译复制费、调剂

外汇额度差价费等，列入总概算第二部分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3.4.1.3.列入第一部分工程费用中引进设备、材料价格及从属费用的编制办法: 

设备、材料价格:指引进的设备、材料和软件的到岸价(C 工 F)，即离岸价(Fb 助、国外运输费和运输保

险费之和，按人民币计. 

1)国外运输费:软件不计算国外运输赛，硬件海运赛可按海运赛赛率 6%计算，陆运赛按中国对外留易运

输总公司执行的《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办法》等有关规定计算. 

2)运输保险费:软件不计算运输保险费，硬件按下列公式计算: 

运输保险赛二离岸价(FOB) X 运保费定额(1. 062) X 保险赛赛率  ((8) 

其中保险费费率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有关规定计算. 

3)外贸手续费:按货价的 1.5%计算. 

4)银行财务费:按货价的 0.5%计算. 

5)关税:按到岸价乘以关税税率计算，关税税率按《海关税则规定》执行. 



6)增值税:按公式(g)计算. 

增值税:(到岸价」关税)X 增值税税率                          (9) 

增值税税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条例》和《海关税则规定》执行. 

上述各计算公式中所列税率、费率，在编制设计概算时应按国家有关部门公布的最新的税率、费率调整. 

单独引进软件时，不计算关税，只计增值税. 

?)国内运杂费费率根据交通运输条件的不同，以硬件费(设备原价)为基数，分地区按表 12 中的百分比计

算: 

表 12 引进设备及材料的国内运杂费率 

┌──┬───────────────────────┬────┐ 

│序号│工程所在地区                                  │费率(%) │ 

├──┼───────────────────────┼────┤ 

│1   │  上海、天津、青岛、秦皇岛、温州、烟台、大连、│1.5     │ 

│    │连云港、南通、宁波、广州、湛江、北海、厦门    │        │ 

├──┼───────────────────────┼────┤ 

│2   │  北京、河北、吉林、辽宁、山东、扛苏、浙江、广│2.0     │ 

│    │东、海南、福建                                │        │ 

├──┼───────────────────────┼────┤ 



│3   │  山西、广西、陕西、江西、河南、湖南、湖北、安│2.5     │ 

│    │徽、黑龙江                                    │        │ 

├──┼───────────────────────┼────┤ 

│4   │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宁夏、内蒙古、甘肃    │3 .0    │ 

├──┼───────────────────────┼────┤ 

│5   │青海、新 a、西藏                               │4.0     │ 

└──┴───────────────────────┴────┘ 

8)引进设备材料国内检验费(含商检费)，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条例》规定检验的项

目所发生的费用，可按下式计算: 

设备材料检验费二设备材料到岸价 X (0. 5% ^-'1%)            (10) 

g) 引进项目建设保险费:在工程建成投产前，建设单位向可按国外保险公司投保建筑工程险、安装工程

险、财产险和机器损坏险等应缴付的保险费，其费率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计算. 

凡需赔偿外汇的保险业务，需计算保险费的外币金额，并按人民币外汇牌价(卖出价》折成人民币. 

3.4.1.4. 引进项目国内安装费的计算:可按引进项目硬件费的 3%^+4.5%计算，引进项目所发生的全部安

装费(包括各种取费在内，如汇率上调，计算指标可适当下调).引进项目大件、超大件的设备比较多、安装要

求较高时，安装费计算指标可取上限 

3.4.1.5.列入第二部分工程建设其他费用中引进项目其他费用的编制办法: 



1) 引进项目图纸资料翻译复制费、备品备件测绘费:根据引进项目的具体情况计列或按引进设备(材料)

离岸价的比例计列; 引进项目发生备品备件测绘费时按具体情况计列. 

2)出国人员费用，包括设计联络，出国考察、联合设计、设备材料采购、设备材料检验和培训等所发生

的旅费、生活费等. 

依据合同或协议规定的出国人改.期限以及相应的费用标准计算.生活费按照财政部、外交部规定的现行

标准计算，旅费按中国民航公布的票价计算. 

3)来华人员费用，主要包括来华工程技术人员的现场办公费用、往返现场交通费用、接待费用等. 

依据引进合同或协议有关条款及来华技术人员派遣计划进行计算.来华人员接待费用可按每人改费用指

标计算.引进合同价款中已包括的费用内容不得重复计算 

4)银行担保费:指引进项目中由国内外金融机构出面提供担保风险和责任所发生的费用，一般按承担保

险金额的 5.060 计取. 

3.4.1.6.世界银行贷款项目涨价预备费的计算，可按国外惯用的年中计算的假定，即项目费用发生在每年

年中、假定年物价上涨率的一半来计算每年的价格上涨预备费，计算公式如下: 

    P 厂 t=1 

式中 P1,f、 

                f 

Ct((1+f)t-1+2 -1] 



n 一一含义同第六十条; 

(11) 

HC 厂一第 t 年的建设费用，包括总概算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费用以及基本预备费之和· 

各年的物价上涨系数不同时，应逐年分别计算. 

3.5 附则 

3. 5. 1 本办法在试行中如与国家法规和政策规定不一致时，应按国家规定执行。 

3. 5. 2 本办法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解释。 

3. 5. 3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