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建设工程造价构成及计价

第一节 建设工程造价构成

知识点一、建设工程造价总体构成★★

知识点二、建筑安装工程费用★★★

知识点三、设备及工器具购置费用★★★

知识点四、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知识点五、预备费和建设期利息★★★

知识点一、建设工程造价总体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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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工程费用

设备及工器具购置费（积极部分）

建筑安装工程费

第二部分 工程建设

其他费用

1.建设用地费（土地使用）

2.建设管理费（项目建设）

3.可行性研究费

4.专项评价费

5-14…

15.办公和生活家具购置费（生产经营）

16.其他

第三部分

预备费

基本预备费

价差预备费（涨价预备费）

建设期贷款利息

流动资产投资----流动资金（生产性建设项目）

知识点二、建筑安装工程费用

《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组成》（建标（2013）44 号）规定：建筑安装工程费用可划分为（按生产要素）：

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具使用费、企业管理费、利润、规费、税金。

人工费 蒋家铁书记

材料费 愿够好运

施工机具使用费 折大人安然常睡



建安工程费（要素） 企业管理费 管办拆故宫，保护施工，教财务税

利润

规费 五险一金(排污 2023 改)

增值税

知识点三、设备及工器具购置费用

（一）设备及工器具购置费用基本构成

设备及工器具购置费用是指按照建设工程设计文件要求，建设单位（或其委托单位）购置或自制达到固定资

产标准的设备和新、扩建项目配置的首套工器具及生产家具所需的费用。

（二）国产设备原价

（1）国产标准设备原价。指设备制造厂的交货价，即出厂价。

（2）国产非标准设备原价。设备生产厂不可能批量生产，只能按一次订货。非标准设备原价计算方法有：成

本计算估价法、系列设备插入估价法、分部组合估价法、定额估价法等。

（三）进口设备原价

（1）FOB（装运港船上交货）。

FOB（货价/离岸价）

（2）CFR（成本加运费付至目的港）。

CFR=FOB+国际运费

（3）CIF（成本、保险费加运费付至目的地港）。

CIF（到岸价）=FOB+国际运费+国际运输保险费

进口设备原价（抵岸价）=1、货价（FOB）+2、国际运费+3、国际运输保险费+4、银行财务费+5、进口代理手

续费+6、关税 +7、进口增值税+8、消费税+9、车辆购置税

知识点四、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一）土地使用费和其他补偿费

（1）土地使用费。

（2）其他补偿费。

（二）与工程建设过程有关的费用

（1）建设管理费。（2）可行性研究费。

（3）专项评价费。（4）研究试验费。



（5）勘察设计费。（6）场地准备费和临时设施费。

（7）引进技术和进口设备材料其他费。

（8）特殊设备安全监督检验费。

（9）市政公用配套设施费。（10）工程保险费。

（11）专利及专有技术使用费。

（4）研究试验费。

研究试验费是指为建设项目提供和验证设计参数、数据、资料等进行必要的研究和试验，以及设计规定在施

工中必须进行试验、验证所需要的费用。

该项费用包括自行或委托其他部门的专题研究、试验所需人工费、材料费、试验设备及仪器使用费等。

（三）与工程未来生产经营有关的费用

（1）联合试运转费。

联合试运转费是指新建或新增生产能力的工程项目，在交付生产前按照批准的设计文件规定的工程质量标准

和技术要求，对整个生产线或装置进行负荷联合试运转所发生的费用净支出。

该项费用包括试运转所需材料、燃料及动力消耗，低值易耗品及其他物料消耗，机械使用费，联合试运转人

员工资，施工单位参加试运转人工费，专家指导费，以及必要的工业炉烘炉费等。

不包括应由安装工程费开支的单台设备调试费及无负荷联合试运转中的试车费用等。

（三）与工程未来生产经营有关的费用

（2）生产准备费。

生产准备费是指在建设期内，建设单位为保证项目正常生产而发生的人员培训、提前进厂费，以及投产使用

必备的办公、生活家具、用具及工器具等的购置费用等。

知识点五、预备费和建设期利息

（一）预备费

（1）基本预备费。

基本预备费又称不可预见费，是指在工程实施中可能发生的难以预料、需要预留的费用，主要指设计变更及

施工过程中可能增加工程量的费用。

基本预备费=（工程费用+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基本预备费率

（2）涨价预备费。

涨价预备费是指工程项目在建设期间内由于价格等变化引起工程造价变化的预留费用。

包括人工、设备、材料、施工机械价差费，建筑安装工程费及工程建设其他费用调整，利率、汇率调整等增

加的费用。

PF 一一涨价预备费； n一一建设期年份数；

It 一一建设期第 t 年投资计划额，包括工程费用、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及基本预备费，即第 t 年静态投资计划额；

f 一一投资价格上涨指数； t 一一建设期第 t 年；

m 一一建设前期年限（从编制概算到开工建设年数）。

式中（1+f）0.5 表示建设期第 t 年当年投资分期均匀投入考虑涨价的幅度。

（二）建设期利息

建设期利息包括向国内银行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出口信贷、外国政府贷款、国际商业银行贷款以及

在境内外发行的债券等在建设期内应偿还的贷款利息及其他融资费用。

为了简化计算，假定借款通常在每年的年中支用，借款当年按照半年计息。



q_j——建设期第 i 年应计利息；

P_j−1——建设期第 j-1 年年末贷款余额，它由第 j-1 年年末贷款累计再加上此时的贷款利息累计；

j——建设期第 j 年支用贷款；

i——年利率。

本节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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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投资与设计阶段工程计价

知识点一、投资估算方法★★

知识点二、概预算方法★★★

知识点一、投资估算方法

（一）静态投资估算方法（2023 改）

1、生产能力指数法

2、系数估算法

3、指标估算法

1、生产能力指数法

根据已建成的、性质类似的建设项目的投资额和生产能力，以及拟建项目的生产能力，来估算拟建项目的投

资额。

【本质】假设生产能力与投资额之间有比例关系，再作调整。

【特点】采用此法估算投资，计算简单，速度快，但要求类似工程的资料可靠、条件基本相同，否则误差就

会增大。

C2=C1（A2/A1）n ×f

-C1：已建成类似工程项目或装置的投资额

-C2：拟建工程项目或装置的投资额

-A1：已建成类似工程项目或装置的生产能力

-A2：拟建工程项目或装置的生产能力

-f：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定额、单价、费用变更综合调整系数

-n：生产能力指数 n≤1



2、系数估算法

系数估算法是指以拟建项目主体工程费或主要设备购置费为基数，以其他辅助配套工程费占主体工程费或主

要设备购置费的比例为系数，佔算拟建项目静态投资额的方法。

系数估算法主要应用于设计深度不足、拟建项目与类似项目的主体工程费或主要设备购置费比重较大、行业

内相关系数等基础资料完备的情况。

3、指标估算法

指标估算法是指以单位工程或单项工程为单位，依照各种具体工程和费用的造价指标（如投资估算指标或概

算指标等），对各单位工程或单项工程投资进行估算，再估算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及预备费，汇总得出建设项目

总投资的方法。

（二）流动资金估算方法

为进行正常生产运营，用于购买原材料、燃料，支付工资及其他经营费用等所需的周转资金，即投产后形成

的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的差额。

1、分项详细估算法（一般采用）

流动资金=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扩大指标法（个别情况或小型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