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通部水运工程定额管理办法（试行）
 

为加强水运工程造价的管理，明确部、部定额站、省（市）交通厅（局）、省定额站之间的
职责和分工，部制订了《交通部水运工程定额管理办法》，现予颁发试行，试行中有何问题和意
见请及时告部（基建司）。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水运工程造价的行业管理，合理确定并有效控制工程造价，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下列内容应制定水运工程定额（包括指标、规定或办法，下同）。

（一）建设前期工作需要的定额，包括《投资估算指标》、《投资估算编制规定》和《建设
工期定额》。

（二）工程实施阶段需要的定额，包括各种《概预算定额》和相关的《概预算编制规定》。

（三）施工单位内部需要的定额，包括劳动定额、材料消耗定额、船机艘（台）班产量定额
以及投标工程成本定额。

（四）工程量计算办法。

第三条 水运工程各类定额在工程建设中的作用

（一）在编制可行性研究阶段的投资估算、初步设计阶段的概算和施工图设计阶段的预算时
，应执行部颁定额和有关规定。

（二）在编制招标工程的标底和投标报价时，应根据《水运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的有关
规定确定标底和报价。

第四条 交通部基建管理司（以下简称部基建司）是制订和修订水运工程各类定额的职能管
理部门；部水运工程定额站和疏浚工程定额站按照分工，负责各自有关定额制、修订的实施及日
常归口管理工作，业务上受部基建司指导；地方交通（水运）工程定额站应积极配合部水运、疏
浚工程定额站的工作，并在部颁定额规定的范围内，结合地方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地区定额实施
细则或补充部颁定额的缺项。

第五条 定额站或定额编制人员在工资、奖金、福利等待遇，应与挂靠单位职工相同。

 

第二章 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

 

第六条 水运工程定额的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应以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为主要
原则，逐步使定额管理工作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使之有利于国家进行宏观调控，有利
于开展竞争，有利于动态管理。

第七条 长远规划的编制工作由部基建司按照国家有关部门的规划和我部关于建立水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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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额体系的原则编制，在广泛征求各有关单位意见的基础上，进行修改补充，由交通部批准下达
。

第八条 年度计划在批准的长远规划基础上进行编制，由部水运、疏浚工程定额站于每年
３月底前向部基建司提出立项申请报告，并填报计划任务书。

部基建司按照长远规划和工程建设管理的需要，根据经费来源情况和计划任务，经综合平衡
后制定定额编制年度计划并作为指令性任务下达。

第九条 主编单位应按计划要求组织实施，在计划执行中遇有特殊情况，需做较大调整时
，应向部基建司提交调整计划的报告，经批准后，方可按调整的计划组织实施。

第十条 部基建司对定额编制项目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并协调解决计划执行中的重大
问题。

 

第三章 定额的制订

 

第十一条 制订或修订水运工程定额必须贯彻执行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密
切结合主要施工单位的技术装备情况和工、料、机的消耗情况，做到定额水平经济合理，简明适
用，项目齐全，便于动态管理。

第十二条 各类定额要实行动态管理

（一）在《投资估算编制规定》和《概算预算编制规定》中，应按照资金来源、工程性质、
工期长短以及物价变化等因素，预列一笔动态投资。动态投资主要包括基本预备费、物价上涨费
、建设期贷款利息、汇率变动部分、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铺底流动资金等。

（二）各类定额的编制，应尽量做到“量”、“价”分离，以便于进行工程造价的动态管理
。

（三）部水运及疏浚工程定额站应定期调查、测算和发布价格信息，作为编制和调整工程造
价时的参考；地方交通（水运）工程定额站要为部两个定额站发布价格信息提供资料，并结合地
方的情况补充价格信息。

第十三条 对于在施工中出现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部水运、疏浚工程定额
站应及时组织测定，报部基建司审定后纳入到定额中。

第十四条 制订和修订水运工程定额，要做到条文规定严谨明确，文句简练，不得模棱两可
；定额表示应简明适用，便于进行计算机管理；定额中的术语、符号、计量单位等应符合国家有
关标准，内容应前后一致，不得矛盾；同一个定额项目中，应避免出现多工艺，实在必须采用多
工艺时，应给出使用条件。

第十五条 制订和修订水运工程定额的准备阶段的工作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主编单位根据部下达的年度计划，草拟定额编制工作大纲，落实编制组成员。工作大
纲应包括定额的编制原则，编制范围，主要章节内容，需要调查研究的工程对象，施工工艺和工
料机消耗情况，工作进度计划及编制成员分工等。

（二）由主编单位召集有关单位对“工作大纲”进行讨论，修改后报部基建司批准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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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定额的编制应按照批准的工作大纲进行

具体的编制工作一般由部定额站组织有关单位进行，也可委托能胜任该项工作的省定额站或
设计、施工单位负责编制，但部定额站要加强对编制工作的领导，要协助编制单位把好定额编制
的进度和质量关，要对定额的总体质量负责。

定额的编制阶段，应符合以下要求：

（一）定额编制过程中，如必须修改工作大纲的主要内容时，应由部定额站报部基建司批准
后实施。

（二）定额初稿编制完成后应形成征求意见稿，由主编单位印发有关单位和专家征求意见
，并抄送部基建司。征求意见的时间一般为一个月，必须时可召开小型专家会议对存在的问题进
行讨论。征求意见稿应包括定额正本，定额编制说明，定额主要的修改情况，定额水平测算资料
，存在的问题和处理的意见等。

（三）征求意见工作完成后，由定额主编单位将征求意见稿修改成送审稿，连同有关资料
１式３份报部基建司组织审查。

 

第四章 审批和发布

 

第十七条 水运工程定额制、修订送审稿由部基建司组织有关单位和专家进行审查，并形成
审查意见，下达定额主编单位，由主编单位对定额送审稿进行修改，形成报批稿，连同有关资料
１式３份报交通部审批。

第十八条 水运工程各种定额由交通部审查批准并发布，定额的出版工作由部基建司负责组
织。

第十九条 定额发布后，由部基建司负责组织主编单位对水运工程建设、设计、施工等单位
的工程造价管理人员进行技术培训。

 

第五章 定额的修订

 

第二十条 水运工程各类定额颁发使用后，根据新技术、新结构、新材料、新工艺的使用情
况，以及技术标准的变化情况，及时地对定额进行补充修改；各类定额的全面修改一般应每隔
３～５年进行一次。

修订定额的其他原则同第三章和第四章的有关规定。

 

第六章 定额的日常管理

 

交通运输法规查询系统 第3页/ 总5页



第二十一条 定额的日常管理由部水运、疏浚工程定额站负责，其主要任务是：

（一）受部基建司委托组织水运工程定额的编制和修订工作。

（二）负责收集各单位在使用定额时提出的问题和意见。

（三）负责解释定额使用中的一般性技术问题；对重大技术和政策性问题的解释，应经部基
建司审定后发出。解释文件应抄送部基建司备案。

（四）负责收集和发布材料、设备等的市场价格信息。

（五）受部基建司委托负责水运工程造价管理人员资质考核和人员培训。

（六）参与水运工程可行性研究和初步设计工程造价方面的审查，施工招投标工程标底的审
查和评标，概算调整等。

（七）定额站的工作应逐步由以编制定额为主转变到重点抓工程造价的动态管理。

第二十二条 地方交通（水运）工程定额站定额日常管理方面的任务可参照第二十一条的有
关内容由地方交通主管部门确定。

 

第七章 定额站的经费管理

 

第二十三条 水运工程定额工作经费

（一）定额编制管理费应按国家物价局、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和建设部、交通部的有关规定计
算。属中央投资的水运工程，其定额编制管理费由部水运工程定额站向建设单位收取，作为定额
编制管理的工作经费；部水运工程定额站应按规定的比例及时拨付给部疏浚工程定额站工作经费
。

属地方交通部门投资的水运工程，其定额编制管理费由各省交通（水运）工程定额站收取。
部水运工程定额站亦可委托地方交通（水运）工程定额站向其他建设单位收取水运工程的定额编
制管理费，并按一定比例留成做为其工作经费。

（二）交通部每年按部下达的定额编制计划拨付给部定额站的项目经费，主要用于部水运、
疏浚工程定额站在组织编制各类水运工程定额时发生的调研费、资料费、会议费、定稿前的出版
费等支出。此项费用由部两个定额站包干使用。

（三）各省拨付给省交通（水运）工程定额站的工作经费，由各省交通主管部门制定相应的
标准和管理办法。

第二十四条 部水运、疏浚工程定额站应于每年１１月底前将本年度的计划完成情况，部拨
付的定额编制经费使用情况等报部基建司。

地方定额站的经费申报和使用情况按各省交通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五条 定额工作项目的财务核销办法，按交通部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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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交通部基建管理司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第二十八条 各省（市、自治区）交通厅（局）可根据本办法制订实施细则，并报部核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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