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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一级造价工程师《建设工程计价》知识点精讲 

第二章  建设工程计价原理、方法及计价依据 

第五节  工程计价定额的编制 

本节重点【分值 3 分】 

1.预算定额及其基价编制 

2.概算定额及其基价编制 

3.概算指标及其编制 

4.投资估算指标及其编制 

【知识点】预算定额及其基价编制 

（一）预算定额的概念与用途 

1.预算定额的概念 

预算定额是指在正常的施工条件下，完成一定计量单位合格分项工程和结构构件所需消耗的人工、

材料、施工机具台班数量及其相应费用标准。 

2.预算定额的用途和作用 

（1）预算定额是编制施工图预算的依据。 

（2）预算定额可以作为编制施工组织设计的参考依据。 

（3）预算定额可以作为确定合同价款、拨付工程进度款及办理工程结算的参考性基础。 

（4）预算定额可以作为施工单位经济活动分析的依据。 

（5）预算定额是编制概算定额的基础。 

（二）预算定额的编制原则和程序 

1.预算定额的编制原则 

（1）按社会平均水平确定预算定额的原则。 

预算定额反映的社会平均水平，是指在正常的施工条件下，在合理的施工组织和工艺条件、平均

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完成单位分项工程基本构造单元所需要消耗的资源的数量水平和费用水

平。 

（2）简明适用的原则。 

2.预算定额的编制依据 

预算定额是在现行施工定额的基础上编制的。 

（三）预算定额消耗量的编制方法 

确定预算定额人工、材料、机具台班消耗指标时，必须先按施工定额的分项逐项计算出消耗指标，

再按预算定额的项目加以综合。并且，在综合过程中增加两种定额之间的适当的水平差。 

1.预算定额中人工工日消耗量的计算 

预算定额中人工工日消耗量是由分项工程所综合的各个工序劳动定额包括的基本用工、其他用

工两部分组成的。 

预算定额中 

人工工日消耗量 

基本用工 

所必需消耗的技术工种

用工 

完成定额计量单位的主要用工 

按劳动定额规定应增（减）计算的用工量 

其他用工 

辅助基本用工消耗的工

日 

超运距用工 

辅助用工 

（机械土方工程配合用工、材料加工、电焊点火用工） 

人工幅度差 

（1）基本用工。 

1）完成定额计量的主要用工。 

基本用工=∑（综合取定的工程量×劳动定额） 

2）按劳动定额规定应增（减）计算的用工量。 

（2）其他用工。 

1）超运距用工。超运距是指劳动定额中已包括的材料、半成品场内水平搬运距离与预算定额所

考虑的现场材料、半成品堆放地点到操作地点的水平运距之差。 

超运距=预算定额取定运距－劳动定额已包括的运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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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运距用工=∑（超运距材料数量×时间定额） 

实际工程现场运距超过预算定额取定运距时，另行计算现场二次搬运费。 

2）辅助用工。→机械施工为主，人工只起辅助作用 

指技术工种劳动定额内不包括而在预算定额内又必须考虑的用工。 

辅助用工=∑（材料加工数量×相应的加工劳动定额） 

3）人工幅度差。即预算定额与劳动定额的差额，主要是指在劳动定额中未包括而在正常施工情

况下不可避免但又很难准确计量的用工和各种工时损失。内容包括： 

①各工种间的工序搭接及交叉作业相互配合或影响所发生的停歇用工； 

②施工过程中，移动临时水电线路而造成的影响工人操作的时间； 

③工程质量检查和隐蔽工程验收工作而影响工人操作的时间； 

④同一现场内单位工程之间因操作地点转移而影响工人操作的时间； 

⑤工序交接时对前一工序不可避免的修整用工； 

⑥施工中不可避免的其他零星用工。 

人工幅度差=（基本用工+辅助用工+超运距用工）×人工幅度差系数 

人工幅度差系数一般为 10%~15%。 

 
【例题·单选】编制预算定额人工日消耗量时，实际工程现场运距超过预算定额取定运距时的用

工应计入（  ）。【2019】 

A.超运距用工       

B.辅助用工        

C.二次搬运用工        

D.人工幅度差 

【答案】C 

【解析】实际工程现场运距超过预算定额取定运距时，可另行计算现场二次搬运费。 

【例题·单选】编制某分项工程预算定额人工工日消耗量时，已知基本用工、辅助用工、超运距

用工分别为 20 工日、2工日、3 工日，人工幅度差系数为 10%，则该分项工程单位人工工日消耗量为

（  ）工日。【2018】 

A.27.0         

B.27.2         

C.27.3         

D.27.5 

【答案】D 

【解析】人工幅度差=（基本用工+辅助用工+超运距用工）×人工幅度差系数=（20+2+3）×（1+10%）

=27.5（工日） 

【例题·单选】在计算预算定额人工工日消耗量时，包含在人工幅度差内的用工是（  ）。【2017】 

A.超运距用工                  

B.材料加工用工 

C.机械土方工程的配合用工      

D.工种交叉作业相互影响的停歇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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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D 

【解析】人工幅度差内容包括：①各工种间的工序搭接及交叉作业相互配合或影响所发生的停歇

用工；②施工过程中，移动临时水电线路而造成的影响工人操作的时间；③工程质量检查和隐蔽工程

验收工作而影响工人操作的时间；④同一现场内单位工程之间因操作地点转移而影响工人操作的时间；

⑤工序交接时对前一工序不可避免的修整用工；⑥施工中不可避免的其他零星用工。 

【例题·多选】确定预算定额人工工日消耗量过程中，应计入其他用工的有（   ）。【2017】 

A.材料二次搬运用工                      

B.电焊点火用工 

C.按劳动定额规定应增（减）计算的用工    

D.临时水电线路移动造成的停工 

E.完成某一分项工程所需消耗的技术工种用工 

【答案】BD 

【解析】材料二次搬运用工属于二次搬运费， C、E属于基本用工。 

2.预算定额中材料消耗量的计算 

标准规格—耗用量；设计图纸标注尺寸及下料要求——净用量；换算法；测定法 

3.预算定额中机具台班消耗量的计算 

（1）根据施工定额确定机械台班消耗量的计算，是指用施工定额中机械台班产量加机械幅度差

计算预算定额的机械台班消耗量。 

机械台班幅度差是指在施工定额中所规定的范围内没有包括，而实际施工中又不可避免产生的

影响机械或使机械停歇的时间。内容包括： 

1）施工机械转移工作面及配套机械相互影响损失的时间；2）在正常施工条件下，机械在施工中

不可避免的工序间歇；3）工程开工或收尾时工作量不饱满所损失的时间；4）检查工程质量影响机械

操作的时间；5）临时停机、停电影响机械操作的时间；6）机械维修引起的停歇时间。 

预算定额机械耗用台班=施工定额机械耗用台班×（1+机械幅度差系数） 

（2）以现场测定资料为基础确定机械台班消耗量。 

【例题·单选】某挖掘机械挖二类土方的台班产量定额为 100m³/台班，当机械幅度差系数为 20％

时，该机械挖二类土方 1000m³预算定额的台班耗用量应为（ ）台班。【2017】 

A.8.0         

B.10.0         

C.12.0         

D.12.5 

【答案】C 

【解析】预算定额机械耗用台班=施工定额机械耗用台班×（1+机械幅度差系数） 

施工机械台班时间定额=1/100=0.01（台班/m³） 

预算定额机械耗用台班=0.01×（1+20%）=0.012（台班/ m³） 

挖土方 1000 m³的预算定额机械耗用台班量=1000×0.012=12（台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