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量清单计价计量标准
修订概况



一、指导思想

1.贯彻党中央精神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价格机制是市场机制的核

心，市场决定价格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 。

2.满足造价改革要求

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工程造价改革工作方案的通知》（建办标

〔2020〕38号）要求，推行清单计量、市场询价、自主报价、竞争定价的工程计价

方式，进一步完善工程造价市场形成机制。



二、修订原则

1.充分借鉴国际通行做法

u 吸收部分外资造价咨询业专家，全面参与计价标准和工程量计算标准

的修订工作。

u 以建设单位为服务对象

u 以全过程造价管理为手段

u 以目标成本为管控核心



二、修订原则

1.充分借鉴国际通行做法

u 增加总价合同工程量清单的编制规定，满足市场主体对不同计价模式

的要求；

u 引入合同图纸、合同规范、合同清单等术语，强化合同意识，有助于

实现合同总价±累计变更±其他费用调整≤目标成本的动态控制；

u 对计量、询价、公平竞标及清标、中期付款、工程变更控制、工程索

赔、结算等做出规定，满足工程造价全过程管理要求。



二、修订原则

2.推动市场竞争定价

u 修改最高投标限价编制规定，造价管理部门的计价定额、造价信息不

再作为编制依据，引导行业使用企业积累的造价数据和指标指数。

u 修改综合单价编制要求，综合单价分析表不再规定要按照定额进行人

工材料机械进行分析，企业可以根据自身造价水平自主确定单价。

u 措施项目由投标人根据自己编制的施工组织设计报价，并对其准确性

及完整性负责；



二、修订原则

3.促进造价形成与市场接轨

u 综合单价费用组成更加全面，除增值税按规定以价外税计算以外，综

合单价中的人工费口径进一步扩大，包括五险一金、工会经费、职工

教育经费等。

u 分部分项工程费包括完成全部工作内容的费用、总价合同的清单缺陷

费用、风险费用等。

u 措施项目按总价方式计算，除安全生产费用外，不再设置其他不可竞

争费，发包人以外原因造成的变化费用不调整。



二、修订原则

4.突出风险共担的公平公正原则

u单价合同，投标人不承担工程量清单缺陷的风险，投标报价的竞争主

要在措施项目和单价报价上；对于总价合同，要求投标人复核招标工

程量清单，可以提出异议，也可以在投标报价中补充完善，但投标人

需要承担工程量缺陷风险；

u完整梳理了工程实施工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点，并对风险进行了合理

的分配，有利于鼓励双方发挥自身管理价值，管控好风险，提高工程

建设效益；



二、修订原则

5.贯彻我部的造价管理要求

u 修改税金计算方式，由营业税改为增值税，按照2016年住建部文件要

求，按照税前工程造价×（1+增值税税率%）计算工程造价。

u 修改人工费口径计算口径，把规费和管理费中的工会经费、职工教育

经费等纳入人工费，相应的取消规费、调整管理费的构成。

u 增加过程结算的相应规定，对工程量计算、计价、支付比例等做出规

定，加快工程价款结算进度。



二、修订原则

6.吸收市场较成熟做法

u 增加清标的相应内容，对清标工作承担主体，清标主要工作内容、计

算误差、不合理报价、完整性等进行规定。

u 增加建筑信息模型内容，对数据格式、清单编制、价款支付等提出要

求。

u 修改投标报价、工程计量、价款调整、争议评审等内容，更具可操作

性。



三、工程量计算标准修订特点

1. 以图纸和规范为基准

u 项目特征中，不再反映由施工自行考虑的内容，如“运距” “安装

高度”“吊装重量”等无法按设计图纸准确描述、由投标人需要根据

施工现场实际情况自行考虑的特征描述。

u 计算规则中，图纸虽然没有，但规范有规定的需要计算工程量，如计

算挖基础土石方的工程量时，将工作面并入计算，但不计算放坡工程

量，需由投标人在投标报价中综合考虑。

u 编制依据方面，施工方案不再作为工程计量和清单编制的依据。



三、工程量计算标准修订特点

2.有利于工程造价数据积累

u 工程计量单位保证唯一性，修改两个以上计量单位的情况，便于造价

数据归集整理。

u 项目编码编码保证唯一性，同一单项工程的项目编码不得重复，方便

造价数据的特征识别。

u 调整项目设置，不再按定额或施工工序设置项目，便于造价数据清洗

和分析。



三、工程量计算标准修订特点

3.措施项目推动企业自主报价

u 取消单价措施项，改为全部按项计算，减少了现场签证确认工程量的

人为风险。

u 由招标单位提供设计图的措施项目，列入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中，不

再作为措施项目清单列项。

u 安全生产单独设置，执行管理部门规定。其他文明施工、环境保护措

施有施工企业自主确定。



四、工程量计算标准修订内容

（一）正文

总则

1.0.2  本标准适用于XX工程施工发承包及实施阶段的工程计量和工程量

清单编制。

本条说明本标准的适用范围，本标准的适用范围是只适用于工程施工发

承包及实施阶段中“工程量清单编制和工程计量”，与“13规范”条款

相比，限定为施工发承包，而不适用于设计施工总承包。



四、工程量计算标准修订内容

（一）正文

3.0.1 工程量计算除依据本标准各项规定外，还应依据以下文件：

       1.经审定通过的施工设计图纸及其说明；

       2.有关的技术标准；

       3.其他有关技术经济文件。

相比“13规范”，删除了“经审定通过的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

增加了“有关技术标准”。施工组织设计和施工方案应由投标人自行考虑。



四、工程量计算标准修订内容

（一）正文

3.0.3　本规范附录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计量单位的，应结合拟建工程项

目的实际情况，确定其中一个为计量单位。同一工程项目的计量单位应一

致。

删除2013版的此条规定，所有的清单项目保持单位唯一，便于造价数据

的分析和对比



四、工程量计算标准修订内容

（一）正文
4.1.1 编制工程量清单应依据下列内容：

      1 本标准和现行国家标准《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GB/T 50500；

      2 国家或省级、行业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其他专业工程计量标准和计价规定、补充的工程量计算规

则；

      3 建设工程设计文件及技术经济资料；

      4 与建设工程项目有关的标准、规范；

      5 招标文件；

      6 现场踏勘情况和地勘水文资料；

6施工现场情况、工程特点及常规施工方案；



四、工程量计算标准修订内容

（一）正文
4.1.2  工程量清单的项目特征应结合图纸和规范的要求进行描述。本标准附录A～附录M项目的工作内

容仅列出了主要内容，除另有规定和说明外，应视为已包含完成该清单项目所需必要的工作。

     

本条在“13规范”3.0.5条的基础上修订，规定了工程量清单的项目特征应结合图纸，反映工程特点，

准确表述出影响清单报价的特征要素。清单工作内容仅列出了完成清单项目的主要工序，但并不意味

着次要工序没有包含，除另有规定和说明外，应视为已包含完成该清单项目所需必要的工作。

除特殊规定外，清单项目应包含图纸和相关规范要求的完成该清单项目的全部工作内容。在按标准编

制清单时，不应随意增加或减少清单项目包含的工作内容，防止由于口径不统一造成争议。



四、工程量计算标准修订内容

（一）正文
4.1.3 本标准附录A～附录X的工程量清单项目，除另有说明外，工作内容均包括材料

（半成品）、构件或设备的场内运输。

     

本条与“13规范”相比，为新增内容，强调了工程量清单的工作内容均已包含材料

（半成品）、构件或设备的场内运输，作为4.1.2条的补充说明。



四、工程量计算标准修订内容

（一）正文
4.2.2 工程量清单的项目编码应采用十二位阿拉伯数字表示，一至九位应按本标准附

录A～附录L的规定设置，十至十二位应根据拟建工程的工程量清单项目名称和项目特

征设置，同一招标工程中的同一单项工程的项目编码不得有重码。

 本条与“13规范”相比，允许同一招标工程中的不同单项工程间清单编码重码，但

不允许同一单项工程的多个单位工程间重码。原来规定是同一招标工程的项目编码不

得有重码。



四、工程量计算标准修订内容

（一）正文
4.2.7　本规范现浇混凝土工程项目“工作内容”中包括模板工程的内容，同时又在“

措施项目”中单列了现浇混凝土模板工程项目。对此，由招标人根据工程实际情况选

用，若招标人在措施项目清单中未编列现浇混凝土模板项目清单，即表示现浇混凝土

模板项目不单列，现浇混凝土工程项目的综合单价中应包括模板工程费用。

删除2013版关于模板的规定，模板列在分部分项工程中。



四、工程量计算标准修订内容

（一）正文
4.3.1 编制工程量清单时，本标准附录M的措施项目应按规定的项目编码、项目名称

和工作内容确定。

      

本条规定了措施清单项目的编制要求，与“13规范”相比，取消项目特征、工程量计

算规则，将计量单位改为“项”。

4.3.1　措施项目中列出了项目编码、项目名称、项目特征、计量单位、工程量计算规

则的项目，编制工程量清单时，应按照本规范4.2分部分项工程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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