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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由下述部分构成：开办费；分部工程概要；工程量部分

；暂定金额、不可预见费和基本成本；汇总； 202. 英国工程

量清单的编制方法：传统式、改进式、纸条分类法； 203. 传

统式工程量清单编制方法：工程量计算；算术计算；抄录工

作；项目工程量增加和减少；编制工程量清单；打印装订；

204. 工程造价信息的特点：区域性；多样性；专业性；系统

性；动态性；季节性； 205. 工程造价信息分类的原则：稳定

性；兼容性；可扩展性；综合实用性； 206. 工程造价信的具

体分类：从管理组织的角度划分，可以分为系统化工程造价

信息和非系统化工程造价信息；从形式来分，可以分为文件

式工程造价信息和非文件式工程造价信息；按传递方式来划

分可分为：横向和纵向传递工程造价信息；按反映面来划分

，分为宏观工程造价信息和微观工程造价信息；从时态上来

划分可分为过去的工程造价信息、现在的工程造价信息和未

来的工程造价信息； 207. 信息作为一种资源，通常包括下述

几个部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经过加工处理有序化并大量

积累后的有用信息的集合；为某种目的而生产有用信息的信

息生产者的集合；加工、处理和传递有用信息技术的集合；

其他信息活动要素的集合； 208. 工程造价信息的主要内容：

价格信息；指数；已完工程信息； 209. 工程造价资料的运用

：作为编制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参考，用作建设成本分析；

进行单位生产能力投资分析；用作编制投资估算的依据；用



作编制初步设计概算和审查施工图预算的重要依据；用作确

定标底和投标报价的参考资料；用作技术经济分析的基础资

料；用作编制各类定额的基础资料；用以测定调价系数，编

制造价指数；用以研究同类工程造价的变化规律； 210. 工程

造价指数的分类：指数按其所反映的现象的范围不同，分为

个体指数、总指数；按其反映的现象的性质不同，分为数量

指标和质量指标指数；按采用的基期不同，可份为定基指数

和环比指数；按其编制方法不同，分为综合指数和平均数指

数； 211. 工程造价指数的意义：可以利用工程造价指数分析

价格变动趋势及其原因；可以利用工程造价指数估计工程造

价变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工程造价指数是工程承发包双方

进行工程估价和结算的重要依据； 212. 工程造价指数包括的

内容：各种单项价格指数；设备、工器具价格指数；建筑安

装工程造价指数；建设项目或单项工程造价指数； 213. 工程

造价信息管理的基本原则：标准化原则；有效性原则；定量

化原则；时效性原则；高效处理原则； 214. 在香港，最有影

响的成本指数要数由建筑署发布的劳工指数、建材价格指数

和建筑工料综合成本指数； 215. 建设项目决算与工程造价的

关系：项目决策的正确性是工程造价合理性的前提；项目决

策的内容是决定工程造价的基础；造价高低、投资多少也影

响项目决策；项目决策的浓度也影响投资估算的精确度，也

影响工程造价的控制效果； 216. 项目决策阶段影响工程造价

的主要因素：项目建设规模；建设地区及建设地点；技术方

案；设备方案； 217. 项目规模合理化的制约因素：市场因素

；技术因素；环境因素； 218. 建设地区的选择要考虑各种因

素：要符合国民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国家工业布局总体规划



和地区经济发展规划的要求；要根据项目的特点和需要，充

分考虑原材料条件、能源条件、各地区对项目产品需求及运

输条件；要综合考虑气象、地质、水文等建厂的自然条件；

要充分考虑劳动力能源、生活环境、协作、施工力量、风俗

文化等社会环境的影响； 219. 建设地区的选择要遵循以下两

个基本原则：靠近原料、燃料提供地和产品消费地的原则；

工业项目适当聚集原则； 220. 建设地点选择的要求：节约土

地，少占耕地；减少拆迁移民；应尽量选择在工程地质、水

文地质条件较好的地段，土壤耐压力应满足拟建厂的要求；

要有利于厂区合理布置和安全运行；应尽量靠近交通运输条

件和水电等供应条件好的地方；应尽量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221. 厂址选择时的费用分析包括项目投资费用；项目投产后

生产经营费用分析； 222. 技术方案的选择原则：选进适用原

则；安全可靠；经济合理； 223. 设备选择时要处理以下问题

：要尽量选用国产设备；要注意进口设备之间以及国内外设

备之间的衔接配套；要注意进口设备与原有国产设备、厂房

之间的配套问题；要注意进口设备与原材料、备品备件及维

修能力之间的配套问题； 224. 可行性研究的作用：作为建设

项目投资决策的依据；作为编制设计文件的依据；作为向银

行贷款的依据；作为建设项目与各协作单位签订合同和有关

协议的依据；作为环保部门、地方政府和规划部门审批项目

的依据；作为项目后评价的依据； 225. 可行性研究的内容：

总论；市场预测；资源条件评价；建设规模与产品方案；厂

址选择；技术方案、设备方案和工程方案；主要原材料、燃

料供应；总图布置、场内外运输与公用辅助工程；能源和资

源节约措施；环境影响评价；劳动安全卫生与消防；组织机



构与人国资源配置；项目实施进度；投资估算；融资方案；

项目的经济评价；社会评价；风险分析；研究结论与建议；

226.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程序：建设单位提出项目建议书

和初步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业主、承办单位委托有资格的

单位进行可行性研究；咨询或设计单位进可行性研究工作，

编制完整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227. 咨询或设计单位与委托单

位签订合同后，即可开展可行性研究工作，一般按以下步骤

进行：了解有关部门与委托单位对建设项目的意图，并组建

工作小组，制定工作计划；调查研究与收集资料；方案设计

与优选；经济分析和评价；编写可行性研究报告；与委托单

位交换意见； 228.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要求：编制单位必

须具备承担可行性研究的条件；确保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真实

性和科学性；可行性研究的深度要规范化和标准化；可行性

研究报告必须经签证； 229. 根据《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

的决定》，政府对于投资项目的管理分为审批、核准和备案

三种方式； 230. 对于政府投资的项目，继续实行审批制；对

于企业不使用政府性资金投资建设的项目，不律不再实行审

批制，区别不同情况实行核准制和备案制；对于以投资补助

、转贷或贷款贴息方式使用政府投资资金的企业投资项目，

应在项目核准或备案后向政府有关部门提交资金申请报告；

政府有关部门只对是否给予资金支持进行批复，不再对是否

允许项目投资建设提出意见； 231. 政府直接投资和资本金注

入的项目审批：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审核报国务院审批

的项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审批地方政府投资的项目；

232. 使用国外援助性资金的项目审批，对于借用世界银行、

亚洲开发银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等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和



外国政府贷款投资的项目，有规定如下：由中央统借统还的

项目，按照中央政府直接投资项目进行管理，其可行性研究

报告由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审批或审核后报国务院审批；由

省级政府负责偿还或提供担保的项目，按照省级政府直接投

资项目进行管理，其项目审批权限，按国务院及国务院发展

改革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由项目用款单位自行偿还且不需

政府担保的项目，参照《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规定办

理； 233. 投资估算的作用：项目建议书阶段的投资估算，是

项目主管部门审批项目建议书的依据之一，并对项目的规划

、规模起参考作用；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的投资估算，是项

目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项目投资估算对工程设计概算起控

制作用，设计概算不得突破批准的投资额，并应控制在投资

估算额以内；项目投资估算可作为项目资金筹措及制定建设

贷款计划的依据，建设单位可根据批准的项目投资估算额，

进行资金筹措和向银行申请贷款；项目投资估算是核算建设

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需要额和编制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重要依

据； 234. 国外投资估算的阶段与精度划分：第一阶段，项目

的投资设想期（允许误差大于±30%）；第二阶段，项目的

投资机会研究期（允许误差±30%内）；第三阶段，项目的

初步可行性研究时期允许误差±20%内)；第四阶段，项目的

详细可行性研究时期允许误差±10%内)；第五阶段，项目的

工程设计阶段允许误差±5%内)； 235. 我国投资估算的阶段

与精度划分：项目规划阶段的投资估算（允许误差大于

±30%）；项目建议书阶段的投资估算（允许误差±30%内）

；初步可行性研究阶段的投资估算允许误差±20%内)；详细

可行性研究阶段的投资估算允许误差±10%内)； 236. 根据国



家规定，从满足建设项目投资和投资规模的角度，建设项目

投资的估算包括固定资产投资估算和流动资产投资估算两部

分； 237. 固定资产投资估算的内容按照费用的性质划分，包

括建筑安装工程费、设备及工器具购置费、工程建设其他费

用、基本预备费用、涨价预备费、建设期利息、固定资产投

资方向调节税；其中，建筑工程费、设备及工器具购置费、

安装工程费直接形成实体固定资产，被称为工程费用；工程

建设其他费用可分别形成无形资产、及其它资产，基本预备

费、涨价预备费、建设期利息，在可行性研究阶段为简化计

算，一并计入固定资产。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现已暂停

征收； 238. 流动资金=流动资产-流动负债。其中流动资产主

要考虑现金、应收帐款和存货；流动负债主要考虑应付帐款

； 239. 固定资产投资静态投资部分的估算：单位生产能力估

算法；C2=（C1/C2）Q2f，式中C1已建类似项目的静态投资

额；C2拟建项目静态投资额；Q1已建类似项目的生产能力

；Q2拟建类似项目生产能力；f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定额、

单价、费用变更等的综合调整系数； 240. 单位生产能力估算

法误差罗大，应用时要注意以下几点：地方性；配套性；时

间性； 241. 生产能力指数法又称指数估算法，C2=C1

（Q2/Q1）x*f；式中x生产能力指数； 242. 系数估算法也称为

因子估算法，分为设备系数法；主体专业系数法；朗格系数

法；比例估算法；指标估算法； 243. 建设投资动态部分主要

包括价格变动可能增加的投资额、建设期利息两部分；如果

是涉外项目还应计算汇率的影响； 244. 流动资金一般采用分

项详细估算法：流动资金=流动资产-流动负债；流动资产=应

收帐款 存货 现金；流动负债=应付帐款 245. 周转次数=360/流



动资金最低周转天数；应收帐款=年销售收入/应收帐款周转

次数；存货=外购原材料 外购燃料 在产品 产成品；外购燃

料=年外购燃料/按种类分项周转次数；在产品=（年外购原材

料、燃料 年工资福利费 年修理费 年其他制造费）/在产品周

转次数；产成品=年经营成本/产成品周转次数； 246. 项目流

动资金中的现金是指货币资金，包括企业库存现金和银行存

款；现金需要量=（年工资福利费 年其他费用）/现金周转次

数； 247. 流动负债只考虑应付帐款一项。应付帐款=（年外购

原材料 年外购燃料）/应付帐款周转次数； 248. 财务基础数据

测算的内容：项目总投资及其资金来源和筹措；生产成本费

用；销售收入与税金；销售利润的形成与分配；贷款还本付

息测算； 249. 生产成本费用是指项目生产运营支出的各种费

用；按成本与生产过程的关系分为制造成本和期间费用；按

成本与产量的关系，分为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按财务评价

的特定要求分为总成本费用和经营成本； 250. 总成本费用包

括产品制造成本、期间费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