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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80_A0_E4_BB_B7_E5_c56_524440.htm 这两个项目，只是采

用的定额不同，表一采用的是2002定额，而表二采用用

了1997定额。（现阶段，定额不用为法规性，只作为指导性

的文件以后，我们对定额的选用，就有了很大的余地）不考

虑两者对零星材料费的算法差异，两者0.28元的价差是怎么产

生的？从单价分析表上来看，是定额制定部门认为社会生产

率进一步提高，所以提高了人工、机械工效。但这个价，是

一个造价工程师可以报出去的么？不可以！做造价如此简单

的话，雇个打字员，就完全能够胜任了。对这个价，还要进

一步的调整，要根据施工现场的机械配置，道路情况，整个

工程盈利点、企业施工水平来分析，也许5.8元就包得住，我

们就进一步提高人机效率，也午因为特殊情况，要68元才包

得住，我们在降低人机效率的同时，也要把依据写上（非常

规报价，一定要附上编制依据，就算是招标方没有要求，也

要写给自己看。）造价工程师的价值，大约就在这调价中吧

。也许你不用定额，也能估计出这个价格，或者说，对市场

熟习一点的业内人士，对一定常用价根本不需要单价分析表

了，招标方虽然会审查，但是对这个单价是什么组成的，并

不感兴趣，更重要的单价是多少，所以，在报价之时，怎么

调整，以平衡本单位盈利欲望和市场价格水平的任务，就是

造价工程师现阶段最重要的工作吧。 Ok，讲了那么多，请回

到表1，表2来看。这个税率是3.22％，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

有人说没问题，那我只能说是该位同志知识面不够广，或者



说是比较粗心了。那位能回答一下这3.22％的问题在哪里？ 

对了，这就是计算税率和税率的区别⋯⋯⋯⋯ 建筑业要缴纳

《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1993年12月13日国务

院颁布）规定的营业税率为3％，应纳税额＝营业额×税率，

营业税属于“三税”之一，是城建税《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

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1985年2月8日国务院发布）的征收

对象，此外，还要缴纳教育附加费，故对施工企业来说，税

务部门的征收税率＝营业税税率＋营业税税率×城建税税率

＋营业税税率×城建税税率×教育附加费。代入一组数据（

假设施工地点在市区、县镇以外）征收税率＝3％＋3％×1％

＋3％×3％＝3.12％ 征收税额＝营业额×征收税率（在营业

额中，设：人材机为A，间接费为B，利润为C，税金为D） 

征收税额＝（A B C D）×3.12％（从上面两表可知D=(A B C

）×3.12％），也就是说，我方计算的税金，在税务部门的征

收中，又被重复征收了一次(D×3.12％)。解释一下：我方认

为要缴纳的税是基于A B C的，而税务部门的征收，则是基

于A B C D的。这两个不同的计算依据的差额(D×3.12％)要怎

么来弥补？为了直观一点，先代入数据来看(算法过程见表2)

。如果计算税率为3.12％，施工单位计算的应纳税额＝900.65

×3.12％＝28.1； 税务部门的 征 收 税 额＝928.75×3.12％

＝28.977； 两 者 之 差＝29.977-28.1＝0.8767； 这就意味着，

每完成一百方该单价的工程量，我方就需多支付0.88元的税金

。在一个投资上千万的项目来说，损失就相当大了。 思路说

得完了。就要开始解决这个问题，正是基于对于征收税率和

计算税率不同的考虑，所以用公式算出了计算税率的值3.22％

，从这方面来抵消重复征税对施工单位的影响。（求告：造



价工程师上有一个推算公式，可怜我看了两个星期了，没看

懂是什么意思，那位来给我讲一下吧。） 从税率和计法的算

术方法来看，算法不难，主要是一种思路，以及其中的法理

法规思想，这点可能一下子是不容易察觉到的。另外，我有

两点心得： 1.在单价表里叫税金（或者近似称呼的项目）的

项目，并不是真的税金，而是施工单位的一种取费（为税金

这项定向支出而向发包单位收取的费用）。我们却一直为这

种名称的歧义所迷惑，不能准确得知这部份取费的意图和数

量。 2.在取费中，关于印花税，还有地方政府再收取的一些

费用，在计算中极易忽略。造价工程师最好能读一税法相关

章节，同时和财务部门沟通，了解财务的基本操作。 好了，

这次到这，下一次的题目是《造价工程师是如何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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