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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一级造价工程师《建设工程计价》知识点精讲 

【知识点】投资估算的编制 

（一）投资估算的编制依据、要求及步骤 

1.投资估算的编制依据 

2.投资估算的编制要求 

（1）应根据主体专业设计的阶段和深度，结合行业特点，采用合适方法，对估算进行编制，并对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进行分析。 

（2）应做到工程内容和费用构成齐全，不重不漏，不提高或降低估算标准，计算合理。 

（3）应遵循口径一致原则。 

（4）全面反映建设项目建设前期和建设期的全部投资。 

（5）应对影响造价变动的因素进行敏感性分析。 

（6）应满足控制初步设计概算要求。 

3.投资估算的编制步骤 

根据投资估算的不同阶段，主要包括项目建议书阶段及可行性研究阶段的投资估算。 

可行性研究阶段的投资估算的编制一般包含静态投资部分、动态投资部分与流动资金估算三部

分。 

 
【例题·单选】某拟建项目，建筑安装工程费为 11.2 亿元，设备及工器具购置费为 33.6 亿元，

工程建设其他费为 8.4亿元，建设单位管理费为 3亿元，基本预备费费率为 5%，则拟建项目基本预备

费为（  ）亿元。【2020】 

A.0.56             

B.2.24             

C.2.66             

D.2.81 

【答案】C 

【解析】工程费用+工程建设其他费=11.2+33.6+8.4=53.2亿；基本预备费=53.2×5%=2.66亿。 

【例题·多选】关于建设期内投资估算编制要求，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2022】 

A.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应选用比例估算法估算 

B.应做到工程内容和费用构成齐全，不提高或降低估算标准 

C.需对主要经济指标进行分析 

D.应对影响造价的因素进行敏感性分析 

E.估算内容由静态部分和动态部分两个部分组成 

【答案】BCD 

【解析】选项 A错误，在项目建议书阶段，投资估算的精度较低，可采取简单的匡算法，如生产

能力指数法、系数估算法、比例估算法或混合法等，在条件允许时，也可采用指标估算法；在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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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阶段，投资估算精度要求高，需采用相对详细的投资估算方法，如指标估算法等。选项 B 正确，

投资估算应做到工程内容和费用构成齐全，不重不漏，不提高或降低估算标准，计算合理。选项 C正

确，采用合适的方法，对建设项目投资估算进行编制，并对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进行分析。选项 D正确，

应对影响造价变动的因素进行敏感性分析，分析市场的变动因素，充分估计物价上涨因素和市场供求

情况对项目造价的影响，确保投资估算的编制质量。选项 E错误，可行性研究阶段的投资估算的编制

一般包含静态投资部分、动态投资部分与流动资金估算三部分。 

（二）静态投资部分的估算方法 

项目建议书阶段，投资估算的精度低，可采取简单的匡算法，如生产能力指数法、系数估算法、

比例估算法或混合法等。在可行性研究阶段，投资估算精度要求高，需采用相对详细的投资估算方法，

如指标估算法。 

1.项目建议书阶段投资估算方法 

（1）生产能力指数法。又称指数估算法，它是根据已建成的类似项目生产能力和投资额来粗略

估算同类但生产能力不同的拟建项目静态投资额的方法。其计算公式为： 

C2=C1×（
𝑄2

𝑄1
)𝑥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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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建项目的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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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生产能力指数 

式中 x 为生产能力指数，正常情况下，0≤x≤1。上式表明，造价与规模呈非线性关系，且单位

造价随工程规模的增大而减小。 

已建类似项目规模和拟建项目规模的比值在 0.5~2 之间 x的取值近似为 1 

已建类似项目规模与拟建项

目规模的比值为 2~50 之间 

靠增大设备规模来达到时 x的取值近似为 0.6~0.7 

靠增加相同规格设备的数量达到时 x的取值近似为 0.8~0.9 

【例题·单选】某地 2017 年拟建一座年产 20 万吨的化工厂。该地区 2015 年建成的年产 15万吨

相同产品的类似项目实际建设投资为 6000万元。2015 年和 2017 年该地区的工程造价指数(定基指数)

分别为 1.12、1.15，生产能力指数为 0.7，预计该项目建设期的两年内工程造价仍将年均上涨 5%。则

该项目的静态投资为（  ）万元。【2018】 

A.7147.08             

B.7535.09             

C.7911.84             

D.8307.43 

【答案】B 

【解析】6000×（20/15）0.7×（1.15/1.12）=7535.09（万元） 

【例题·单选】某地拟于 2015 年新建一年产 60 万吨产品的生产线，该地区 2013 年建成的年产

50 万吨相通产品的生产线的建设投资额为 5000 万元，假定 2013 年至 2015 年该地区工程造价年均递

增 5%，则该生产线的建设投资为（  ）万元。 

A.6000                   

B.6300 

C.6600                   

D.6615 

【答案】D 

【解析】5000×（60/50）×（1+5%）2015-2013=6615。 

对新建项目投资的估算，不论是静态投资还是动态投资，都理所当然要用新建项目估算编制年份

工程所在地的市场价格。那么，运用生产能力指数法，必然要将已建项目估算编制年份的价格水平调

整至新建项目相应年份的价格水平，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乘以一个扩大系数。2018 年真题，只是题目中

给出了新建项目建设期内造价上浮水平，仅仅是对新建项目来说，不涉及已建项目，所以乘以上浮系

数就成了动态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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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数估算法。系数估算法也称为因子估算法，它是以拟建项目的主体工程费或主要设备费

为基数，以其他辅助配套工程费与主体工程费或设备购置费的百分比为系数，估算拟建项目静态投资

的方法。在我国国内常用的方法有设备系数法和主体专业系数法，世行项目投资估算常用的方法是朗

格系数法。 

1）设备系数法。是以拟建项目的设备购置费为基数。 

C=E(1+f1P1+ f2P2+ f3P3…)+I 

C—拟建项目静态投资； 

E—拟建项目当时当地价格的设备购置费； 

P—已建类似项目中建安费及其他费等于设备费的比例； 

f—调整系数； 

I—拟建项目的其他费用。 

2）主体专业系数法。是以拟建项目中投资比重较大，并与生产能力直接相关的工艺设备投资为基

数。 

C=E(1+f1P’1+ f2P’2+ f3P’3…)+I 

3）朗格系数法。是以设备费为基数，乘以适当系数来推算项目的静态投资。 

C=E·(1+∑Ki)·Kc 

KL=(1+∑Ki)·Kc 

（3）比例估算法。根据已知的同类建设项目主要设备购置费占整个建设项目的投资比例，先逐项

估算出拟建项目主要设备购置费，再按比例估算拟建项目的静态投资的方法。 

（4）混合法。对一个拟建建设项目采用上述多种方法混合估算其静态投资额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