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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水电工程计量与计价》

前言

本书是根据“全国水利中职教研会教材编写工作会议”的决定组织编写的。按照会议讨论确定的《水
利水电工程计量与计价》教材编写大纲，力求突出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教材的特点，着重于教材的实用
性，以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操作能力为主线，努力做到循序渐进和理论联系实际。本书以水利部2002
年颁发的《水利建筑工程概算定额》、《施工机械台时费定额》、《水利水电设备安装工程概算定额
》、《水利工程概（估）算编制规定》为基础，以水利系统水利水电工程为对象，兼顾电力系统水力
发电工程，使读者学习后能够独立地编制水利水电工程概预算造价。本书绪论介绍了基本建设、工程
造价概念；第一章介绍了水利水电工程概预算项目划分及费用构成；第二章介绍了工程定额的原理及
使用；第三章’～第七章分别介绍了基础单价、建筑工程单价、工程量计算、设备及安装工程费、施
工临时工程及独立费用的确定；第八章总体介绍工程设计总概算的编制。各章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大
量的实例与常用格式，内容通俗易懂，可供水利水电工程技术人员和有关专业师生使用、参考。本书
的主编、副主编及参编都是由各学校推荐、全国中职教研会讨论并征求各学校意见最后确定的。本书
绪论、第二章由河南省水利水电学校教师高振芬编写；第一章、第八章由甘肃省水利水电学校教师康
喜梅编写；第三章由宁夏水利电力工程学校教师陈颖编写；第四章由宁夏水利电力工程学校教师黄辉
编写；第五章由北京水利水电学校教师张亚荣编写；第六章由河南省郑州水利学校教师王利卿编写；
第七章由云南水利水电学校教师况卫明编写；全书由康喜梅进行统稿。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和引用
了许多专业书籍中的论述，除部分已经列出外，其余未能一一注明，特此一并致谢；同时也感谢各参
与学校的大力支持。因编者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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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水电工程计量与计价》

内容概要

《水利水电工程计量与计价》为全国中等职业教育水利类专业规划教材，是根据全国水利中职教研会
制定的《水利水电工程计量与计价》课程教学大纲编写完成的。《水利水电工程计量与计价》主要介
绍水利水电工程计量与计价的基础知识，内容包括绪论、水利水电工程概预算项目划分及费用构成、
工程定额、水利水电工程基础单价、建筑工程单价、工程量计算、设备及安装工程费、施工临时工程
及独立费用、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总概算编制。
《水利水电工程计量与计价》可作为水利水电中等职业学校水利工程技术、水利工程施工技术、水利
水电工程管理、工程造价等专业的定额与造价课程教学用书，也可作为从事水利水电规划、可行性研
究、初步设计等方面工作的技术人员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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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水电工程计量与计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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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水电工程计量与计价》

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节基本建设概论一、基本建设的含义基本建设是形成固定资产的生产活动，是实现社会扩
大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基本建设是指国民经济各部门利用国家预算拨款、自筹资金、国内外基本建设
贷款以及其他专项基金进行的以扩大生产能力或增加工程效益为主要目的的新建、扩建、改建、技术
改造、更新和恢复工程及有关工作。如建造工厂、矿山、港口、铁路、电站、水库、医院、学校、商
店、住宅和购置机器设备、车辆、船舶等活动，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征用土地、房屋拆迁、勘测设计
、培训生产人员等工作。换言之，基本建设就是指固定资产的建设，即建筑、安装和购置固定资产的
活动及与之相关的工作。在我国的会计制度中，固定资产通常是指使用期限超过一年、单位价值在规
定限额以上的房屋、建筑物、机器、机械、运输工具以及其他与生产经营有关的设备、器具和工具等
。基本建设通过一系列的投资活动来实现。基本建设投资是为了进行固定资产再生产活动而预付的货
币资金，是为取得预期效益而进行的一种经济行为，是反映基本建设规模和增长速度的综合性指标。
基本建设投资的组成要素有以下三个部分。（1）建筑安装工程费。包括建筑工程费和设备安装工程
费，这部分投资通过建筑施工和设备安装活动才能实现。（2）设备、工具、器具购置费。即购置或
自制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设备、工具、器具的价值。（3）其他基本建设费。包括建设管理费、勘测
设计费、科研试验费、场地征用费、淹没及迁移赔偿、水库清理、联合试运转费、生产人员培训费、
生产准备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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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水电工程计量与计价》

编辑推荐

《水利水电工程计量与计价》是由中国水利教育协会组织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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