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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农田整理项目预算质量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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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探讨了基本农田整理项目预算编制的相关概念, 系统研究了基本农田整理项目预算编制质量的影响因素,

并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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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me relevant concept s about budgetar y planning o f basic farmland development and ar rangement pr oject ar e

disccussed. The influencing fa cto r s of the qua lit y of budgetar y planning of basic farmland development and ar r angement

pro ject is studied sy st ematically , and some suggest ions ar e pr esent ed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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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农田整理项目预算是编制项目计划和确定项目资

金的依据, 是对项目设计进行技术、经济分析的重要工具, 也

是部门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基本农田整理是一项崭新的事

业, 国家财政从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中央收入中安排专

项资金予以支持, 因此做好项目预算,用好专项资金,是基本

农田整理项目管理的重要内容。研究基本农田整理项目预算

编制的影响因素, 对提高预算的编制质量有着重要的意义。

1　基本农田整理项目预算编制的概念

基本农田整理是指在一定区域内, 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或城市规划确定的目标和用途, 通过采取行政、经济、法律

和工程技术手段,对土地利用状况进行调整、改造、综合整

治, 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 改善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的

过程。

基本农田整理项目预算就是按照客观规律要求,根据技

术设计和预算标准及有关基础定额反映实现项目任务所需

要的人、材、物的经济方案。项目预算是编制项目计划和确定

项目资金的依据, 是对项目设计进行技术分析的重要工具,

也是部门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行项目预算制度, 及时、准确地编制项目预算,是项目

管理的重要环节。预算是一项系统工程, 它有一套相对科学

合理的预算文件, 相应的预算标准、定额, 并建立预算审查制

度等。

2　基本农田整理项目预算编制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基本农田整理尚无本行业的预算标准定额,目前只

能按照暂定的预算编制办法的要求, 通过选取其他行业(如

水利水电、市政、公路或建筑安装工程)的预算定额标准编制

项目工程造价。由于没有专门供土地整理工程使用的定额,

于是在规划中就规定主要依据项目区所在省份的《农田水利

水电定额》、《建筑工程概预算定额》及参考其他相关定额做

预算,在实际工作中有时甚至参考《市政工程定额》。这种套

用现成定额的方法虽然体现出了基本农田整理工作的灵活

性,但实际操作中会出现不容忽视的问题, 即同一项工程,在

工程量一定的情况下套用不同的定额,其预算的结果会相去

甚远。

此外,由于不同地区或不同行业预算定额中的取费标准

不一,存在个别地方在编制项目预算时随意套用造价标准高

的预算定额标准、对费用部分取高不取低等现象, 给预算审

查、资金管理带来一定的困难。

3　基本农田整理项目预算编制质量影响因素

3. 1　费用构成

目前,基本农田整理行业还没有其自身的定额标准和完

整的费率标准, 《基本农田整理项目预算编制办法》中规定,

基本农田整理项目预算的编制参照国家或省最新颁布实施

的《水利水电建筑工程预算定额》、《建筑安装工程预算定额》

等相关行业的预算标准。但相关行业预算标准不一定适合基

本农田整理工作, 如水利水电定额、公路定额和建筑工程定

额中的工程等级大多高于基本农田整理的工程的等级, 预算

定额相对也较高。因此,不能简单照搬照套 ,必须实事求是,

分析使用。

3. 2　材料价格

材料费是基本农田整理项目中直接费的重要组成部分,

包括用于工程施工过程中耗用的构成工程实体的原材料、辅

助材料、半成品、成品的费用,材料价格直接影响材料费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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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表 1 是从 2001 年和 2002 年第一批中央投资的 104 个基

本农田整理项目中, 随机抽取 10 个省 (市、自治区)的 10 个

项目其材料费在各单项工程及直接费总额中所占的比重,

即:

材料费在单项工程中所占比重=
材料费

单项工程的直接费
×100

材料费占直接费比重=
材料费

单项工程的直接费
×100

由表 1 可以看出, 基本农田整理项目中材料费一般占直

接费的 25%以上, 多则占到将近 70%以上, 因此正确选取材

料预算价格对于提高项目预算质量、降低投资成本具有重要

意义。随着建筑市场的逐步放开, 材料价格变动较大、不易控

制, 做预算时,应选用当地最新的市场信息价, 必要时还得去

建筑市场了解材料行情, 或者去供货单位进行价格查证。

表 1　基本农田整理中材料费所占比重　

省份 土地平整工程 农田水利工程 道路工程 其他工程 所有材料费占直接费比重

浙江 6. 35 22. 21 82. 86 70 42. 24

山东 6. 09 68. 71 81. 99 78. 95 70

河北 13. 58 54. 1 53. 08 82. 58 53. 1

北京 8. 34 57. 63 78. 68 91. 69 48. 25

广西 6. 6 71. 65 65. 48 19. 22 29. 27

贵州 0. 12 75. 78 80. 97 94. 59 74. 04

甘肃 0 41. 25 86. 63 95. 23 43. 58

黑龙江 0 38. 43 95. 06 100 51. 81

湖北 0 71. 55 56. 69 8. 43 46. 05

湖南 31. 49 57. 05 60. 23 53. 8 43. 27

　　注:直接费= 土地平整工程人、材、机械费+ 农田水利工程人、材、机械费 + 道路工程

人、材、机械费+ 其他工程人、材、机械费

3. 3　工程量的计算

工程量是编制项目预算的原始数据 ,是编制预算的核心

和重要组成部分。工程量的准确与否, 直接影响工程直接费

及基本农田整理项目投资的确定, 因此, 工程量是影响项目

预算的重要因素。通常, 影响工程量计算准确度的因素有如

下几个方面:

( 1)对规划设计图纸不熟悉。基本农田整理项目总体规

划图、单体工程设计图、规划文本与设计说明书等资料是合

理准确计算工程量的重要基础,对上述资料的全面熟悉, 是

准确、全面、快捷地编制项目预算的关键。单体工程设计图表

示的各种不同的构造、尺寸大小提供了计算工程项目数量的

数据, 图纸各尺寸的关系,必须了解得一清二楚,才能保证准

确计算工程量。切忌为了赶预算编制速度,编制前草率识图,

图纸中的基本内容还不清楚, 就匆忙编制。

( 2)对工程量计算的规则把握不准确。熟悉和掌握工程

量的计算规则是准确计算工程量的重要因素,例如要埋设长

为 1 000 m、外直径为 400 mm 的农涵, 挖方断面尺寸为 0. 4

m×0. 4 m ,根据土方填筑工程的计算规则: (挖土体积- 回

填土体积) = 地面线以下埋设的砌筑量。其中地面线以下埋

设的砌筑量包括砌筑物内涵空间体积(如涵工程中涵洞体

积、直径不小于 500 mm 的管道体积等) , 在上述的工程项目

中由于农涵的直径只有 400 mm,据上述计算规则可知其回

填土体积就是挖土体积, 仍为 0. 4 m×0. 4 m×1 000 m =

160 m3。

但是常有工作人员没有把握好这一计算规则,忽略了其

中规定的只有直径不小于 500 mm 的管道体积才要作为地

面线以下埋设的砌筑量予以减去,而将回填土体积误算为将

挖土体积减去地面线以下埋设的砌筑量。

( 3)工程量计算单位与定额单位不一致。通常计算工程

量都是以 m、m2、m3等为计量单位 ,定额的计量单位, 大部分

为扩大计量单位,往往以 10 m、100 m2、100 m3、10 m3 或 100

m 3等为计量单位, 要防止在编制项目预算时, 忽视了变换计

量单位, 而直接采用基本单位 ,直接套用定额基价计算直接

费,导致预算直接费与工料实际消耗量严重失准。

3. 4　定额的选取

完成某项施工,往往可以选取不同的定额, 也就会对应

不同施工机械和工具,从而会产生截然不同的预算单价。例

如,土方开挖及运输工程, 有人工开挖、人工运输,人工开挖、

机械运输,机械开挖、机械运输等不同方式,现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水利部颁发的《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概 (估)算费用构成

及计算标准》( 2002)、《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机械台班费定额》

( 2002)、《水利水电建筑工程预算定额》( 2002)来计算不同施

工方式下的费用(表 2、表 3和表 4)。

表 2　人工挖一般土方人力挑抬运输单价分析表

(运距为 500 m ) ( 100 m3)

定额编号: 10008+ 10013　　　　　　　金额单位: 元

工作内容:挖土、装筐、运卸、空回 定额页数: P7

直接费 (人、材、机费) 2183. 15

人工费定额 材料费定额 机械费定额

2099. 18 70. 84 0

工时 价格 材料名称 用量 价格 小计 机械名称 台时 机械费 小计

3. 3 4. 55 零星材料费 2099. 18 2% 83.97

1036. 90 2. 01

表 3　人工挖一般土方胶轮车运土单价分析表

(运距为 500 m ) ( 100 m3)

定额编号: 10014+ 10017　　　　　　　金额单位: 元

工作内容:挖土、装筐、运卸、空回 定额页数: P7

直接费 (人、材、机费) 669. 77

人工费定额 材料费定额 机械费定额

606. 24 13. 13 50. 40

工时 价格 材料名称 用量 价格 小计 机械名称 台时 机械费 小计

2. 7 4. 55 零星材料费 656. 64 2% 13.13 胶轮车 56 0. 90 50. 40

295. 50 2. 01

表 4　1 m3挖掘机装土、汽车运输单价

分析表(运距为 1000 m)

定额编号: 10365　　　　　　　　( 100 m 3)

工作内容:挖土、装筐、运卸、空回 定额页数 : P57

直接费 (人、材、机费) 676. 76

人工费定额 材料费定额 机械费定额

12. 25 26. 03 638. 48

工时 价格 材料名称 用量 价格 小计 机械名称 台时 机械费 小计

6. 1 2. 01 零星材料费 650. 73 4% 26.03 挖掘机1 m
3 0. 91 124. 47 113. 27

推土机 59kW0. 46 64. 85 29. 83

自卸汽车 5t 8. 95 55. 35 495. 38

　　表 2、表 3和表 4 表明,在运输距离相同的情况下, 人工

挖、装、挑运土单价是人工挖、胶轮车运土单价的三倍多。而

1 m3 挖掘机装土、汽车运输的运距为 1 000 m 的条件下, 其

施工费用与人工挖、胶轮车运土运距为 500 m 的费用持平,

可以设想如果人工挖、胶轮车运土运距 1 000 m 其费用将大

大高于 1 m3 挖掘机装土、汽车运输的运距为 1 000 m 的费

用。而 1 m3挖掘机装土、汽车运输的运距为 1 000 m 的施工

费用仅为人工开挖、装、挑运土 500 m 施工方式的约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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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当三种施工方式都可采用时,本着节约资金的原

则, 应该优先采用机械开挖、运输这一施工方式,其次为人工

开挖、机械运输的施工方式,然后选取相应定额进行预算。

在定额选取时要考虑以下问题:

( 1)要重视定额每章节前面的说明, 要认真研究, 吃透

“说明”中讲述的内容, 做到对定额的套用规则了然于心, 这

样才能全面了解定额套用知识, 最大限度的避免错误。例如,

《水利部水利建筑工程预算定额》上册 P57 定额名称“1 m 3

挖掘机挖装土自卸汽车运输”适用范围为Ⅲ类土、露天作业。

如果我们遇到Ⅰ、Ⅱ类土的情况时,“说明”第 16 条列出系数

进行调整。如果不熟读定额中的“说明”, 在套用定额时就容

易出错误。

( 2)定额有没有重复选取。例如, 现浇混凝土工程,在水利

水电工程预算定额中, 模板制作和现浇混凝土两部分的人工

费、材料费和机械费都是合为一个定额的,而建筑工程预算定

额中,这两部分大多是分开的。如果套用水利水电工程预算定

额作“现浇混凝土”工程,同时又作了“模板制作”这一分项工

程的预算, 显然是不合理的,“模板制作”属于重复计算。

( 3)定额单价的选套是否对号入座,防止错套和高套。如

将现浇混凝土工程套用预制混凝土工程的定额,就属于错套

定额; 将开挖一、二类土方工程套用开挖三类甚至四类土方

工程的定额, 则为高套定额。

( 4)套用定额既不要高套、重复套用, 也要注意不能漏

套。如《水利建筑工程预算定额》(水利部)中的混凝土板预制

及砌筑中 40111—40114 为不同厚度混凝土板的预制,

40115—40118 为混凝土板的砌筑, 因混凝土板预制、砌筑在

一个章节中出现,极易漏套砌筑的定额子目。

( 5)各分项工程的名称、规格、计量单位与定额子目是否

一致。如道路工程中, 假设路面为泥结碎石路面, 厚为 15

cm, 如果直接套用 90017 泥结碎石路面定额, 则是不正确

的。因为根据《水利建筑工程预算定额》, 90017 为泥结碎石

路面,厚度 20 cm。应根据定额中的换算关系转换为 15 cm。

4　提高预算编制质量的主要措施

首先, 加强基本农田整理项目预算建设, 不断完善项目

预算的编制和管理, 规范材料价格市场, 推行定期信息价格

制度, 制定合理的材料价差调整方法; 统一费用的划分及组

成,明确各种费率的计取标准 ;尽快制定出基本农田整理项

目的预算定额,改变套用其它行业定额及各种取费的局面。

做到有章可依,有规可查, 有效地控制投资,取得最佳效益的

目的。

其次, 项目预算编制人员应不断提高业务知识的学习,

不断丰富自身的业务知识; 尽可能深入施工第一线学习施

工,积累施工知识; 经常和项目的规划设计人员交流, 了解工

程特点,了解设计人员的技术要求和施工要求。

另外,健全预算编制制度, 加强审查力度, 做到费用计算

正确,材料价格合理, 计量准确,定额套用合理,只有这样,才

能编制出高质量的项目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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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s 由下式计算:

W s= (Cc- Cw )×W c/ (Cs- Cw )
式中:Cc——泥石流容重, 溪火沟选用 Cc= 2. 0 t / m3; Cs——
泥石流中固体物质比重,溪火沟选用 Cs= 2. 7 t/ m3; Cw——
清水比重。

则 W s= ( 2. 0- 1)×5. 89×106/ ( 2. 7- 1) = 3. 46×106 m3

4. 2　趋势分析

溪火沟为沟谷型堰塞式泥石流, 且其地处 3 条断层交汇

处, 地层岩性软弱, 因此有丰富的固体物质, 如暴发泥石流,

其方量将会很大, 1989 年泥石流估算的方量已经达到 106m 3

的数量级,分析其成因机制,虽然沟谷型堰塞式泥石流的方

量呈现逐渐减小的趋势,但是如果暴发, 其对库区的影响很

大。

5　结　论

( 1)溪火沟流域松散物源按成因可分为: 原生构造破碎

基岩、残坡积和冲洪积物、老泥石流堆积物。

( 2)流域内松散物源对泥石流的补给方式主要为: 坡面

冲刷、滑塌、下蚀切割。

( 3)溪火沟以 1989年暴发泥石流为例计算, 一次冲出量

可达 30 多万 m3, 虽然按其演化模式呈现逐渐减小的趋势,

但是对库区的安全影响仍然很大,应给予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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