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工程建设定额

（一）、定额的作用

1、定额在现代管理中的地位

二、工程建设定额的分类和作用

1）、定额是节约社会劳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手段

2）、定额是组织和协调社会化大生产的工具。

3）、定额是宏观调控的依据。

4）、定额是实现分配，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手段。

       工程建设定额指工程建设中单位合格产品消耗人工、材料、机械

使用量的规定额度。



3、定额在建设工程管理中的作用

2、定额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作用

1）、定额是市场供给主体加强竞争能力的手段，而且是体现市场公平竞

争和加强国家宏观调控与管理的手段。

2）、定额有节约社会劳动和提高生产效率的作用，定额所提供信息为建

设市场的公平竞争提供了有利条件。

3）、定额有利于完善市场信息系统。

（二）、按定额反映的生产要素内容分类

1、劳动消耗定额

完成单位合格产品所需活劳动力消耗的数量标准。时间、产量定
额。

2、材料消耗定额

完成单位合格产品所需消耗材料的数量标准。



完成单位合格产品所需机械消耗消耗的数量标准。时间、产量定额

3、机械消耗定额

（三）、按定额的编制程序和用途分类

1、施工定额

编制对象：工序。     阶段：施工阶段
组成：由劳动、机械、材料定额。
特点：分项细、子目多。
属性：基础性、企业生产定额

2、预算定额

编制对象：分部分项工程。    阶段：施工准备阶段和施工阶段
组成：由劳动、机械、材料定额。
属性：计价性定额



3、概算定额

编制对象：整个建筑物和构筑物。阶段：初步设计阶段

4、概算指标

编制对象：独立的单项工程或完整的工程项目。
阶段：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阶段。

编制对象：扩大的分部分项工程。阶段：设计、扩大初步设计
组成：由劳动、机械、材料定额。
属性：计价性定额

5、投资估算指标

（四）、按投资的费用性质分类

1、建筑工程定额



2、设备安装工程定额

3、建筑安装工程费用定额

4、工器具定额

5、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定额

（无）、按专业性质分类

1、全国通用定额

2、行业通用定额

3、专业专用定额

1、全国统一定额

2、行业统一定额

（六）、按主编单位和管理权限分类

3、地区统一定额

4、企业统一定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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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施工定额

一、施工定额概念、作用、组成、编制原则

        施工定额是在正常施工条件下，根据企业本身的技术水平和管

理水平，以施工过程为标定对象而编制的单位合格产品所需消耗的
人工、材料、机械台班的数量标准。

1、供建筑施工企业编制施工预算

2、是编制 施工组织设计的依据

3、是建筑企业内部搞经济核算的依据

4、是与工程队或班组签发任务单的依据

5、供计件工资和超额奖励计算的依据

6、作为限额领料和节约材料奖励的依据

7、是编制预算定额和单位估价表的基础

（二）施工定额的作用

（一）概念

        企业秘密、核心竞争力



（三）施工定额的组成

劳动定额

材料消耗定额

施工机械台班定额

（四）施工定额的编制原则

1、平均先进性原则           （鼓励先进、勉励中间、鞭策落后）

2、简明适用性原则         （简明、适用）项目齐全、粗细恰当、步距合理

3、以专家为主编制定额的原则

4、独立自主的原则

5、时效性原则

6、保密原则

8、是施工企业进行工程投标，编制工程投标报价的基础和主要

依据



二、施工过程、工作时间及测定方法

（一）施工过程的含义和分类

1、施工过程的含义

施工过程的完成，须具备的四个条件

1）、有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

2）、劳动地点

3）、有空间组织

4）、有指挥、协调等管理工作地点的选择等方面的组织工作

2、施工过程的分类

1）、按施工过程在建安产品形成中所起的作用分类



施工过程

施工准备过程 基本施工过程 辅助施工过程 施工服务过程

2）、按其不同的专业工艺特点、不同的劳动分工、不同的完

成方法及不同的复杂程度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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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施工过程的组成

施工过程

复合过程1

复合过程3

复合过程2

工作过程1

工作过程3

工作过程2

工序1

工序3

工序2

操作1

操作3

操作2

动作1

动作3

动作2

＊工序的概念

        指组织上分不开而技术上相同，并由一个或一组工人在

同一施工地点上对同一劳动对象所进行的一个操作接一个操
作的总和。

特点：劳动者、工作地点、施工工具和材料均不发生变化。

作用：施工过程中的基本环节。是编制施工定额的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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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时间的含义及分类

1、工作时间的含义：施工过程中的工作班延续时间。

2、工人工作时间消耗的分类：分定额时间和非定额时间



机械工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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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定额测定的基本方法
v 建筑安装工程定额的制定方法，主要有：

        技术测定法、统计分析法、经验估计法、比较类推和计算法等。

1、技术测定法

v 根据用途的不同，技术测定法大体可划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计时观察法。

     第二类，是观测试验法。

﹡技术测定法是根据对施工过程的生产技术、组织条件和施
工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在充分挖掘生产潜力的基础上，应
用计时观察和观测试验方法获得有关的数据资料，经过科
学的分析和整理，制定定额的一种方法。



第一类    计时观察法

也称现场观察法。是以研究工时消耗为对对象，以观察测时为手
段，通过抽样等技术进行直接的时间研究。包括测时法、工作日
写实法、写实记录法和简易计时观察法等。

计时观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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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范围：
       计时观察法主要用于研究工时消耗的性质和数据，查明和确定各

种因素对工时消耗数量的影响，找出工时损失的原因和研究缩短工时、
减少损失的可能性，从而制定劳动定额、机械台班使用定额和与时间
有关的材料(动力、燃料等)消耗定额。

第二类    观测试验法

v 适用范围

     这类方法主要用于研究施工过程的组织和技术、操作方法，材

料运输条件和方法，材料储存地点和方法，材料消耗和损耗的
原因、性质和数量，各种影响因素对材料消耗量的影响程度，
从而制定材料、动力和工器具等的消耗定额。

﹡它是以材料消耗为对象，以观测试验为手段，在施工现场、试验
室或者其他接近施工实际的非施工现场的情况下，进行观测试验研
究施工过程中材料消耗的方法。包括施工观测法和试验法两种。



2、比较类推法
v 又称典型定额法，是以精确测定好的同类型工序或产品的

定额，经过对比分析，类推出同类中相邻工序或产品定额

的方法。

v 优点：采用这种方法制定定额简单易行、工作量小。

v 缺点：往往会因对定额的时间组成分析不够，对影响因素

估计不足或所选典型定额不当而影响定额的质量。

v 适用：本法适用于制定同类产品品种多、批量小的劳动定

额和材料消耗定额。

3、经验估测法



v 也叫经验估计法，是在没有统计资料的条件下，根据
定额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的实践经验，经现场
调查、观测，考虑材料、工具、设备、组织条件和操
作方法并结合有关的技术资料直接估算定额的方法。

v 优点：简便易行，量小快速。

v 缺点：由于缺乏技术资料，水平不易平衡，准确性差，
易出现偏高或偏低的现象。

v 适用范围：它通常适用于制定产品的品种多、工程量
小或新产品试制，以及不常出现的项目等一次性定额
的制定。

4、统计分析法



v 是对同类工程或产品，根据过去施工中有关工时、材
料消耗等的记录和统计资料，考虑当前及今后施工生
产条件的变化，利用统计学的原理，进行科学地分析
研究后制定定额的一种方法。

v 优点：简便易行，工作量小，省时省力，比经验估计
法有较多的统计资料，能反映生产实际情况。采用本
法必须具备包括原始记录、统计台帐和经过初步整理
的完整而可靠的历史统计资料。

v 缺点：由于它是以过去的记录和统计资料为依据，对
其中存在不合理的虚假因素、施工技术和管理水平今
后的改进和发展估计不足，其准确性和可靠性较差。

v 适用范围：它适用于工程量大，生产周期长的定额项
目的制定，特别对采用第一种方法难以制定的定额项
目，采用本法更为适宜。



三、劳动定额消耗量的确定

（一）、劳动定额的含义和作用

 含义       劳动消耗定额简称劳动定额或人工定额，它规定在正常生产

技术组织条件下，完成单位合格产品所必须劳动消耗量的标准。

作用       体现在生产计划和组织分配两个方面。

ａ．是建筑企业内部组织生产、编制施工作业计划的依据；

ｂ．是向施工班组签发施工任务书、考核工效的依据；

ｃ．是企业内部承包中计算人工、实行按劳分配和经济核算的依据；

ｄ．是编制概预算定额人工部分的基础。

 劳动定额按其表示形式有时间定额和产量定额两种。

（二）、劳动定额的表现形式



   1、时间定额是指在一定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组织条件下，某工种、某

技术等级的工人小组和个人，完成单位合格产品所必须消耗的工作时
间。以工日为单位。

2、产量定额是指在一定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组织条件下，某工种、某技

术等级的工人小组和个人，在单位时间（工日）内完成合格产品的数
量。以产品计量单位表示。

时间定额=           

产量定额

     1
产量定额=           

时间定额

        1

（三）、劳动定额消耗量的确定

1、 分析基础资料，拟定编制方案          

1）确定影响工时消耗的因素。（技术因素、组织因素）

2）计时观察资料的整理和分析。（平均修正法）



2、 确定正常的施工条件          

3、 确定劳动定额消耗量的方法          

4）拟定定额的编制方法。（四部分内容）

3）日常积累资料的整理和分析。（四类资料）

1）拟定工作地点的组织。

2）拟定工作组成。

3）拟定施工人员编制

1）拟定基本工作时间（计时观察法）

2）拟定辅助工作时间和准备与结束工作时间

3）拟定不可避免中断时间

4）拟定休息时间



方法一： 依据计时观察资料来确定

 时间定额＝基本工作时间+辅助工作时间+不可避免中断
时间+准备与结束的工作时间+休息时间

5）拟定时间定额

方法二： 利用工时规范，计算劳动定额的时间定额

 作业时间＝基本工作时间+辅助工作时间

规范时间＝不可避免中断时间+准备与结束的工作时间+

休息时间

工序作业时间＝基本工作时间+辅助工作时间

                        =基本工作时间/（1-辅助工作时间）

时间定额＝1/产量定额



v 解:设挖1m3土方的时间定额为x分钟，

     据：时间定额＝基本工作时间＋辅助工作时间＋不可避 免
中断时间＋准备与结束的工作时间＋休息时间

    则     x＝60＋（2％＋2％＋1％＋20％）x

            x＝60/1-（2％+2％+1％+20％）＝80（分钟）

              ＝0.1667（工日/1m3）

例1：人工挖土方，土壤为黏性土，按土壤分类属二类土。
测试资料表明，挖1m3土方需消耗基本工作时间60分钟，
辅助工作时间占工作班延续时间2％，准备与结束工作时
间占工作延续时间2％，不可避免中断时间占1％，休息
时间占20％。计算挖1m3土方的时间定额。



1、材料消耗定额的含义

2、材料消耗定额的作用：材料是完成产品的物化劳动过程的物质条
件。(材料费占整个工程总造价的60—70%)

（一）、材料消耗定额的含义和作用

四、材料定额消耗量的确定

        指在合理使用和节约材料的条件下，生产单位质量合格的建筑产品

所必须消耗一定品种和规格的建筑材料、半成品、构件、配件、燃料，

以及不可避免损耗量等的数量标准。

C、是施工队对工人班组鉴发限额领料的依据，也是考核分析班组材
料使用情况的依据；

A、材料消耗定额是企业确定材料需要量和储备量的依据；

B、是企业编制材料需要量计划的基础；

D、是实行材料核算，推行经济责任制，促进材料合理使用的重要手段

。  



1、材料消耗分类

A、根据材料使用次数不同，建筑材料的分类：

（二）、材料消耗分类及材料定额的组成

2）损失的材料：指在正常施工过程中，出现不可避免的施工废料和材
料损耗，不能直接构成工程实体的材料消耗量。

E、保证材料的合理供应、调配和使用。对企业节约材料，降低成本，加速流

动资金周转，减少资金占用

2)非周转性材料

1)周转性材料

B、按消耗性质分：

1）必需的材料消耗：指在正常施工、合理与节约使用   材料的条件下，完

成单位合格产品，直接构成工程建筑安装实体所消耗材料的数量。



材料消耗净用量（材
料消耗净定额）

材
料
消
耗
定
额
的
组

成

材料损耗量（材
料损耗定额）

原材料净用量

半成品净用量

构配件净用量

燃料净用量

运输损耗

贮备损耗

施工损耗

不可避免的废料损耗

不可避免的残余料损耗

现场搬运堆放损耗

2、材料消耗定额的组成



（三）材料定额消耗量的确定方法

2、确定计算方法

（1）现场技术测定法：编制材料损耗定额

（2）实验室试验法：编制材料净用量定额

（3）现场统计法：取得材料消耗的数据

（4）理论计算法：

材料损耗率＝材料损耗量/材料消耗量

1、确定施工正常条件（考虑现场材料的存放场地、库房和那个现场

材料正常供应的管理机构及人员组成）

公式：材料消耗量＝材料净用量＋材料损耗量

材料消耗量≈材料净用量×（1+材料损耗率）



（四）周转性材料

指在工程施工过
程中，能多次使
用，反复周转的
工具性材料、配
件和用具等。如
模板、挡土板和
脚手架等。

特点：材料在施工中每次使用都
有损耗，不是一次消耗完，而是
在多次周转使用中，经过修补逐
渐消耗的。

材料消耗定额中，
以摊销量表示。



1、影响周转次数的主要因素：

a、周转材料材质及功能的影响。

b、使用条件的好坏。

c、施工速度快慢的影响。

d、周转材料的保管、保养和维修的好坏。

2、周转材料的计算：

（1）计算一次使用量。

一次使用量＝材料净用量×（1－材料损耗量）

（2）计算材料摊销量。

材料摊销量＝一次使用量×摊销系数



摊销系数＝
周转使用系数-[(1-损耗率)×回收价值率]

周转次数

周转使用系数＝
[(周转次数-1)×损耗率]

×100%

×100%

回收价值率＝
一次使用量× (1-损耗率)

周转次数

×100%

周转次数



1、含义：

机械台班消耗定额，简称机械台班
定额。它是指施工机械在正常的施
工条件下，合理地均衡地组织劳动
和使用机械时，该机械为完成单位
合格产品所必须消耗的机械台班的

数量标准。

表现形式：
Ø 机械时间定

额
Ø 机械产量定

额

五、机械定额消耗量的确定

（一）含义和作用



１、机械时间定额

       机械时间定额是指在合理的劳动组织与合理使用机械条件下，生产某

一单位合格产品所必须消耗的机械台班数量。

２、机械产量定额

        机械产量定额是指在合理的劳动组织与合理使用机械条件下，规定

某种机械在单位时间（台班）内，必须完成合格产品的数量。

机械时间定额与机械产量定额互为倒数关系。

2、机械消耗定额的作用：
a、考核机械工作效率的作用。

b、编制施工作业计划和签发施工任务书的作用。

c、反映企业施工机械生产率水平的高低。

（二）机械消耗定额的表示形式



（三）机械消耗定额的确定

1、确定正常的施工条件

2、确定机械1小时纯工作正常生产率

        机械1小时纯工作正常生产率：就是在正常施工组织条件下，具
有必需的知识和技能的技术工人操纵机械1小时的生产率

循环动作机械：

机械一次循环的正常延续时间＝

                    Σ（循环各组成部分正常延续时间）－交叠时间

机械纯工作1小时循环次数＝
60×60（s）

一次循环的正常延续时间

机械纯工作1小时正常生产率＝机械纯工作1小时循环次数
　×一次循环生产的产品数量



连续动作机械：

连续机械纯工作1小时循环次数＝
工作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

工作时间（h）
3、确定施工机械的正常利用系数

机械正常利用系数＝
机械在一个工作班内纯工作时间

一个工作班延续时间（8h）
4、计算施工机械台班定额

施工机械台班产量定额＝机械纯工作1小时正常生产率
×工作班纯工作时间

施工机械台班产量定额＝机械纯工作1小时正常生产率
×工作班延续时间×机械正常利用系数



例1：已知某挖土机的一个工作循环需2分钟，每循
环一次挖土0.5m3，工作班的延续时间为8小时，
时间利用系数为0.85，计算台班产量定额。

解：1小时挖土机工作的循环次数：60min/2min＝30次

　　每小时挖土机正常生产率：30×0.5＝15m3/h

   　台班产量定额：15×8×0.85＝102m3/台班

机械台班定额计算例题



v 解:机械台班的产量定额:12.362×7.2=89(块/台班）

v      人工时间定额=小组成员工日数总和/台班产量                            
= 13/89=0.146工日/块

例2：轮胎式起重机吊装大型屋面板，机械纯工作1h的正
常生产率为12.362块，工作班8h 实际工作时间为7.2h ,求
机械台班的产量定额和人工时间定额。(工人小组由13人

组成）



六、施工定额的内容及应用

１、施工定额的内容和形式

施工定额一般由文字说明、定额项目表及附录三部分组成。

ａ．文字说明：主要包括总说明、分册说明和章、节说明。

ｂ．定额项目表：定额项目表是分节定额中的核心部分和主要内容。

        定额表主要包括工作内容、分项工程名称、定额单位、定额表及附

注等，见表2-2。

ｃ．附录：一般放在定额分册后面，包括有关名词解释、图示、做法及

有关参考资料。如材料消耗计算表，砂浆、混凝土配合比表及计算公式

等。



 

编 号 项     目

人       工
水
泥

砂子 石渣
1 0 7

胶

甲 基 硅

醇 钠

综 合 技 工 普 工                                 kg

147 墙  面  墙  裙
2.62 2.08 0.54  92 324 60

148
砼

墙

面

不

打

底

干 粘 石 1.85 1.48 0.37 53 104 60 0.26

149 机 喷 石 1.85 1.48 0.37 49 46 60 4.25 0.4

150

柱

方 柱 3.96 3.10 0.86 96 340 60

151 圆 柱 4.21 3.24 0.97 92 324 60

                                                                     干粘石                                             表2-2

 工作内容：包括清扫、打底、弹线、嵌条、筛洗石渣、配色、抹光、起线、粘石等      单位：10ｍ2

      附注:１．墙面（裙）、方柱以分格为准，不分格者，综合时间定额乘0.85。

148│砼│不│干粘石│1.85│1.48│0.37│53│104│60│0.26│



２、施工定额的应用

ａ．直接套用：当工程项目的设计要求、施工条件及施工方法

与定额项目表的内容、规定完全一致时，可以直接套用定额。

[例2-3] 某宿舍楼砖外墙干粘石（分格），按施工定额工程量计

算规则计算，干粘石工程量为2200ｍ2，试计算其工料数量。

[解]工料数量为：

劳动工日用量=220×2.62=576.40工日

水泥用量=220×92=20 240kg

砂子用量=220×324=71 280kg

石子用量=220×60=13 200kg



[例2-4]某工程按施工定额工程量计算规则计算，墙裙干粘石

（不分格）面积为320ｍ2，试计算其工料数量。

[解]由表2-2查得定额编号为147项，附注1规定：墙面（裙）、

方柱以分格为准， 不分格者，综合时间定额乘以0.85。做法与

规定不同需要调整，其工料数量为：

劳动工日用量＝32×2.62×0.85=71.26工日

水泥用量=32×92=2 944kg

砂子用量=32×324=10 368kg

石子用量=32×60=1 920kg

ｂ．调整换算：当工程设计要求、施工条件及施工方法与定额

项目的内容及规定不完全相符时，应按规定调整换算。调整的

方法一般采用系数调整和增减工日、材料数量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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