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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是农业发展的基础条件，是实施农业可持续发

展的关键。为规范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概（估）算文件编制，合理确定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工程投资，提高概（估）算编制质量，结合小型

农田水利工程的工程特点，制定本编制指南。 

本编制指南适用于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设计概

（估）算除应符合本指南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是塘坝（容积小于 10 万 m3）、小型灌溉泵站（装

机小于 1000 千瓦）、引水堰闸（流量小于 1m3/s）、灌溉机井、雨水集

蓄利用工程（容积小于 500m3）等小型水源工程；大中型灌区末级渠

系（流量小于 1m3/s）、小型灌区渠系、井灌区输水管道、高效节水灌

溉工程；小型排水泵站（装机容量小于 1000 千瓦）、控制面积 3 万亩

以下的排水沟道等。 

http://www.studa.net/faz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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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算文件的编制依据和组成 

1.1 编制依据 

1.1.1 国家及行业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主管部门颁发的

有关法令法规、制度、规程及技术标准； 

1.1.2 水利建筑工程概算定额、水利水电设备安装工程概算定额、水

利工程施工机械台时费定额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定额； 

1.1.3 水利工程设计工程量计算规则； 

1.1.4 初步设计文件和图纸； 

1.1.5 有关合同协议及资金筹措方案； 

1.1.6 其他。  

1.2 编制说明 

1.2.1 编制说明应包括工程概况，投资指标和技术经济指标，编制原

则和依据，概算编制中其他应说明的问题。 

1.2.2 工程概况应包括主体工程所在河系，水源类型，建设地点，工

程规模，对外交通条件，主体工程布置型式，主要工程量， 主要材

料量，计划施工工期，施工总工时数，有关自然地理条件，资金来源

和投资比例。 

1.2.3 投资指标和技术经济指标应包括工程总投资和静态总投资，年

度价格指数，预备费率等技术经济指标。 

1.2.4 编制原则和依据应包括以下内容： 

（1）概算编制原则和依据； 

（2）人工预算单价，主要预算材料，施工用电、水，砂石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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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单价的计算依据； 

（3）主要设备、仪器价格及依据； 

（4）施工机械台时费定额及依据； 

（5）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费用计算标准及依据； 

（6）工程资金筹措方案。 

（7）其他：工程设计概算编制中其他应说明的问题。 

1.3 概算表及概算附表 

1.3.1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概算表包括： 

总概算表，建筑工程概算表，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概算表，施工

临时工程概算表，独立费用概算表，分年度投资表。 

1.3.2 概算附表包括： 

建筑工程单价汇总表，安装工程单价汇总表，材料预算价格汇总

表，施工机械台时费汇总表，主要工程量汇总表，材料量汇总表，工

时数量汇总表。 

1.3.3 概算附件组成包括： 

人工预算单价计算表，材料预算价格计算表，施工用电价格计算

书，施工用水价格计算书，补充定额计算书，补充施工机械台时费计

算书，砂石料单价计算书，建筑工程单价表，安装工程单价表，临时

设施投资计算书，独立费用计算书，分年度投资表，有关文件、询价、

报价资料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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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组成 

1.建筑工程 

包括灌溉及田间渠（管）道工程、建筑物工程、交通工程和其他

建筑工程。 

（1）灌溉及田间渠（管）道工程。包括明渠、输配水管道、排

水沟（渠、管）工程、渠（管）道附属小型建筑物(如观测测量设施、

调压减压设施、检修设施)、田间土地平整等。 

（2）建筑物工程。包括水闸、泵工程，田间机井、灌溉塘坝等

工程。 

（3）交通工程。指运行维护道路等。 

（4）其他建筑工程。包括安全监测，劳动安全与工业卫生设施，

水文、泥沙监测设施工程及其他。 

2.机电设备、金属结构及安装工程 

主要包括水闸设备及安装工程，田间首部设备及安装工程、田间

灌水设施及安装工程等。 

水闸设备主要指闸门、启闭机、拦污设备及压力钢管制作等。 

首部设备及安装工程包括过滤、施肥、控制调节、计量设备及安

装工程等。 

田间灌水设施及安装工程包括田间喷灌、微灌等全部灌水设施及

安装工程。 

机电设备、金属结构及安装工程的一级项目应与建筑工程的一级

项目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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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施工临时工程 

导流工程。包括导流渠道、施工围堰、蓄水期下游断流补偿设施、

金属结构设备及安装工程。 

施工交通工程。包括施工现场内外为工程建设服务的临时交通工

程。 

施工房屋建筑工程。指工程建设过程中的临时房屋、仓库等。 

其他临时工程主要包括施工供水、砂石料系统、砼拌和浇注系统、

防汛、防冰、施工排水、通信等 

4.独立费用 

主要有建设管理费、建设监理费、勘测设计费和其他等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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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费用构成 

2.1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费用组成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费用由工程建筑及安装工程费、设备费、独立

费用、预备费等内容组成。 

（1）建筑工程费及安装工程费：由直接费、间接费、利润、材

料补差和税金组成。 

（2）设备费：由设备原价、运杂费、运输保险费、采购及保管

费组成。 

（3）独立费用：由建设管理费、工程监理费、勘测设计费及其

他组成。 

（4）预备费：由基本预备费、价差预备费组成。 

2.2 建筑及安装工程费 

由直接费、间接费、利润、材料补差和税金组成。 

2.2.1 直接费。指建筑安装工程施工过程中直接消耗在工程项目上的

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由基本直接费、其他直接费组成。 

（1）基本直接费：包括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械使用费。 

1）人工费：指直接从事建筑安装工程施工的生产工人开支的各

项费用，内容包括：基本工资（岗位工资、生产工人年应工作天数以

内非昨夜天数的工资）、辅助工资。 

2）材料费：指用于建筑安装工程项目上的消耗性材料、装置性

材料和周转性材料摊销费。 

材料预算价格一般包括材料原价（材料原价指定交货地点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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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运杂费（从指定交货地点到工地分仓库或相当于工地分仓库（材

料堆放场）所发生的全部费用，包括运费、装卸费和其他杂费）、运

输保险费和采购及保管费（材料的采购、供应和保管过程中发生的各

项费用）四项。 

3）施工机械使用费：指消耗在建筑安装工程项目上的机械磨损、

维修和动力燃料费用等。包括折旧费、修理及替换设备费、安装拆卸

费、机上人工费和动力燃料费等。 

（2）其他直接费 

包括冬雨季施工增加费、夜间施工增加费、特殊地区施工增加费、

临时设施费、安全生产措施费和其他。 

1）冬雨季施工增加费：指在冬雨季施工期间为保证工程质量和

安全生产所需增加的费用。包括增加施工工序，增设防雨、保温、排

水等设施增耗的动力、燃料、材料以及因人工、机械效率降低而增加

的费用。  

2）夜间施工增加费：指施工场地和公用施工道路的照明费用（不

包括照明线路工程费用）。 

3）特殊地区施工增加费：指在高海拔和原始森林、沙漠等特殊

地区施工而增加的费用。 

4）临时设施费：施工企业为进行建筑安装工程所必需的担忧未

被划入施工临时工程的临时建筑物、构筑物和各种临时设施的建设、

维修、拆除、摊销等。 

5）安全生产措施费：为保证施工现场安全作业环境及安全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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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施工所需要、在工程设计已考虑的安全支护措施之外发生的安全

生产、文明施工相关费用。 

6）其他：包括施工工具用具使用费、检验试验费、工程定位复

测及施工控制网测设，、工程点交、竣工场地清理、工程项目及设备

仪表移交生产前的维护费，工程验收检测费等。 

2.2.2 间接费。指施工企业为建筑安装工程施工而进行组织与经营管

理所发生的各项费用。它构成产品成本。由规费和企业管理费组成。 

（1）规费 

指政府和有关部门规定必须缴纳的费用。内容包括社会保险费和

住房公积金。 

（2）企业管理费 

指施工企业为组织施工生产经营活动所发生的费用。内容包括：

管理人员工资、差旅交通费、 办公费、固定资产使用费、工具用具

使用费、 职工福利费、劳动保护费、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保

险费、财务费用、税金及其他(技术转让费、企业定额测定费、施工

企业进退场费、施工企业承担的施工辅助工程设计费、投标报价费、

工程图纸资料费及工程摄影费、技术开发费、业务招待费、绿化费、

公证费、法律顾问费、审计费、咨询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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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利润：指按规定应计入建筑安装工程费用中的利润。 

2.2.4 材料补差：根据主要材料消耗量、主要材料预算价格与材料基

价之间的差值，计算的主要材料补差金额。材料基价是指计入基本直

接费的主要材料的限制价格。 

2.2.5 税金：指国家对施工企业承担建筑、安装工程作业收人所征收

的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 

2.3 设备费 

设备费包括设备原价、运杂费、运输保险费和采购及保管费。 

（1）设备原价：以出厂价或设计单位分析论证后的询价为设备

原价 

 1) 国产设备，其原价指出厂价 

2) 进口设备，以到岸价和进口征收的税金、手续费、商检费及

港口费等各项费用之和为原价。 

3）大型机组及其他大型设备分瓣运至工地后的的拼装费用。 

（2）运杂费 

指设备由厂家运至工地安装现场所发生的一切运杂费用。包括运

输费、装卸费、包装绑扎费、大型变压器冲氮费及可能发生的其他杂

费。 

运杂费率表 

类别 适用地区 费率 

 北京 天津 上海 江苏 浙江 江西 安徽 湖北 湖南 河南 广东 山西 山东 河北 

陕西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3-5 

 甘肃 云南 贵州 广西 四川 重庆 福建 海南 宁夏 内蒙古 青海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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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地点距铁路线近者费率取小值，远者取大值。新疆、西藏地

区的设备运杂费率可视具体情况另行确定。 

（3）运输保险费 

指设备在运输过程中的保险费用。按有关规定计算。 

（4）采购及保管费 

指建设单位和施工企业在负责设备的采购、保管过程中发生的各

项费用。按设备原价、运杂费之和的 0.7%计算。 

运杂综合费率=运杂费费率+（1+运杂费费率）×采购及保管费

费率+运输保险费费率 

进口设备的国内段运杂综合费率，按国产设备运杂综合费率乘以

相应国产设备原价占进口设备原价的比例系数进行计算（即按照相应

国产设备价格计算运杂综合费率。  

 

2.4 独立费用 

独立费用由建设管理费、工程监理费、勘测设计费和其他等费用

组成。 

（1）建设管理费 

指建设单位在工程项目筹建和建设期间进行管理工作所需的费

用。 

（2）工程建设监理费 

指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委托监理单位对工程建设的质量、

进度、安全和投资进行监理所发生的全部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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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勘测设计费 

指为工程建设所需的勘测和设计等费用。工程勘测设计费指工程

从项目建议书阶段开始至以后各设计阶段发生的勘测、设计费。不包

括工程建设征地移民设计、环境保护设计、水土保持设计各设计阶段

发生的勘测设计费。 

（3）其他 

1）招标代理服务费  

指招标代理机构接受招标人委托，从事招标文件编制，审查投标

人资格，组织投标人踏勘现场并答疑，组织开标、评标、定标，以及

提供招标前期咨询、协调合同的签订等业务收取的费用。  

2）其他税费  

指按国家规定应缴纳的与工程建设有关的税费。 

2.5 预备费 

基本预备费：主要为解决在工程施工过程中 , 经上级批准的设

计变更和国家政策性变动增加的投资及为解决意外事故而采取的措

施所增加的工程项目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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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编制方法及计算标准 

3.1 基础单价编制 

3.1.1 人工预算单价 

人工预算单价计算标准 

序号 名称 单位 标准 

1 工长 元/工时  

2 高级工 元/工时  

3 中级工 元/工时  

4 初级工 元/工时  

地区分为：一般地区、一类地区、二类地区、三类地区、四类地

区、五类区（西藏二类区）、六类区（西藏三类区）、西藏四类区 

3.1.2 材料预算价格 

（1）主要材料预算价格： 

对于用量多影响工程投资大的主要材料，如钢材、木材、水泥、

粉煤灰、油料、火工产品、电缆及母线等，一般需编制材料预算价格。 

材料预算价格 =(材料原价+运杂费)×(1+采购及保管费率)+运输

保险费 

① 材料原价：按工程所在地区就近大的物资供应公司、材料交

易中心的市场成交价或设计选定的生产厂家的出厂价计算。 

② 运杂费：铁路运输按铁道部现行《铁路货物运价规则》及有

关规定计算其运杂费。公路及水路运输，按工程所在省、自治区、直

辖市交通部门现行规定计算。 

③ 运输保险费：指材料在运输途中发生的保险费，按当地保险



 

 13 

市场的正常费率计算。 

④ 采购及保管费：指材料采购和保管过程中所发生的各项费

用，按材料运到工地仓库价格（不包括运输保险费）作为计算基数。 

序号 材料名称 费率% 

1 水泥、碎(砾)石、砂、块石 3 

2 钢材 2 

3 油料 2 

4 其他材料 2.5 

(税改增乘 1.1 系数) 

（2）其他材料预算价格：可参考工程所在的地方政府主管部门

发布的各种材料预算价格或工地结算价、市场价格、信息价格。 

(3)材料差价 

主要材料预算价格超过规定的材料基价时，应按基价计入工程单

价参与取费，预算价与基价的差值以材料补差形式计算，材料补差列

入单价表中并计取税金。 

主要材料预算价格低于基价时，按预算价计入工程单价。 

计算施工电、风、水价格时，按预算价参与计算。 

主要材料基价表 

序号 材料名称 单位 基价（元） 

1 柴油    t 3500 (2990) 

2 汽油 t 3600 (3075) 

3 钢筋 t 3000 (2560) 

4 水泥 t 300 (255) 

5 炸药 t 6000 (5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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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电、风、水预算价格 

施工用电价格由基本电价、电能损耗摊销费和供电设施维修摊销

费组成，根据施工组织设计确定的供电方式以及不同电源的电量所占

比例，按国家或工程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电网电价和规

定的加价进行计算。 

电价计算公式： 

电网供电价格＝基本电价÷(1-高压输电线路的损耗率)÷(1-35KV 以下变配

电设备及配电线路损耗率)+供电设施维修摊销费 

 

柴油发电机供电价格  柴油发电机组(台)时总费用+水泵组(台)时总费用 

(自设水泵供冷却水)      柴油发电机额定容量之和×K 

÷(1-厂用电率)÷(1-变配电设备及配电线路损耗率)+供电

设施维修摊销费 

 

柴油发电机供电如采用循环冷却水，不用水泵电价计算公式为： 

厂用电率）（
和柴油发电机额定容量之

总费用柴油发电机组（台）时
柴油发电机供电价格 −÷

×
= 1

K
 

供电设施维修摊销费单位循环冷却水费）变配电设施线路损耗率（ ++−÷ 1

 

式中：Ｋ——发电机出力系数，一般取 0.8～0.85；厂用电率取

3％～5％；高压输电线路的损耗率取 3％～5％；变配电设备及配电

线路损耗率取 4％～7％；供电设施维修摊销费取 0.04～0.05 元／(kW

﹒h)，单位循环冷却水费取 0.05～0.07 元／(kW﹒h) 

施工用水价格由基本水价、供水损耗和供水设施维修摊销费组

成，根据施工组织设计所配置的供水系统设备组（台）时总费用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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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时总有效供水量计算。 

水价计算公式： 

供水设施维修摊销费供水损耗率）（
水泵额定容量之和

水泵组（台）时总费用
施工用水价格 +−÷

×
= 1

K

    式中：Ｋ ——能量利用系数，取 0.75～0.85； 

供水损耗率取 6％～10％ 

供水设施维修摊销费取 0.04～0.05 元／m3。 

注：①施工用水为多级提水并中间有分流时，要逐级计算水价。 

②施工用水有循环用水时，水价要根据施工组织设计的供水工艺

流程计算。 

施工用风价格由基本风价、供风损耗和供风设施维修摊销修理费

组成，根据施工组织设计所配置的空气压缩机系统设备组（台）时总

费用和组（台）时总有效供风量计算。 

风价计算公式： 

供风设施维修摊销费供风损耗率）（

分钟和空气压缩机额定容量之

水泵组（台）时总费用总费用空气压缩机组（台）时
施工用风价格

+−÷
××

+
=

1
K60      

空气压缩机系统如采用循环冷却水，不用水泵，则风价计算公式

为 

供风设施维修摊销费单位循环冷却水费供风损耗率）（

分钟和空气压缩机额定容量之

总费用空气压缩机组（台）时
施工用风价格

++−÷
××

=

1
K60  

式中：Ｋ ——能量利用系数，取 0.70～0.85； 

供风损耗率取 6％～10％ 

单位循环冷却水费取 0.007 元/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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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设施维修摊销费取 0.004～0.005 元／m3。 

3.1.4 施工机械使用费 

施工机械使用费应根据《水利工程施工机械台时费定额》及有关

规定计算。对于定额缺项的施工机械，可补充编制台时费定额。 

3.1.5 混凝土材料单价 

应根据设计确定的不同工程部位的混凝土强度等级、级配和齿期

分别计算混凝土的材料单价、记入相应的混凝土工程概算单价内。当

采用商混时，其材料单价应按基价 200 元/ m3计入工程单价参加取费，

预算价格与基价的差额以材料补差形式进行计算，材料补差列入单价

表中并计取税金。 

3.2 工程单价编制 

3.2.1 建筑工程单价 

（1）直接费  

1) 基本直接费 

2) 其他直接费=基本直接费×其他直接费率之和  

（2）间接费 

间接费=直接费×间接费费率 

（3）利润 

利润=(直接费+间接费)×利润率 

（4）材料补差 

材料补差=（材料预算价格-材料基价）×材料消耗量 

（5）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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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金=(直接费+间接费+利润+材料补差)×税率 

（5）建筑工程单价 

建筑工程单价=直接费+间接费+利润+材料补差+税金 

3.2.2 安装工程单价 

由直接费（基本直接费、其他直接费）、间接费（以人工费为基

数计算）、利润、材料补差、未计价装置性材料费、税金组成。 

安装工程单价=直接费+间接费+利润+材料补差+未计价装置性

材料费+税金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中，根据工程具体情况，小型设备及小型金属

结构设备安装费可以按照设备费的 8~10%计算。   

3.2.3 其他直接费：包括冬雨季施工增加费、夜间施工增加费、特殊

地区施工增加费、临时设施费、安全生产措施费和其他。 

（1）冬雨季施工增加费，应按基本直接费的百分率计算，各地

区的费率取值不同。西南、中南、华东地区为 0.5%-1.0%；华北为

1.0%-2%；西北、东北为 2%-4%、西藏自治区为 2.0%-4.0%。 

（2）夜间施工增加费，建筑工程和安装工程分别按基本直接费

的 0.3%和 0.5%计算。 

（3）特殊地区施工增加费，应按工程所在地区规定的标准计算，

地方没有规定的不应计算此项费用。 

（4）临时设施费，灌溉田间工程按基本直接费的 1.5%计取 

（5）安全生产措施费，灌溉田间工程按基本直接费的 1.2%计取 

（6）其他，建筑工程和安装工程分别按基本直接费的 0.5%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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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 

3.2.5 间接费 

间接费费率表 
序号 工程类别 计算基础 费率（%） 

一 建筑工程   

1 土方工程     直接费 3(4) 

2  石方工程 直接费 7(8.5) 

3 模板工程 直接费 5(6) 

4 混凝土浇筑工程 直接费 6(7) 

5 钢筋制安工程 直接费 4(5) 

二 其他工程 直接费 6(7.25) 

 设备安装工程 人工费 70 

3.2.6 利润  

按直接费和间接费之和的 7%计算。 

3.2.7 税金 

税金=（直接费+间接费+利润+材料补差）×计算税率，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按建设项目在市区或县城镇以外的税率

3.28%计算。 

3.3 施工临时工程 

如施工交通工程、施工房屋建筑工程等项有具体设计工程量则按

工程量乘以工程单价进行计算。 

施工临时工程:按主体建筑工程、设备及安装工作量之和的 0.5%

计算。 

如临时工程缺乏相关资料可采用一至四部分之和的 1.5-2%估算

（新建工程取高值，续建和更新改造为主的项目取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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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独立费用 

3.4.1 项目建设管理费：根据一至四部分的 3%计算。 

3.4.2 工程建设监理费：参照国家发改委[2007]670 号文计算。 

3.4.3 勘测设计费：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阶段的勘测设计费及报

告编制费，参照国家发改委[2006]1352 号文和国家计委的[1999]1283

号文计算。初步设计、招标设计及施工图设计阶段的勘测设计费参照

国家发计委、建设部[2002]10 号文计算。 

3.4.4 其他 

（1）招标代理服务费：根据国家计委关于印发《招标代理服务

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计价格【2002】1980 号）计算。 

（2）其他税费：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计取。 

3.5 预备费、静态总投资、总投资 

3.5.1 预备费 

（1） 基本预备费 

初步设计阶段为 3.0%。 

3.5.2 静态总投资 

工程一至五部分投资与基本预备费之和构成静态总投资。 

3.5.3 总投资 

因不计算价差预备费静态投资即总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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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投资估算 

投资估算是可行性研究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为选定近期

开发项目做出科学决策和批准进行初步设计的重要依据。小型农田水

利工程可行性研究投资估算与初步设计概算在组成内容、项目划分和

费用构成上基本相同，但两者设计深度不同。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投资估算主要项目编制方法与初步设计编制

相同，一般均采用概算定额，但考虑投资估算工作深度和精度，应乘

以 10%扩大系数。基本预备费率取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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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投资概（估）算汇总表 

     单位：万元 

编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建筑 

工程费 

安装 

工程费 

设备 

购置费 

独立 

费用 

各项费用

占总投资

比例（%） 

一 建筑工程           

1 渠道工程           

2 渠道建筑物工程           

3 水源工程           

4 管道、管路等地下工程           

5 小型泵站工程           

二 金属结构设备及安装工程           

三 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           

1 小型泵站工程           

2 节水设备及控制系统           

四 施工临时工程           

五 独立费用           

1 建设管理费           

2 工程监理费           

3 勘测设计费           

4 其他           

  以上项目投资合计           

  预备费           

  基本预备费           

  投资合计           

  水保及环保投资           

  工程总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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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小型农田水利项目建设任务、投资指标表 
项目名称：   项目所在地： 

指标类别 单位 
数

量 
单项费用 

(万元) 
备注 

一、

项目

建设

任务 

1、
项

目

建

设

内

容 

(1)渠(沟)开挖疏浚 公里   条数、流量 

(2)渠道衬砌防渗 公里   条数、流量 

(3)农桥、涵洞 座(处)   农桥、涵洞数 

(4)水闸 座    

(5)隧洞 处   长度 

(6)渡槽 座   长度 

(7)倒虹吸管 处   长度 

(8)输水管道、暗渠 公里    

(9)水源工程 座(处)   蓄水能力 

(10)小型泵站 座   装机台数和容量 

(13)节水设备及控制系统 处   设备台套数 

(14)施工临时工程 万元    

(15)环保水保工程及其他工程 万元    

2、
主

要

工

程

量 

(1)土方开挖回填量 万 m3   

(2)石方开挖砌筑量 万 m3   

(3)混凝土浇筑量 万 m3   

(4)钢筋量 t   

(5)土工膜布铺设量 万 m2   

二、

项目

费用

构成

及资

金来

源 

1、项目总费用(总投资) 万元   

2、费
用构

成 

(1)建筑及安装工程费 万元  等于各单项建设内容费用之和 

(2)设备费 万元  等于各单项建设内容费用之和 

(2)勘测设计费 万元   

(3)建设管理费 万元   

(4)监理费 万元   

(5)基本预备费 万元   

3、资
金来

源 

(1)中央财政资金 万元   

(2)地方财政资金 万元  省、地、县各级财政资金数 

(3)地方水利资金 万元  各级水利及灌区管理单位资金数 

(4)其他资金 万元  受益乡镇、农村集体等筹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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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关于印发 2009 年中央财政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补助专项资金项目

立项指南和下达资金控制指标的通知 

财办农[2009]37 号（部分内容） 

 

2009 年中央财政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补助专项资金项目立项指南 

 财政部、水利部以财办农[2009]37 号文联合印发 

 

2009 年中央财政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补助专项资金项目包括

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和小型农田水利专项工程建设两部分内容。

项目立项要求如下： 

四、资金补助与整合 

（一）补助标准 

2009 年，中央财政对每个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平均补助 800 万

元，具体补助规模由各省（区、市）财政、水利部门根据各重点县实

际情况确定。 

中央财政对各省（区、市）小型农田水利专项工程项目的补助比

例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 50%，具体项目的补助标准由各省（区、市）

财政、水利部门自行确定。 

中央财政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部直属垦区小型农田水利专

项工程项目实行定额补助。 

（二）使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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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政小型农田水利建设补助专项资金使用范围包括：项目建

设材料费、设备费、施工机械作业费、项目管理费等费用。其中，从

中央财政小型农田水利建设补助专项资金中提取的项目管理费，可用

于中央补助项目的论证审查、规划编制、工程设计、技术咨询等管理

支出，但不得用于人员补贴、购置交通工具等。 

地方可从中央财政小型农田水利建设补助专项资金中一次性提

取不超过 0.7%用于项目管理费，但不得各级重复提取。项目管理费

不足部分，由地方解决。 

（三）资金整合 

省级财政要努力增加投入，积极支持重点县建设，以小型农田水

利建设补助专项资金为平台，重点在省、县两级积极整合相关资金，

并引导农民群众投工投劳和吸引社会资金投入。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部直属垦区要根据各团、场的实际情况，

将其他农田水利建设资金与中央财政小型农田水利建设补助专项资

金整合起来，发挥资金集中优势，整体推进农田水利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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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概预算是指在工程建设过程中，根据不同设计阶段的设计文件的具体内容和有关定

额、指标及取费标准，预先计算和确定建设项目的全部工程费用的技术经济文件。 

(1)国家确定和控制基本建设总投资的依据; 

(2)确定工程投资的最高限额; 

(3)工程承包、招标的依据; 

(4)核定贷款额度的依据; 

(5)考核分析设计方案经济合理性的依据; 

 造价指制造东西或建筑物等所需的费用。1.建设工程投资费用管理 2.建设工程价格管理 

1.项目决策的依据; 

2.制定投资计划和控制投资的依据; 

3.筹集建设资金的依据; 

4.评价投资效果的依据; 

5.利益合理分配和调节产业结构的手段; 

 

http://baike.so.com/doc/1139883-12059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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