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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投资概 �估 �算若干问题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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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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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科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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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开发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投资概 �估�算的各种标准随着形势的变化在不 断更新
�

对运用这些标准

计算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监理费
、

水土流失监侧费和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的结果进行了对 比和分析
。

结果

认为
,

要合理编制这些费用
,

必须正确采用适当的文件
、

编规
,

而且还应根据不同项 目的实际情况进行具体

的分析和核算
。

关 � 询 � 开发建设项 目� 水土保持概�估�算 , 监理费 , 监测费 , 补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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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编制投资概 (估)算是开发建设项 目水土保 把握不准确和不全面
,

对新的编制标准理解不够透

持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

是项 目前期决策
,

中期施工
,

彻
,

导致在编制过程中
,

经常会出现一些漏洞和偏差
,

后期评价的重要内容和基础
。

开发建设项 目水土保 影响整个方案报告质量
,

甚至影响到主体工程的投

持工程投资由工程措施
、

植物措施
、

临时工程
、

独立费 资
。

董强 〔’〕( 2 0 01 )
、

曾大林[z] (200 1) 等曾对开发建设

用
、

基本预备费
、

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等 6 部分组 项 目水土保持工程概 (估)算编制进行 了一些有愈义

成
。

水土保持投资估算编制的依据包括国家标准
、

行 的探索, 101
。

本文力图对 不同层 次和不 同行业水土

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等
,

内容包括工程措施投资
、

植物 保持投资概(估)算标准进行探讨
,

并重点分析水土保

措施投资
、

临时措施投资
、

独立费用 和水土保持补偿 持工程建设监理费
、

水土流失监测费和水土保持设施

费等
。

补偿费的编制
,

对于适应新形势要求
,

完善水土保持

我国实施开发建设水土保持方案 10
a
多来

,

经 方案编制
,

确保开发建设项 目顺利立项
,

管理好投资
,

济发展迅速
,

对水土保持工程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

从 确保水土流失治理投资落到实处并发挥最大效益具

以前简单的保持水土转变为 目前 的景观和环境优先
,

有重要的意义
,

对于主体工程的顺利实施具有十分重

在理念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

水土保持投资概 (估 ) 要的促进作用
。

算编制依据的相关文件 和规定随着这种理念的转变
J ._ :

~ 一一一~
、

,
~ ~ .

耘薪泵主葆弄王短萎录的奚裔孟采云函董薪;
一

藕
, 水上保待工程建设监理赞

一部分水土保持投资估算编制人员 由于对这种变化 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监理在水土保持工程施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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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地位
,

落实充足的监理费

用直接决定着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监理工作的成败和

水土保持措施实施的数量和质量
。

按 照
“

67 号文
”

附

录 1 中《关于发布(工程建设 监理费有关规定 》的通

知》(国家物价局
、

建设部[1992〕价费字 47 9 号)( 以下

简称
“

47
9 号文

”
) 规定的收费标准来计取水土保持监

理费
,

难以满足实际监理工作的需要
。

为此
,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

建设部办公厅联

合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建设工程监理与咨询服务收

费标准的工作方案的通知))( 发改办价格 [2005〕632

号)规定
:
建设工程监理与咨询服务收费以工程概算

投资额或建安工程费为基础(由部门或行业组织根据

本专业工程特点确定计费基础 )
,

主要采用按投资额

或建安工程费分档计费方式并辅以人工单价取费方

式
。

以工程概算投资额或建安工程费为基础
,

采用按

投资额或建安工程费分档计费方式时对不同专业
、

不

同类型的工程
,

通过专业调整系数和工程复杂程度系

数进行调整
。

在此基础上
,

为了规范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

收费行为
,

促进我国工程监理行业 的健康发展
,

国家

发展改革委员会与建设部组织有关部门和行业组织

制定并发布了《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费管理规

定})( 发改委 建设部 发改价格[2007〕670 号)( 以下简

称
“

67
0 号文

”

)

,

新的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费标准

已于 200 7年 5 月 l 日开始施 行
。

按照
“
6 7 0 号文

” ,

水土保持监理费按照建设项 目工程概算投资额分档

定额计费方法收费
,

其计算公式为
:
施工监理服务收

费基价(水土保持建筑安装工程费) X 专业调整系数

(0
.
9) X 工程复杂程度调整系数(0

.
85 )X 附加调整系

数 x (l + 浮动幅度值)
。

“

67
0 号文

”

对 于水土保持工程投资较大的项 目

来说是比较有利的
,

由于收费基价高
,

自然监理费也

就高了
,

这里也不存在什么问题
,

但是如果遇到诸如

厂区建设和扩建工程 以及技术改造等投资额度较小

的项 目
,

则由于收费基价低
,

计算出来的监理费 自然

偏低不能满足监理工作的实际需求
,

那么此 时对于
“

67
0 号文

”

最好参照执行
,

必须针对实际情况进行必

要的调整
,

费用不够应该核增
,

以满足实际监理需要
。

在实际编制过程中
,

针对具体情况
,

也可采用
“

人
·

年
”
的计算方法

,

分别估计在施工准备期和施工建

设期所需的监理人员层次及数t
,

按监理员年费用 6

~ 8 万元
,

监理工程师年费用 8 , 功 万元
,

高级工程

师年费用 10 ~ 12 万元计列
。

也可依据《水土保持方

案编制技术要点))( 河北省水土保持工作总站
,

冀水保

站〔Zoo5JZ号
,

2 0 0 5 年 6 月 2 日)
,

按照水土保持工程

总投资的 2
.
5 % 计取

,

再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

以满足

实际监理工作的需要
。

例如
,

某生物质能发电厂工程 (2 x lZ M W )
,

工

程总占地 18
.
46 h m Z

,

计划投资总额 24 698 万元
,

其

中土建投资 2 470 万元
。

新 增水土保持措施投资

20 0
.
7万元

,

其中工程措施投资为 44
.
30 万元

,

植物

措施投资为 24
.
00 万元

,

临时工程投资为 33
.
39 万

元
。

工程总工期 21 个月
。

该项 目属于投资额度较大

的简单工程
。

采用
“
4 79 号文

” ,

按所监理工程概 (预 )

算的百分比计算
,

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监理费为 5
.
4 万

元
,

即使按照参与监理工作的年度平均人数计算也只

有 10 万元
,

仍然偏小 ;采用
“
6 70 号文

” ,

则 为 46 万

元
,

偏高
。

根据已批准的该项 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

书
,

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监理费为 20 万元
。

2 水土保持监测费

水土保持监测是水土方案编制十分重要 的内容

之一
,

监测数据是水土保持工程实施效果和效益的唯

一说明手段
,

也是措施需要变更 的重要证据
。

根据

《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 网络管理办 法))( 水利 部第

12 号令)和((水土保持监测技 术规范》(S L 2 77
一

20 02
)

要求
,

监测费包括人工费和基础设施费
、

设备费
、

折旧

费等
。

其中
,

基础设施费
、

设备费
、

折旧费由具体设备

数量和单价来确定
,

而人工费在实际计算过程中存在

分歧较多
。

,’6 7 号文
”

中
,

规定建设期监测费 的人 工费计算

标准为
:
按照水土保持投资中的第一至三部分 (即工

程措施
、

植物措施
、

临时工程 )之和的 1% 一 1
.
5 % 计

列
,

不包括主体工程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项 目的水土

流失监测费用
。

运行期监测费参照施工期单独计列
,

监测的土建费用和设备费另计
。

《水土保持方案大纲技术审查要点))( 水利部水土

保持监测 中心 [20 02〕n s 号 文件印发 )( 以下 简称

,’l 18 号文
”
) 指出

:
监测费按水土保持工程 (含主体工

程 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在内的全部水保工程措施
、

植

物措施 和临时工程 )总投资的 1
.
5 % 计人工费

,

但 土

建和设备费用另计
。

《关于开发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咨询服务费用计列

的指导 意见》(保监「2005〕22 号 )( 以下 简称
“

22 号

文 ,’) 对监测费也有明确计算标准
,

按照主体工程土建

投资分档计费
。

比较 以上标准
,

可以看出三种文件的计算依据和

方法不十分一致
,

在实际运用过程 中
,

计算结果差异

较大
。

对于大多数工程而言
,

按
“

67 号文
”

和
“
1
18 号

文
”

计算得出的监测费用往往 过低
,

而对 于水土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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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 比较简单
,

但项 目主体工程土建投资比较高的项

目
,

按照
“

22 号文
”

计算的监侧费用又 十分高
,

使概

(估)算的准确性受到了一定影响
。

概(估)算编制过程中
,

可以结合二者综合考虑
。

也可以按具体人数
,

按人员费用平均按
n 万元/( 人

·

年)计算来确定
,

再针对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调整
,

以

满足实际监测工作的濡要
。

仍然 以以上项 目为例
,

根据
“

67 号文
” , “

n s 号

文
” , “

22 号文
”

分别计算的水土保持监测费为 15
,

22

,

30 万元
,

可见差异很大
,

已批准的该项 目水土保持方

案报告书
,

水土保持监测费为 24 万元
。

3 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

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属行政性收费项 目
,

按地方

水行政主管部门与物价部门核准的收费标准
,

按占压

损坏水土保持设施的类型分类计算其水土保持设施

补偿费
。

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不参与其它取费
,

单独

计列
。

有些方案编制单位对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的问

题不够重视或持有异议
,

认为计列了防治费
,

为何还

列补偿费
,

对二者概念在理解上不十分清楚
,

往往对

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计算时存在随意性
,

有的甚至没

有计算这部分费用
。

实际上
,

补偿费与防治费是两项

完全不同的费用
,

补偿费属于行政性 收费
,

是对占压

损坏水土保持设施的补偿
,

它可以不用于该工程造成

水土流失的治理
,

而水土流失防治费就是对于该工程

造成直接
、

间接水土流失的治理费
。

在水土保持投资

概(估)算编制过程中
,

两者均纳人工程总投资
,

这主

要就是为了保证补偿费的来源〔川
。

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收费标准考虑到项 目区域

之间社会经济和土地利用类型的差异
,

应体现原则性

与灵活性的统一〔”〕
.
当损坏的水土保持设施在一个

县 (市
、

区)内时
,

按该县 (市
、

区 )的补偿费标准执行;

跨县 (市
、

区)但在一个地区(市
、

州 )范围内时
,

按该地

区 (市
、

州)的标准执行;跨地区 (市
、

州 )但在一个省

(自治区
、

直辖市)内时
,

按省(自治区
、

直辖市)的标准

执行
;
跨省(自治区

、

直辖市)时
,

应划清范围
,

分别按

各省(自治区
、

直辖市)的标准执行
。

例如
,

某石油管线建设项 目
,

穿越安徽
、

江苏
、

江

西
、

湖北 4 省
,

破坏水土保持设施情况如表 1所示
。

衰 1 破坏水土保持设施情况 hm Z

省区

安徽

江西

湖北

江苏

耕地

10
.
44

6
.
73

5
.
22

水域 道路 草地 小计

:

00了工夕目空�

1 2

.
4 5

O
.

1

.

7
.

8

.

:

空d
�.1

d.且

6

.

9 8

2 0

.

6 0

6 5

2 4

林地

2
.
25

3
.
74

7
.
85

10
.
33

4
.

3
.

32

26 27

46

89

55

表 2 中
,

除江苏省外
,

其它 3 省均未按水土保持

措施类型进行计费
,

而是统一标准
,

针对以上具体工

程
,

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计算过程如下
:

安徽省
:20
.
75X 5000 = 10

.
375 万元

江西省
:32
.
98 X 10000= 32

.
89 万元

湖北省
:27
.
5 5 X 1500 0 = 4 1

.
325 万元

江苏省
:(20

.
6+ 1 1

.
6) X 10 000 + 10

.
33 X 1000 0

+ 3
.
72 X 150 00 = 4 8

.
11万元

衰2 水土保持设施补倦费征收标准一览衰

收 费 地 区及 项 目 收费标准/( 元
·

h m

一 2
)

安徽省

江西省

湖北省

梯田

林地

草地

其它

5 000

10 000

15 000

25 000

10 000

15 000

10 000

该项工程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总计
:
10
.
37 5 +

32
.
89+ 41

.
325十48

.
11= 132

.
7 万元

可见
,

不同地方的补偿费标准不同
,

工程占地面

积相近的项 目需交纳的补偿费相差很大
。

4 结 论

开发建设项 目的水土保持投资概(估)算的编制

是开发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方案的关键部分
。

不断完

善
、

出台的新编规及新定额使开发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

工程投资编制进一步明确
、

细化和有规 可依
,

同时也

体现出开发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工程投资编制 自身随

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不断改进
、

完善的特点
。

开发

建设项 目随着行业
、

地域
、

时段
、

规模的不同而存在着

不同的类型
,

在投资概(估)算的编制过程中应正确采

用适当的文件
、

编规
,

尤其需要根据项 目实际情况进

行核算和调整
。

( 下转第 21 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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