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铁路工程清理概算及变更思路 

一、清理概算的要点分析 

（一）目的和作用：针对铁路建设特点为规范和加强铁

路工程项目概算管理，真实地反映铁路概算变化情况，依法

合规确定项目总概算，并非是追加投资。 

（二）主要内容：依据合同、协议，对变更设计、、征地

拆迁、第十一章费用等直接与工程有关的项目费用清理。 

（三）主要原因（复杂性） 

1.建设周期长：一般项目的建设工期多在 3 年及以上，

因此要区别不同影响因素在不同时间点对工程造价的影响。 

2.涉及面广：包括国家、政府部门、行业政策，地方规

划与诉求，相关单位的要求，企业和百姓利益的方面。 

3.投资规模大：一般项目的投资均有几十亿、上百亿甚

至上千亿，个别项目超过 2 千个亿。 

4.工程线型分布：项目的平均宽度仅几十米，但线路长

度较长，大多在几百公里、上千公里。 

（四）基本要求 

1.严肃性：涉及投资人、建设管理、施工企业等受工程

影响参建各方的切身利益，只有根据合同约定、依法合规、

有理有据、落实责任，才能得到主管部门的批复。并经得住

审计的检验、历史的考验。 

2.可靠性：应充分与建设单位进行沟通，才能在上报时



不漏项、审查时不被剔除、批复后能计价。为此只有做到事

实清楚、实事求是、准确计算、说明清晰、主次分明，获得

审查人员的认可，才能通过审查。 

3.必要性：部分项目建设资金难以保证工程进度，需要

大量挤占企业自有资金，不仅损害了施工企业的切身利益而

且与国家对建设项目的基本要求不相符，对项目最终投资规

模进行清理是必要的。 

（五）铁总工作安排 

铁总一般在每年的 3 月初召开清理概算工作安排会，对

当年需要清理概算的项目进行统一安排与部署，未列入的项

目还可向铁总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得到认可后，组织有资质

的设计单位或施工图设计单位编制清理概算文件，经建设单

位初审后上报主管部门审查批准或核备。 

（六）主要原则 

严格按原铁道部《关于依法合规做好建设项目清概工作

的通知》（鉴综电（2009 ）401 号）执行。 

1.投资检算编制原则。施工图设计必须严格执行初设批

复意见。未经批准，任何单位不能擅自改变建设规模、主要

技术标准、重大技术方案和重大工程措施,不能超过初设批复

规模组织建设。当以上四方面不同于初设批复意见时，应按

规定编制变更设计文件上报批复，另外还有设计范围、设计

方案及建设工期等方面的变化也应按照上述原则办理，不应



直接纳入施工图投资检算。 

2.变更设计编制原则。变更设计（主要是Ⅰ类和ⅡA 类）

原则上要求先批准后执行。因此清理概算时，变更设计应该

全部完成，个别没有完成的，必须在清理文件汇总前完成。

所有变更设计应该分类汇总，并注明批复文号、时间，必要

时注明投资来源。 

3.征地、拆迁费用的清理原则。征地拆迁费用涉及众多

百姓的切身利益，同时也涉及部分企业、事业单位的集体利

益，影响拆迁价格的因素十分复杂，因此费用确定的难度也

非常大。征地、拆迁经梳理按以下几种实施情况分别说明： 

①地方负责。建设单位应严格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及省

与铁总纪要的精神，对所发生的工程量及费用委托有资质的

单位进行评估确认，对增加原因进行详细说明并分类上报。 

②建设单位负责。应依据设计数量按建设单位签订的相

关合同或协议清理，并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评估确认，对工

程量及费用增减变化原因进行分析说明。 

③委托施工企业代办。比照建设单位负责办理，但必须

以建设单位的名义签订协议。 

④施工企业承包。主要是三电及管线路迁改，严格按照

合同约定办理。 

4.政策性费用的清理原则。政策性费用调整的计算基础

资料是施工图投资检算和Ⅰ类、ⅡA 类变更设计的批复。包



括物质设备差价、火车运价差、第十一章其他费用（如铁建

设（2010 ）151 号文“...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费等十二项费

用”、财政部财建{2016}504 号文“建设项目管理费”）等，

逐条按合同、协议、付款凭证及相关规定清理计算，重点是

对建设单位掌握使用的其他费用，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

清理。 

（七）费用变化的影响因素 

基于铁路工程在建设项目的建设特点，在初设批复之后

到项目竣工决算前，施工图较初设批复意见会发生一定的改

变，实际施工条件较施工合同条件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因此

通用合同条款就约定了允许对合同总额进行调整。一般包括：

（1）国家政策性因素引起的费用变化；（2）物价浮动因素引

起的费用变化；（3）不可抗力等自然灾害引起的费用变化；

（4）变更设计所引起的费用变化；（5）新增工程、提前工期

增加的实物工程量、验收增加工程、铁路局及地方诉求等引

起的费用变化。 

（八）费用调整的主要依据 

参照有关项目情况，铁总基本认可的费用调整化依据有：

（1）执行国家强制性规范，环水保、消防、防灾减灾等；（2）

国家和地方征地、拆迁补偿政策；（3）物价上涨超过正常幅

度；（4）银行利息变化引起引起财务费用调整；（5）建设规

模、主要技术标准调整：包括建设标准的提高、新规范的执



行、路网规划的调整、装备水平的变化等方面；（6）工程实

施中重大技术方案和重大工程措施调整。 

（九）超过投资限额如何办理 

根据发改投资﹝2009 ﹞1550 号文规定：国家发改委可

研批复投资总额×100% 为投资限额（最大允许值），超过投

资限额时，需上报发改委申请调整概算。施工过程中，经过

投资梳理发现超过投资限额时，则应编制投资梳理文件，上

报主管部门核实后，再上报国家发改委申请调整概算。关于

调整概算的申请，原则上由国家发改委先商请审计机关进行

审计，待审计结束后，再视具体情况，或直接核定，或组织

专家评审后核定批准。对于因过失造成超批复投资的，根据

违约责任要扣减一定的费用，对于项目管理问题造成超批复

投资的，将给予通报批评。 

（十）清理概算时的注意事项 

1.基础资料：工程定额消耗量中材料规格与实际施工使

用不符时，只能根据定额消耗量中材料规格进行调整，因为

定额与实际工程情况不同，如果是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

新材料、新标准所引起的，可以申请调整相应费用，有关工

程定额的问题详见“定额模型解析与应用”。 

对于费用标准，编制办法有明确规定的，通常按规定执

行；无明确规定的可以参照地方或其它行业的规定执行；若

仍无可参照的规定时，则可进行现场测定分析，具体详见“工



程造价确定与调整”和“4.1.5已批复过的实例”。 

2.迁改：包括各类管、线、路工程：管路包括谁、气、

油等，重大工点和重大迁改方案变化的，可以按照工点申报

调整：线路包括电力、通信、电视、广播等线路，一般对于

军缆、超高压线路，迁改方案变化的，可以按工点申报调整：

路包括人行通道、水流通道等，分主体工程、用地界内附属

工程、用地界外附属工程。主体工程和用地界内附属工程方

案变化大的可以申报调整：用地界外附属工程，当有地方要

求意见时，可以按照非包干的新增工程办理 

3.路基工程：取弃土场位置的变化，只有在环水保、工

期等方面变化的情况下，对重点土石方工程可申报ⅡA 类变

更设计。基底处理、一般地质条件变化，很难调整费用、在

工期调整的情况下，可按改变处理方案的ⅡA 类变更设计申

报。岩溶处理，一般按包干合同（建议采用单价包干合同）

处理，合同未包干时，可按深灌结合、旁站监理的要求，完

善相应的基础资料申报变更设计。 

4.桥涵工程：影响桥涵工程的因素比较多。如主题工程，

原则上按照地方同意的初设批复意见进行施工图设计，但孔

跨和孔径，地方同意的意见有时也会发生变化，因此产生的

变更设计是比较多的。附属工程，包括堤岸加固、顺沟、顺

路、改沟、改路、通航设施等工程，有地方要求变更原设计

方案的，可以申报ⅡA 类变更设计。 



可能调整的有：规范、规定的变化，如桥面防水，桥面

系标准变化，声测管数量变化等；地方要求的孔径、孔跨、

用地界外附属工程的重大变化和新增工程。调整困难的有：

基础施工方案变化、模板摊销等。 

5.隧道工程：由于隧道工程处于地下，在实施之前完全

了解地质条件存在困难，因此在实施阶段应加强地质预报，

对特长和高风险隧道建议争取动态设计。对“33 定额”明示

的“定额未考虑的影响（因素）或工法”，虽然有关单位做了

大量的测定课题研究，但在执行“113 号文”时区别对待，

仅部分成果和部分在建项目允许应用。洞外的仰坡、路堑、

弃渣场处理等附属工程，变更设计和费用调整需要有充分的

理由。 

可能调整的有：地表塌陷、涌水抽排、突泥突水等地质

灾害，围岩类别连续变化等符合变更设计条件的。 

不能调整的有：隧道塌方。 

6.房屋:通常情况下，站房指标在 5000 ～20000 元/㎡之

间，其余房屋指标一般在 2000 元/㎡左右，但在实际施工过

程中还是超出概算许多？这里面最主要的原因是建设过程

中的装修标准过高、赶工、干扰等因素引起的。特别是站房，

在前段时期往往非常滞后：还有一个原因是有关部门没有严

格执行批复意见，随意调整建筑面积、结构和功能。 

确实由于方案不稳、钻探滞后、深度不到、定额不全等



原因，造成投资变化幅度很大时，可申请调整相关费用。 

“新造价标准”明确站房工程可采用地方办法编制。 

7.大临及过渡:大临工程费属于包干性质，一般在按照合

同约定处理，很难调整。 

“113 号文”将临时租地费包括在内，但此项费用差异

较大，需要密切关注，特别是建设单位支持。 

“新造价标准”将大临站场的租地费用移入第一章用地

费项下。 

变化较大的过渡工程，可由有资质单位设计实施性施工

过渡方案，经运营部门审批后，申报相关过渡费用。 

二、定额模型解析与应用 

《铁路工程预算定额》自“1633 定额”之后，“95 定额”

（93～96 年间），市场经济模式，取消了以量补价： 

第一次“05 定额”（04～06 年间），市场经济模式，取

消了以量补价，少量在建项目执行； 

第二次“223 定额”（2010 年），2011 年 1 月 1 日起执

行，绝大部分在建项目执行； 

第三次是国家铁路局铁科法〔2017 〕33 号文（简称“33

定额”），主要对“233 定额”和《高速路补充定额》进行了

合并、补充、完善和修订，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同

时应按《关于执行新颁铁路工程造价标准的指导意见》（铁总

〔2017 〕171 号，简称“171 号文”）执行。 



（一）定额消耗量分析 

随着铁路项目在建设过程中的机械化、工厂化、专业化、

信息化不断提高，铁路工程定额中的人工消耗量极大的减少。 

使用“223 定额”对专业性强（如轨道工程）、工点分散

（如红外线域温检测 16 ㎡房屋）、施工干扰严重的工程（如

临近既有线施工），完全按测定的理论消耗量分析是不全面

的。如改建或增建第二线项目，既有线每天的封锁作业时间

一般为2 小时左右，可用的往往不足 1 小时，而在这一天里

基本只能做这一件事，另外还需要考虑施工队伍（人材机、

设备等）的往返调遣及等待时间，应为封锁线路的时间还存

在许多不确定性。 

使用“33 定额”的项目，通过行车干扰、营业线封锁（天

窗）施工增加费和营业线施工配合费的调整，能解决一些费

用不足的问题。 

（二）施工用周转性材料的摊销 

（1）施工用钢模板的摊销次数 

名称 

95（05）定额 223 定额 33 定额 

现浇 预制 现浇 预制 现浇 预制 

组合钢模板（通用工程）

（＞3km 隧道/预制圆

管） 

50 100 50 100 50 100 

75/ /150 75/ /150 75/ /100 

定额钢模板（桥墩/梁板） 50/100 /120 40/60 /80 30/20 /75 



基） 

80  80  60  

定额中的刚模板是根据摊销次数折算成摊销量进行处

理的，正常情况下问题不大，但是要达到定额要求的摊销次

数，往往需要在多个建设项目上调遣，对于调遣过程中发生

的费用，定额并未全部考虑，因为定额仅对被摊销的模板用

量计算了调遣费用。 

虽然桥梁用定型钢模板的摊销次数（现浇桥墩 80→40

→30 次，现浇箱梁 100 →60→20 次）在逐步下调，但也难

以达到定额规定的摊销次数，一是由于工期往往过紧，能调

往其他项目使用的极少：二是有些设计单位，将同一座桥的

桥墩设计多种坡比，也造成了模板的浪费。 

2）施工用金属构件等是按按拆一次损耗率及年使用

率计列的，因此也存在与钢模板类似的问题。 

名称 

按拆一次损

耗率（% ） 

年使用率（% ） 

05 定额 33 定额 

军用梁、钢拱架/万能杆件  10 16 

钢板桩/导梁及连接杆件  10 16 

钢轨/道岔  5 10 

钢管/铸铁管、油浸电杆 -- -- 16 

钢筋混凝土电杆/木质构件 -- -- -- 

注：223 定额（=05 定额）中钢板桩分“打入覆盖层襟边以上”两种情况，其安拆一次



7% 、5% 。 

233 定额”应遵循的通则 

1.优先采用机械施工。如：清淤、回填、挖沟、基础开挖

等原则上不再采用人力施工。 

2.路基支挡结构、CFG 桩、桥涵等工程可采用混凝土集

中拌合站拌制，混凝土运输、泵送定额，其余工程（路基附

属、一般房屋、站场等）应采用分散拌制，且不另计混凝土

运输费用。 

3.预应力锚索钻孔土石分类：泥质岩类、煤系地层、凝

灰岩、云母片岩、千枚岩等成岩作用差的岩石，以及岩体极

易破碎、节理很发育或强风化岩石按钻土计算。 

4.小型构件（桥梁滤板、防护栅栏、电缆槽盖板）应优

先按集中预制考虑。 

①有可用的制（存）架场时，应充分利用已有架场场地

及设施不增加大临费用，计列小型构件运输费。 

②桥隧集中地段，无可用的制(存)架场时，可设置小型构

件预制厂，计列大临和小型构件运输费。 

③上述条件均不满足的其余地段，小型构件按工厂化管

理，计列小型构件运输费。 

（四）新颁“33 定额”的主要特点 

1.专业定额共性规定 

（1）预应力钢筋（钢丝、钢绞线）工程数量:与“233 定



不同的是，“33 定额”中已计入 4% 的损耗率（不含工作

长度），若设计数量未含工作长度，则损耗率可改为 9% 。 

2）工地小搬运范围:按工厂化施工编制的定额子目为

临时场站内除另有说明者外，其余定额子目为 50m 以内。

工地小搬运以外的运输费，一是按价外运杂费计列;二是采用

场外运输定额计列。 

（3）增加工厂化生产和场外运输子目:“233 定额”仅

预制梁、轨道板、双块式轨枕按工厂化生产考虑，“33 定额”

中增加了现浇混凝土、小型混凝土构件预制、现浇结构用成

型钢筋（钢筋笼）、集中制备的填料等按工厂化生产。当采用

工厂化生产时，自大临场站至各工点的运输一般均套用相关

场外运输定额另计。单独设置的钢筋加工场虽不属大临，但

成型钢筋的运输可根据钢筋加工场的分布情况确定平均运

距，套用场外运输定额另计。 

（4）商品混凝土:当根据规定采用商品混凝土时，混凝

土按当地含运输费用的市场价格计算。不再计算混凝土拌制

与运输的费用。 

2.专业定额个性规定 

（1）路基工程：控制爆破定额适用于既有线施工需控制

爆破的石方工程。若爆破点周围 200m 以内有房屋等建筑物

时，可用 C 类控制爆破子目。“233 定额”仅适用于既有电

气化铁路。 



2）桥梁工程：增加冲击钻钻孔子目。 

（3）隧道工程 

①有 3 个主要方面的变化：一是调整了正洞断面划分挡

距；二是取消了“233 定额”中部分子目与全隧长关联的概

念，调整为按独立施工工区模式编制各项与隧道长度相关子

目；三是调整了模筑混凝土工程量计算规则，定额中不再包

含设计允许超挖、预留变形量回填因素，改为由设计者按规

定计入工程数量。 

②临时支护中的钢结构摊销，与喷射混凝土组合时按一

次摊销，独立使用时按二次摊销，并均扣除 20% 的残值。 

③开了 3 个大口：明确按合理工期均衡组织施工编制，

并未考虑高压富水、岩溶、高地温、高地应力（岩爆、软岩

大变形）、瓦斯等特殊地质条件的影响因素：亦未考虑全断面

预注浆、帷幕注浆、涌水抽排、多层支护等相关措施方法对

后续工序产生的影响；钻爆施工开挖工法：Ⅱ、Ⅲ级围岩按

全断面法，Ⅳ、Ⅴ级围岩按两台阶法考虑。 

当实际施工时遇到上述未考虑的影响（因素）或断面过

大（如车站隧道）开挖工法不一致时允许调整。 

4）轨道工程 

 ①钢轨铺设子目仅适用于 20‰以下坡度地段和 1km

以下隧道内。若用于 20‰以上的坡度地段，定额人工和机

械消耗量乘以 1.5的系数；若用于 1km 以上隧道内，定额人



1.25的系数，两者同时存在时乘以1.75

的系数。 

②轨料运输子目仅适用于坡度≤12‰地段（单机牵引）。

根据施工组织设计确定的铺轨方向，至该区段终点范围内，

自出现坡度＞12‰的区间起（后方站，下同），按双机牵引

考虑：自出现坡度＞20‰后的区间起，按三机牵引考虑。但

应考虑出力系数《轨道定额 P13 表 1》。 

 

《铁路基本建设工程设计概算编制办法》自铁建管

【1998 】115 号文（与“95 定额”配套，计划经济模式）

之后。 

铁建【2003 】42 号文，主要调整的费用标准有：现场

管理费、企业管理费、计划利润、财务费用、综合业务提成

分别按“115 号文”的 90% 、50% 、70% 、0% 、50% 计算；

汽车运价改为市场调查价，运杂费不再作为计算基数。 

第一次铁建设【2006 】113 号文，与“05 定额”配套，

市场经济模式，主要针对计算程序、计算基数、费用标准进

行了全面修订，少量在建项目执行。 

第二次铁建【2010 】196 号文“调整概算综合工费”，

与“233 定额”配套，绝大部分在建项目执行。 

第三次是国铁科法【2017 】30-33 号文《关于发布铁路

工程造价标准》（应配套使用，统称“新造价标准”），主要是



113 号文”的进一步完善、修改和补充。也是撤销铁道

部、成立国家铁路局以来，首次颁布的铁路工程造价标准，

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同时应按“171 号文”执行。 

“113 号文、196 号文、新造价标准”有关修订内容及

对工程造价的影响分别进行说明如下： 

（人工单价） 

“115 号文”划分为三区、四区、四点五区、唔去、六

区、七区、八区共七个工费区： 

“113 号文”修改为不分地区的四个工程类别划分，随

后铁建设【2008 】26 号文（简称“26 号文”）又将四个工程

类别划分调整为七个： 

“196 号文”“新造价标准”提高了工费标准，并调整了

部分工程类别划分等。 

省市区 青新藏 甘宁粤琼 陕内蒙 其他省   

115 号文 30.05 28.48 27.70 25.94   

工程类别 

计算机

设备 

四电设备 箱梁轨道 

隧道、四

电建筑、

其余设备 

桥梁、机

辆、建筑 

其余建筑 

113 号文

（26 号文） 

43.08 30.95 29.13 25.82 24.00 24.00 

工程类别 

计算机

设备 

轨道、四

电设备 

箱梁、钢

梁、站房 

隧道、其

余设备 

桥梁、四

电、机辆

其余建筑 



建筑 

196 号文 67 50 47 46 45 45 

工程类别 隧道 

轨道、四

电、计算

机设备 

箱梁、钢

梁、站房 

其余设备 

桥梁、四

电、机辆

建筑 

其余建筑 

新造价标准 82 77 73 71 70 70 

“新造价标准”对综合工费标准增加了两种特殊情况

下的处理方案。 

（1）海拔 3000 米及以上高原地区的工程可计列高原地

区工资补贴（增加幅度 28%-66% ，依据劳社部函【2001 】

168 号），但不再计列该地区生活费补贴和艰苦边远地区津

贴。 

（2）掘进机、盾构机施工的隧道综合工费应结合相应定

额及工程实际情况另行分析确定。 

（二）材料费：材料费的定义明确为施工过程中耗费的

构成工程实体的原材料、辅助材料、构配件、零件、半成品、

成品的费用，以及不构成工程实体的一次性材料消耗费用和

周转材料摊销费用等。 

“新造价标准”将基期价格从 2005 年度调整到 2014

年度水平，材料项目由原来的 14019 项精简至 8965 项。 

1.材料分类:将材料划分为 A、B、C 三类，除下列称为

“主要材料”外，其余均称为“辅助材料”，且划分为 C 类。 



A 类材料（原直发料）：钢轨、道岔、轨枕、钢梁、钢管

拱、斜拉索、钢筋混凝土梁、铁路桥梁支座、接触网支柱及

当地料（砂、石、石灰、黏土、砖、瓦、花草苗木）。 

“新造价标准”增加风沙路基防护用稻草（芦苇）。 

B 类材料（原厂发料）：水泥、木材、钢材、钢筋混凝土

管、铸铁管、塑料管、土工材料、钢筋混凝土预制桩、电杆、

铁塔、机柱、接触网及电力线材、光电缆线。 

“新造价标准”增加粉煤灰、矿粉、钢制防护栅栏网片、

钢轨扣件、桥梁防水卷材、桥梁防水涂料、桥梁高强螺栓。 

C 类材料：油燃料（汽油、柴油、原特殊材料）。 

“新造价标准”增加隧道防水板、火工品。 

2.材料预算价格的确定 

“115 号文”的材料预算价格由综合出厂价加综合业务

提成组成，“113 号文”修订为材料原价、（价内）运杂费、

采购及保管费，预算价格计算公式如下： 

（1）A 类材料：由材料原价、采购及保管费组成，预算

价格=材料原价×（1+ 采购及保管费率）; 

（2）B 类材料：由综合出厂价、采购及保管费组成，预

算价格=综合出厂价×（1+ 采购及保管费率）； 

（3）C 类材料：由材料原价、价内运杂费、采购及保管

费组成，基期价格=（材料原价+ 价内运杂费）×（1+ 采购及

保管费率）。预算价格根据基期价格采用相关部门颁发的价



差系数进行调整。 

价内运杂费是指材料自来源地（生产厂或指定交货地点）

运至工地所发生的计入材料费的有关费用，全部 C 类材料

（包括列入主要材料的油燃料、隧道防水板、火工品）按价

内运杂费处理，不再计列价外运杂费。 

“新造价标准”取消了再用轨料价格计算规定，可按 A

类材料预算价格规定执行。 

3.主要材料价差的计算 

根据原铁道部《关于建立铁路工程建设主要材料价格信

息发布机制的通知》（铁建设【2006 】131 号）和“关于发

布铁路工程建设主要材料价格信息发布机制实施细则的通

知”（经规定额【2006 】166 号）的规定，主要材料每季度

发布一次信息价，原则上以省、自治区、直辖市（统一简称

为“升级”）为发布地域单元，当地料不发布价格信息，其价

格信息可参考地方造价信息并经实地调查后分析确定。 

由铁路工程定额所发布的材料信息价格，是设计、审查

单位的参考，当设计单位的调查分析价与信息价差异超过 5%

时，要分析原因，与定额所进行核实，并预以说明。 

对部分主要材料，铁总进行了甲供，而甲供材料目录也

随着材料市场价格的波动进行了多次调整，由于甲供物资设

备目录的版本文件很多，具体以中标的甲供材料目录为准。 

主要材料中可以调整材料价差的控制数量，以施工图投



资检算和Ⅰ类及ⅡA 类变更设计中的数量之和进行计算，其

主要材料价差的计算原则如下： 

（1）甲供材料价差 

甲供材料价差按实际采购价计算，施工企业不存在价格

风险，但存在数量风险，当采购数量≤控制数量时，按采购数

量计算，当采购数量＞控制数量时，按控制数量计算。 

（2）自购材料价差 

首先依据原铁道部«铁路建设工程验工计价办法»（铁建

设（2006 ）211 号)计算分章节、分季度完成的投资比例，乘

以控制数量后计算各章节、各季度、各类材料数量； 

然后根据“关于发布铁路建设项目实施阶段材料价差调

整的指导意见”(铁建设(2009）46 号) 的规定，按铁总(原铁

道部）经规院发布的《铁路工程建设主要材料价格信息》当

期信息价与编制期概算价之差计算价差。 

概算中材料变化幅度在±5%( 有风险费）或±3%( 无风险

费）以内时由施工企业承担，超出部分纳入概算由建设单位

承担。但因关注下列情况； 

C 类火工品(炸药、雷管、导火索)，到工地价格一般均

高于公布的信息价。原因是火工品隶属公安部门管理，其供

应价格并非简单地由原价、价内运杂费、采购及保管费组成，

且需要每天往返取送，加大了运输和管理费用。 

C 类油燃料(汽油、柴油)，“115 号文”属特殊材料，



按部颁材料价差系数时所公布的六大区的汽油柴油价格进

行调差:“113 号文”按信息价调差，不能计算价外运杂费，

可能存在价内运杂费不足的问题。 

其他 C 类材料也可能存在价内运杂费不足的问题，主

要是位于新疆、西藏、青海，甘肃(兰州以西)、内蒙(西部) (简

称“西部边远地区”)范围内的在建工程。 

④B 类材料可以计算价外运杂费（见 3.5 节)，“综合出

厂价”可简单理解为“片区价”，而公布的信息价一般为“ 省

级“政府所在地的价格，其起算点“指定交货地点“在执行

过程中除特别说明者（如水泥，青海省的信息价明确为西宁

附近)外，按“省级”、地区级、县级政府所在地为“指定交

货地点”的情况都出现过，导致可能少列“综合出厂价”与

“指定交货地点”之间的价外运杂费。 

2012 年三季度以前，仅新疆、西藏的 B 类村料可以按

A 类材料处理。其后才扩展到整个“西部边远地区”。 

⑤B 类水泥，公布的信息价有高限和低限，一般按“中

间价”调差。部分“西部边远地区“范围内的在建工程，其

价差按实际到工地的价格编制期到工地的价格计算，即部分

工程的水泥可按实际采购价调差。 

⑥B 类钢结构（仅包括站房和无站台柱雨棚的钢结构），

当为外购半成品(或委外加）时，可按半成品价格调差，但必

须出具全部钢结构的采购发票。对于其他工程钢结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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