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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行内河定额的特点

同以前的定额相比，交基发[1998]112号发

布的《内河航运建设工程概、预算编制规定》及

其配套的《内河航运水工建筑工程定额》（简称

《内河定额》）具有以下特点[1]：

1）  工程直接费的定额，实行“量”、

“价”分离，即将过去以货币量表示的“其他材

料费”和“其他船机费”改为以占“主要材料

费”和“主要船机费”的百分数表示，“其他材

料费”和“其他船机费”更能体现出费用随市场

材料变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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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行“基价”取费制，以前定额的施工取

费，是以个省（市）、地区的工料机单价计算的

直接费为基础、按统一费率计算的，这种办法的

弊病在于各地区因工料机单价差别，特别是地方

材料单价差别较大，造成施工取费在不同的地区

差别很大。本定额采用合理的基价取费，避免了

施工取费的地区差别，从而避免了地区差价，体

现了平等竞争的特点。

3）改变以前按施工企业资质等级计算施工取

费的办法，改按工程类别、工程技术复杂程度确

定施工取费，这样更能体现出公平性。按施工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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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资质等级计算施工取费，在计划经济条件下，

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施工

企业必须在通过招投标进行公平的竞争，这样按

施工企业资质等级计算施工取费的办法就形同虚

设，所以，按工程类别、工程技术复杂程度确定

施工取费，体现了公平。

4）调整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划分内容。

一方面，将原间接费中的施工管理费，分解为现

场管理费和企业管理费两部分。现场管理费与临

时设施费合并为现场经费，列入直接工程费项

内；企业管理费、财务费用合并为间接费。另一

方面，其他直接费、现场经费、间接费可由各地

区、各部门制定指导性费率，施工招投标时，施

工企业可根据工程情况自行确定报价。

2 内河定额在长江中下游干流航道整治中发挥的

巨大作用

长江中下游干流航道整治工程始于1994年
的长江中游界牌河段航道整治工程。在界牌河段

航道整治中 [2]，以土工织物为代表的新结构和新

材料在护底、护滩和筑坝中得到了大量的应用，

以聚丙烯编织布为材料制成的软体排替代了传

统的柴排用于护底和护滩，以编织袋充砂筑成的

砂袋填芯+块石盖面的混合坝替代了传统的抛石

坝。这种新材料和新结构在长江航道工程中的应

用，也可以说是在航道整治工程中掀起了一场革

命，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于1998年诞生了《内

河航运水工建筑工程定额》。在这本定额的第7
章《整治建筑工程》中，吸收了大量在长江中游

界牌河段航道整治工程中得到应用的新结构和新

材料组成的定额，如砂袋坝、铺设土工布和丙纶

布、沉放砂垫排护底和丙纶布排护底等26项，

从而为《内河定额》在长江中下游航道整治工程

中广泛应用并作为费用控制依据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

自1998年至今13年，长江中下游航道整治

工程逐渐开展，现在已经进入大规模建设时期，

先后进行了长江干流航道清淤应急工程、东流

水道、张家洲水道（南港）、罗湖洲水道、嘉

鱼至燕子窝河段、黑沙洲水道、武穴水道、周天

河段、碾子湾水道、马家咀水道、沙市河段、瓦

口子—马家咀河段、窑监河段、戴家洲水道、牯

牛沙水道、陆溪口水道、枝江—江口河段、藕池

口水道、安庆水道、马当水道、武桥水道、太子

矶水道、江心洲—乌江河段等20余项航道整治工

程。在这些航道整治工程中，《内河定额》得到

了广泛的应用，主要原因是《内河定额》在定额

项目的设置上有专门的一章《整治建筑工程》包

括炸礁、筑坝、护岸工程等409个子项，基本上涵

盖了整治工程的传统工艺和项目，其各子项的施

工工艺和性质与航道整治工程比较接近，便于应

用，便于和工程项目的直接对接，对工程费用的

确定和控制起到了巨大的指导性作用，成为控制

投资和费用审定的依据。

3 内河定额在实际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内河定额》在长江中下游航道整治工程中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由于其产生于1998年前，

当时长江中下游航道整治工程尚未大规模展开，

仅有一个界牌工程作为参考，而界牌工程尚处于

试验和探索之中，因此，《内河定额》对长江这

类特大型河流的水文条件和施工工况条件等可供

参考的基础资料有限。所以，随着长江中下游航

道整治工程的不断增多，《内河定额》也暴露出

一些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内河定额》中采用的施工船舶功率和

吨位偏小。目前，《内河定额》在整治建筑工程

定额中普遍采用的拖轮的功率为89 kW, 176 kW，

198 kW3种，驳船中铁驳主要是10 t，20 t，60 t和 
100 t，方驳则主要是200 t，而根据调查和统计，现

行长江中下游干流航道整治工程中普遍使用的拖

轮功率为220～400 kW，驳船的吨位：铁驳普遍在

100～300吨级，方驳普遍在300～500吨级，有的

甚至达到1 000吨级。

2）《内河定额》中人工费单价偏低。目前，

《内河定额》中人工费单价是固定不变的，按照

目前的人工费单价22.41元/工日，一个人辛辛苦苦

干1个月，连自己都很难养活，更别说养家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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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现在的工资含义和定额编制时的工资含义显然

大相径庭，同时现在的生活水平也与定额水平有

天壤之别。

3）《内河定额》中部分定额的编制工艺比较

落后。内河定额的编制机械化水平较低，还停留

在大量使用人工为前提，显然与目前普遍使用机

械施工的实际情况有差异，而且，目前各施工队

伍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管理人员多，一线工人少，

主要靠招聘临时工从事体力工作，而这些临时工

与在职的职工相比存在施工技能较差、吃苦耐劳

精神不足的问题，而且，聘用这些临时工的费用

也是水涨船高，远远高于定额规定的人工费单

价，因此使用人工多的项目，必然利润低，甚至

会亏损，鉴于此，各项目施工的实际情况是尽量

使用机械施工，少用人工，定额的编制也应尽量

遵循这一出发点。

4）《内河定额》中对于新结构、新材料定额

编制不够成熟和全面。界牌工程在施工中采用了

很多新结构、新材料，但这些新结构和新材料尚

处于试验、研究和探索阶段，施工工艺还不很成

熟，材料性能和技术参数还有待于进一步总结和

研究，这也决定了以此作为参考的《内河定额》

新结构、新材料定额编制不够成熟和全面，同

时，随着长江中下游航道整治工程的不断发展，

新结构和新材料的应用越来越普遍，诸如系混凝

土块软体排系列、透水框架系列、钢丝网护岸

（坡）系列、膜袋混凝土护坡、防冲墙，等等，

这些都是《内河定额》所欠缺的。

5）《内河定额》修编的周期太长，时效性

不够。《内河定额》从发布到现在已经使用了

13年，就其采用的基本参数和工况条件来说，时

间更加久远，而恰恰这10几年，是中国经济经历

快速发展的阶段，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的收

入水平也大幅度提高，而作为定额水平标志的人

工费却一直不变，这一方面妨碍了定额在控制和

确定工程造价方面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对施工企

业的利润和发展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因为这样

一来，施工企业养不起属于自己的一个常年存在

的、训练有素的施工队伍，从而也对施工效率和

工程质量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同时，由于修编时

间间隔太长，所以，对于新工艺的实施和新结

构、新材料的应用和造价的控制和确定也产生了

不利的影响。

4 问题探讨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知道，《内河定额》在

长江中下游干流航道整治工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

用，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

结合多年来的工作实际，提出一些建议，进行如

下探讨：

1）对于施工船舶功率和吨位偏小的问题，建

议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针对长江中下游干

流航道整治工程中普遍使用的施工船型，选择出

有代表性的船型，测定施工效率，编制出适合长

江中下游的水文和工况条件的定额。

2）针对人工费单价偏低的问题，建议定额站

改变以前定额颁布之后，人工费就长期稳定不变

的僵化模式，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内人工市场

变化的情况，定期或者不定期进行调整，并及时

发布指导性人工单价，以使定额更好地适应市场

变化，更好地为工程服务。

3）针对部分定额编制工艺特别是机械化水

平比较落后的问题，如预制构件的预制和场内运

输、堆放及现场运输安放等，建议增加机械化施

工的定额，以使造价人员根据具体工程灵活选择

和应用，更好地结合实际选择适当的定额为工程

服务。

4）针对新结构、新材料定额编制不够成熟

和全面的问题，长江中下游干流航道整治工程已

经经历了10几年，新结构、新材料的应用一直在

不断探索、发展和推广应用中，很多新结构、新

材料应用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诸如系混

凝土块软体排系列、透水框架系列、钢丝网护岸

（坡）系列、膜袋混凝土护坡、防冲墙，等等，

希望能够在即将发布的定额中得到体现。

5）针对修编周期太长、时效性不够的问题，

建议定额站今后缩短修编周期，比如5～8年能够

修编一次。

汤光新：内河定额在长江中下游航道整治工程中若干问题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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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内河定额》从颁布至今已经14年，这期

间，它在长江中下游航道整治工程中得到了广

泛的应用，对航道整治工程投资的确定和控制起

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其在长江中下游航道整

治工程实际应用中也暴露出施工船机偏小、人工

费单价偏低、施工机械化水平不足和新结构、新

材料定额满足不了实际需要的问题。目前，内河

定额正在修编，新修编的定额如果能够对上述问

题进行改进，使其更加适应长江航道整治工程建

设，对于科学确定长江中下游航道整治工程的投

资规模、控制建设成本将起到重要作用，对于新

一轮大规模的长江中下游航道整治工程的建设具

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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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体维修工程中，应根据滩段的水沙特性，

结合整治建筑物的主要损毁原因，针对性地提出

维修方案，选择适当的结构形式和材料，才能确

保建筑物的稳定。通过近年对川江坝体维修工作

的不断探索和总结，表明钢筋混凝土坝面、抛石

垛体、扭王字混凝土块护面及镇脚等新型结构在坝

体维修中效果良好，值得在类似水沙环境下整治建

筑物维修或新建工程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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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语

长江航道整治工程透水框架应用实例表明，

四面六边透水框架群作为一种新型技术，减速落

淤作用十分明显，是一种在航道整治工程中值得

大力推广应用的新结构、新技术。但由于其结构

特性致使运输船舶装载效率不高，抛投工效也较

低，难以满足大规模水上施工的进度要求，有待

今后进一步研究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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