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

本书系统介绍了园林工程招投标、算量和计价方法，主要内容有：合同法与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园林工程招投标、园林工程概预算定额、园林工程量计算方法、园林工程施工图预算、工
程量清单报价、园林工程的预算审查与竣工结算和园林计价软件应用等。 本书依据全国新版
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和地方园林计价定额，结合当前的园林工程概预算和招投标的实际情况
编写而成，知识结构完整，配有大量例题和实训指导，所用案例简明实用，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和可操作性。 本书配有电子教案，可在重庆大学出版社教学资源网上下载，供教师教学参考。

本书为高等职业院校园林、工程造价、建筑等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供相关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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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对技能型人才特别是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
在不断增加，促使我国高等教育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据 ２００４ 年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共有高校
２ ２３６ 所，在校生人数已经超过 ２ ０００ 万，其中高等职业院校 １ ０４７所，其数目已远远超过普通本
科院校的 ６８４ 所；２００４ 年全国高校招生人数为 ４４７．３４ 万，其中高等职业院校招生２３７．４３万，占
全国高校招生人数的 ５３％左右。 可见，高等职业教育已占据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
近年来，高等职业教育特别是其人才培养目标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生
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的高素质应用型技能人才和管理人才，强调以核心职业技能培养为
中心，与普通高校的培养目标明显不同，这就要求高等职业教育要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进
行大胆的探索和改革，在此基础上编写出版适合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的系列配套教材已
成为当务之急。

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环境，特别是环境的美化，园林建设已成为城市美化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园林不仅在城市的景观方面发挥着重要功能，而且在生态和休闲方面也
发挥着重要功能。 城市园林的建设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许多城市提出了要建设国际花园城市
和生态园林城市的目标，加强了新城区的园林规划和老城区的绿地改造，促进了园林行业的蓬
勃发展。 与此相应，社会对园林类专业人才的需求也日益增加，特别是那些既懂得园林规划设
计，又懂得园林工程施工，还能进行绿地养护的高技能人才成为园林行业的紧俏人才。 为了满
足各地城市建设发展对园林高技能人才的需要，全国的 １ ０００ 多所高等职业院校中有相当一部
分院校增设了园林类专业。 而且，近几年的招生规模正在不断扩大，与园林行业的发展相呼应。
但与此不相适应的是，适合高等职业教育特色的园林类教材建设速度相对缓慢，与高等职业园
林教育的迅速发展形成明显反差。 因此，编写出版高等职业教育园林类专业系列教材显得极为
迫切和必要。

通过对部分高等职业院校教学和教材使用情况的了解，我们发现目前众多高等职业院校的
园林类教材短缺，有些院校直接使用普通本科院校的教材，既不能满足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目标
的要求，也不能体现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 目前，高等职业教育园林类专业使用的教材较少，且
就园林类专业而言，也只涉及部分课程，未能形成系列教材。 重庆大学出版社在广泛调研的基
础上，提出了出版一套高等职业教育园林类专业系列教材的计划，并得到了全国 ２０ 多所高等职
业院校的积极响应，６０多位园林专业的教师和行业代表出席了由重庆大学出版社组织的高等
职业教育园林类专业教材编写研讨会。 会议上代表们充分认识到出版高等职业教育园林类专



业系列教材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对该套教材的定位、特色、编写思路和编写大纲进行了认真、
深入的研讨，最后决定首批启动枟园林植物枠、枟园林植物栽培与养护枠、枟园林植物病虫害防治枠、
枟园林规划设计枠、枟园林工程枠等 ２０ 本教材的编写，分春、秋两季完成该套教材的出版工作。 主
编、副主编和参加编写的作者，由全国有关高等职业院校具有该门课程丰富教学经验的专家和
一线教师，大多为“双师型”教师担任。

本套教材的编写是根据教育部对高等职业教育教材建设的要求，紧紧围绕以职业能力培养
为核心设计的，包含了园林行业的基本技能、专业技能和综合技术应用能力三大能力模块所需
要的各门课程。 基本技能主要以专业基础课程作为支撑，包括 ８ 门课程，可作为园林类专业必
修的专业基础公共平台课程；专业技能主要以专业课程作为支撑，包括 １２ 门课程，各校可根据
各自的培养方向和重点选用；综合技术应用能力主要以综合实训作为支撑，其中综合实训教材
将作为本套教材的第二批启动编写。

本套教材的特点是教材内容紧密结合生产实际，理论基础重点突出实际技能所需要的内
容，并与实训项目密切配合，同时也注重对当今发展迅速的先进技术的介绍和训练，具有较强的
实用性、技术性和可操作性三大特点，具有明显的高职特色，可供培养从事园林规划设计、园林
工程施工与管理、园林植物生产与养护、园林植物应用，以及园林企业经营管理等高级应用型人
才的高等职业院校的园林技术、园林工程技术、观赏园艺等园林类相关专业和专业方向的学生
使用。

本套教材课程设置齐全、实训配套，并配有电子教案，十分适合目前高等职业教育“弹性教
学”的要求，方便各院校及时根据园林行业发展动向和企业的需求调整培养方向，并根据岗位
核心能力的需要灵活构建课程体系和选用教材。

本套教材是根据园林行业不同岗位的核心能力设计的，其内容能够满足高职学生根据自己
的专业方向参加相关岗位资格证书考试的要求，如花卉工、绿化工、园林工程施工员、园林工程
预算员、插花员等，也可作为这些工种的培训教材。

高等职业教育方兴未艾。 作为与普通高等教育不同类型的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目标已基本
明确，我们在人才培养模式、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教学方法与手段等诸多方面还要不断进行探
索和改革，本套教材也将随着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不断进行修订和完善。

编委会

２００６ 年 １月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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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工程招投标与概预算是高职园林工程技术、工程造价等专业一门重要的专业课程，是

对园林工程建设项目进行全方位的计量和计价。 本书是根据全国高等学校土建学科教学指导

委员会高等职业教育专业委员会制订的园林工程技术专业培养目标、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的内

容要求及部分地区园林工程计价定额、取费定额和相关最新计价规范文件编写的。

为了达到既能作为高职高专教育的教材，又能满足园林工程建设者的实际工作需要的目

的，本书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基础理论贯彻“实用为主，必需和够用为度”的原则，力求创

新，形成自身特色。

１．本书在语言表述上力求通俗易懂、由浅入深。 根据高职高专学生的学习特点，在编写过

程中对内容、案例、实验实训进行认真的遴选，语言精练、内容信息量大，并结合最新的造价政

策、规范，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

２．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实际操作技能的培养。 园林工程的招投标与概预算，最主要就

是算量和计价，在掌握够用的理论知识基础上，需要通过大量的实例进行强化巩固，才能掌握基

本的实操技能。 本书结合当前园林工程概预算的实际情况，增加了大量的案例，使学生通过案

例的教学来掌握园林工程概预算的实用技术和技巧。

３．本书的编写人员有长期从事高职高专园林工程招投标与概预算课程教学的高校一线教

师，还有在园林企业长期从事园林工程概预算工作的技术人员。 因此，本书更贴近实际工作，有

利于学生掌握园林概预算技能，更快地适应工作岗位的需要。

４．本书力求反映园林工程造价领域的最新科技信息，体现本课程知识的先进性。 在编写过

程中，参考了园林工程造价的相关网站、专著和科技期刊中大量的最新理念和信息。

本书由廖伟平、孔令伟任主编，廖伟平负责全书的统稿工作，孔令伟在全书的校对等方面做

了大量工作，具体编写分工如下：第 １ 章，廖伟平、董斌、陆柏松、周罗军；第 ２ 章，孔令伟、马书

燕、林少妆、张尉；第 ３章：孔令伟、林少妆、周罗军；第 ４章：董斌、陆柏松、林伟、张向阳；第 ５ 章：

廖伟平、马书燕、熊朝勇、林少妆；第 ６章：廖伟平、孔令伟、林伟、张向阳；第 ７ 章：廖伟平、张尉、

陈玉琴、张向阳、熊朝勇；第 ８ 章：孔令伟、陈玉琴、林伟、马书燕；第 ９ 章：廖伟平、陈玉琴、陆柏

松、董斌。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郭春华教授在百忙中审阅了全稿，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在

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有关同仁的著作、资料和图纸，已列入了参考文献，在此向有关作
者和同仁表示谢意。

对书稿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欢迎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我们不断改进。 同时由于园林工
程计价的知识面广、实践性强，全国各省的概预算定额均不一样，如内容存在与国家、省市有关

部门的规定不符之处，以国家、省市部门规定为准。

编　者

２０１３ 年 ４月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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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园林工程概预算概论 ５７⋯⋯⋯⋯⋯⋯⋯⋯⋯⋯⋯⋯⋯⋯⋯⋯⋯⋯⋯
　３．１　概　述 ５７⋯⋯⋯⋯⋯⋯⋯⋯⋯⋯⋯⋯⋯⋯⋯⋯⋯⋯⋯⋯⋯⋯⋯⋯
　　３．１．１　园林工程概预算的概念、意义及作用 ５７⋯⋯⋯⋯⋯⋯⋯⋯⋯⋯
　　３．１．２　园林工程概预算的分类 ５８⋯⋯⋯⋯⋯⋯⋯⋯⋯⋯⋯⋯⋯⋯⋯
　３．２　园林工程概预算编制的依据和程序 ６０⋯⋯⋯⋯⋯⋯⋯⋯⋯⋯⋯⋯
　　３．２．１　园林工程概预算的编制依据 ６０⋯⋯⋯⋯⋯⋯⋯⋯⋯⋯⋯⋯⋯
　　３．２．２　园林工程概预算的编制方式 ６１⋯⋯⋯⋯⋯⋯⋯⋯⋯⋯⋯⋯⋯
　　３．２．３　园林工程概预算的编制程序 ６２⋯⋯⋯⋯⋯⋯⋯⋯⋯⋯⋯⋯⋯
　复习思考题 ６４⋯⋯⋯⋯⋯⋯⋯⋯⋯⋯⋯⋯⋯⋯⋯⋯⋯⋯⋯⋯⋯⋯⋯⋯⋯
　实验实训 ６５⋯⋯⋯⋯⋯⋯⋯⋯⋯⋯⋯⋯⋯⋯⋯⋯⋯⋯⋯⋯⋯⋯⋯⋯⋯⋯

４　园林工程概预算定额 ６６⋯⋯⋯⋯⋯⋯⋯⋯⋯⋯⋯⋯⋯⋯⋯⋯⋯⋯⋯
　４．１　工程定额的性质和分类 ６７⋯⋯⋯⋯⋯⋯⋯⋯⋯⋯⋯⋯⋯⋯⋯⋯⋯
　　４．１．１　工程定额的概念 ６７⋯⋯⋯⋯⋯⋯⋯⋯⋯⋯⋯⋯⋯⋯⋯⋯⋯⋯
　　４．１．２　工程定额的性质 ６７⋯⋯⋯⋯⋯⋯⋯⋯⋯⋯⋯⋯⋯⋯⋯⋯⋯⋯
　　４．１．３　工程定额的作用 ６９⋯⋯⋯⋯⋯⋯⋯⋯⋯⋯⋯⋯⋯⋯⋯⋯⋯⋯
　　４．１．４　工程定额的分类 ６９⋯⋯⋯⋯⋯⋯⋯⋯⋯⋯⋯⋯⋯⋯⋯⋯⋯⋯
　４．２　工程概算定额和概算指标 ７１⋯⋯⋯⋯⋯⋯⋯⋯⋯⋯⋯⋯⋯⋯⋯⋯
　　４．２．１　工程概算定额 ７１⋯⋯⋯⋯⋯⋯⋯⋯⋯⋯⋯⋯⋯⋯⋯⋯⋯⋯⋯
　　４．２．２　概算指标 ７４⋯⋯⋯⋯⋯⋯⋯⋯⋯⋯⋯⋯⋯⋯⋯⋯⋯⋯⋯⋯⋯
　４．３　园林工程预算定额 ７８⋯⋯⋯⋯⋯⋯⋯⋯⋯⋯⋯⋯⋯⋯⋯⋯⋯⋯⋯
　　４．３．１　园林工程预算定额的概念及作用 ７８⋯⋯⋯⋯⋯⋯⋯⋯⋯⋯⋯
　　４．３．２　园林工程预算定额的内容和编排形式 ７９⋯⋯⋯⋯⋯⋯⋯⋯⋯
　　４．３．３　园林工程预算定额的应用 ８２⋯⋯⋯⋯⋯⋯⋯⋯⋯⋯⋯⋯⋯⋯
　４．４　园林工程预算定额内容简介 ８５⋯⋯⋯⋯⋯⋯⋯⋯⋯⋯⋯⋯⋯⋯⋯
　　４．４．１　土石方、打桩、围堰、基础垫层工程 ８５⋯⋯⋯⋯⋯⋯⋯⋯⋯⋯⋯
　　４．４．２　砌筑工程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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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４．３　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工程 ８９⋯⋯⋯⋯⋯⋯⋯⋯⋯⋯⋯⋯⋯⋯
　　４．４．４　木作工程 ９２⋯⋯⋯⋯⋯⋯⋯⋯⋯⋯⋯⋯⋯⋯⋯⋯⋯⋯⋯⋯⋯
　　４．４．５　楼地面工程 ９４⋯⋯⋯⋯⋯⋯⋯⋯⋯⋯⋯⋯⋯⋯⋯⋯⋯⋯⋯⋯
　　４．４．６　抹灰工程 ９６⋯⋯⋯⋯⋯⋯⋯⋯⋯⋯⋯⋯⋯⋯⋯⋯⋯⋯⋯⋯⋯
　　４．４．７　园林绿化工程 ９７⋯⋯⋯⋯⋯⋯⋯⋯⋯⋯⋯⋯⋯⋯⋯⋯⋯⋯⋯
　　４．４．８　堆砌假山及塑假石山工程 ９９⋯⋯⋯⋯⋯⋯⋯⋯⋯⋯⋯⋯⋯⋯
　　４．４．９　园路及园桥工程 １００⋯⋯⋯⋯⋯⋯⋯⋯⋯⋯⋯⋯⋯⋯⋯⋯⋯⋯
　　４．４．１０　园林小品工程 １０１⋯⋯⋯⋯⋯⋯⋯⋯⋯⋯⋯⋯⋯⋯⋯⋯⋯⋯
　复习思考题 １０１⋯⋯⋯⋯⋯⋯⋯⋯⋯⋯⋯⋯⋯⋯⋯⋯⋯⋯⋯⋯⋯⋯⋯⋯
　实验实训 １０３⋯⋯⋯⋯⋯⋯⋯⋯⋯⋯⋯⋯⋯⋯⋯⋯⋯⋯⋯⋯⋯⋯⋯⋯⋯

５　园林工程量计算方法 １０５⋯⋯⋯⋯⋯⋯⋯⋯⋯⋯⋯⋯⋯⋯⋯⋯⋯⋯
　５．１　园林工程量计算的原则及步骤 １０５⋯⋯⋯⋯⋯⋯⋯⋯⋯⋯⋯⋯⋯⋯
　　５．１．１　工程量计算的原则 １０５⋯⋯⋯⋯⋯⋯⋯⋯⋯⋯⋯⋯⋯⋯⋯⋯⋯
　　５．１．２　工程量计算的步骤 １０６⋯⋯⋯⋯⋯⋯⋯⋯⋯⋯⋯⋯⋯⋯⋯⋯⋯
　５．２　园林工程项目的划分 １０７⋯⋯⋯⋯⋯⋯⋯⋯⋯⋯⋯⋯⋯⋯⋯⋯⋯⋯
　　５．２．１　单项工程 １０７⋯⋯⋯⋯⋯⋯⋯⋯⋯⋯⋯⋯⋯⋯⋯⋯⋯⋯⋯⋯⋯
　　５．２．２　单位工程 １０７⋯⋯⋯⋯⋯⋯⋯⋯⋯⋯⋯⋯⋯⋯⋯⋯⋯⋯⋯⋯⋯
　　５．２．３　分部工程 １０７⋯⋯⋯⋯⋯⋯⋯⋯⋯⋯⋯⋯⋯⋯⋯⋯⋯⋯⋯⋯⋯
　　５．２．４　分项工程 １０８⋯⋯⋯⋯⋯⋯⋯⋯⋯⋯⋯⋯⋯⋯⋯⋯⋯⋯⋯⋯⋯
　５．３　园林工程量基数的计算 １０８⋯⋯⋯⋯⋯⋯⋯⋯⋯⋯⋯⋯⋯⋯⋯⋯⋯
　　５．３．１　“三线”的计算 １０８⋯⋯⋯⋯⋯⋯⋯⋯⋯⋯⋯⋯⋯⋯⋯⋯⋯⋯
　　５．３．２　“一面”的计算 １０８⋯⋯⋯⋯⋯⋯⋯⋯⋯⋯⋯⋯⋯⋯⋯⋯⋯⋯
　　５．３．３　“三线一面”的运用 １０９⋯⋯⋯⋯⋯⋯⋯⋯⋯⋯⋯⋯⋯⋯⋯⋯
　５．４　一般园林工程量计算方法 １１０⋯⋯⋯⋯⋯⋯⋯⋯⋯⋯⋯⋯⋯⋯⋯⋯
　　５．４．１　建筑面积的概念和作用 １１０⋯⋯⋯⋯⋯⋯⋯⋯⋯⋯⋯⋯⋯⋯⋯
　　５．４．２　建筑面积的计算规则 １１２⋯⋯⋯⋯⋯⋯⋯⋯⋯⋯⋯⋯⋯⋯⋯⋯
　　５．４．３　土方工程量的计算 １２１⋯⋯⋯⋯⋯⋯⋯⋯⋯⋯⋯⋯⋯⋯⋯⋯⋯
　　５．４．４　砖石工程量的计算 １３０⋯⋯⋯⋯⋯⋯⋯⋯⋯⋯⋯⋯⋯⋯⋯⋯⋯
　　５．４．５　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工程量的计算 １３４⋯⋯⋯⋯⋯⋯⋯⋯⋯⋯
　　５．４．６　基础垫层工程量的计算 １４５⋯⋯⋯⋯⋯⋯⋯⋯⋯⋯⋯⋯⋯⋯⋯
　　５．４．７　木结构工程量的计算 １４６⋯⋯⋯⋯⋯⋯⋯⋯⋯⋯⋯⋯⋯⋯⋯⋯
　　５．４．８　地面与屋面工程量计算 １４９⋯⋯⋯⋯⋯⋯⋯⋯⋯⋯⋯⋯⋯⋯⋯
　　５．４．９　装饰工程量的计算 １５１⋯⋯⋯⋯⋯⋯⋯⋯⋯⋯⋯⋯⋯⋯⋯⋯⋯
　　５．４．１０　金属结构工程量的计算 １５４⋯⋯⋯⋯⋯⋯⋯⋯⋯⋯⋯⋯⋯⋯
　　５．４．１１　脚手架工程量的计算 １５６⋯⋯⋯⋯⋯⋯⋯⋯⋯⋯⋯⋯⋯⋯⋯
　５．５　园林附属小品工程量计算方法 １５７⋯⋯⋯⋯⋯⋯⋯⋯⋯⋯⋯⋯⋯⋯
　　５．５．１　假山工程工程量的计算 １５７⋯⋯⋯⋯⋯⋯⋯⋯⋯⋯⋯⋯⋯⋯⋯
　　５．５．２　园路及地面工程工程量的计算 １５８⋯⋯⋯⋯⋯⋯⋯⋯⋯⋯⋯⋯
　　５．５．３　金属动物笼舍工程量的计算 １５９⋯⋯⋯⋯⋯⋯⋯⋯⋯⋯⋯⋯⋯
　　５．５．４　花窖工程量的计算 １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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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５．５　园桥工程量的计算 １６０⋯⋯⋯⋯⋯⋯⋯⋯⋯⋯⋯⋯⋯⋯⋯⋯⋯
　　５．５．６　小型管道及涵洞工程量的计算 １６０⋯⋯⋯⋯⋯⋯⋯⋯⋯⋯⋯⋯
　　５．５．７　园林小品工程量的计算 １６０⋯⋯⋯⋯⋯⋯⋯⋯⋯⋯⋯⋯⋯⋯⋯
　５．６　园林绿化工程量计算方法 １６１⋯⋯⋯⋯⋯⋯⋯⋯⋯⋯⋯⋯⋯⋯⋯⋯
　　５．６．１　有关概念 １６１⋯⋯⋯⋯⋯⋯⋯⋯⋯⋯⋯⋯⋯⋯⋯⋯⋯⋯⋯⋯⋯
　　５．６．２　绿化工程的准备 １６１⋯⋯⋯⋯⋯⋯⋯⋯⋯⋯⋯⋯⋯⋯⋯⋯⋯⋯
　　５．６．３　植树工程量的计算 １６２⋯⋯⋯⋯⋯⋯⋯⋯⋯⋯⋯⋯⋯⋯⋯⋯⋯
　　５．６．４　花卉种植与草坪铺栽工程量的计算 １６３⋯⋯⋯⋯⋯⋯⋯⋯⋯⋯
　　５．６．５　大树移植工程量的计算 １６３⋯⋯⋯⋯⋯⋯⋯⋯⋯⋯⋯⋯⋯⋯⋯
　　５．６．６　绿化养护工程量的计算 １６３⋯⋯⋯⋯⋯⋯⋯⋯⋯⋯⋯⋯⋯⋯⋯
　５．７　园林建筑绿化工程量计算案例 １６４⋯⋯⋯⋯⋯⋯⋯⋯⋯⋯⋯⋯⋯⋯
　复习思考题 １７２⋯⋯⋯⋯⋯⋯⋯⋯⋯⋯⋯⋯⋯⋯⋯⋯⋯⋯⋯⋯⋯⋯⋯⋯
　实验实训 １７２⋯⋯⋯⋯⋯⋯⋯⋯⋯⋯⋯⋯⋯⋯⋯⋯⋯⋯⋯⋯⋯⋯⋯⋯⋯

６　园林工程施工图预算的编制 １７５⋯⋯⋯⋯⋯⋯⋯⋯⋯⋯⋯⋯⋯⋯⋯
　６．１　预算费用的组成 １７６⋯⋯⋯⋯⋯⋯⋯⋯⋯⋯⋯⋯⋯⋯⋯⋯⋯⋯⋯⋯
　　６．１．１　直接费 １７６⋯⋯⋯⋯⋯⋯⋯⋯⋯⋯⋯⋯⋯⋯⋯⋯⋯⋯⋯⋯⋯⋯
　　６．１．２　间接费 １７９⋯⋯⋯⋯⋯⋯⋯⋯⋯⋯⋯⋯⋯⋯⋯⋯⋯⋯⋯⋯⋯⋯
　　６．１．３　计划利润 １８０⋯⋯⋯⋯⋯⋯⋯⋯⋯⋯⋯⋯⋯⋯⋯⋯⋯⋯⋯⋯⋯
　　６．１．４　税金 １８０⋯⋯⋯⋯⋯⋯⋯⋯⋯⋯⋯⋯⋯⋯⋯⋯⋯⋯⋯⋯⋯⋯⋯
　　６．１．５　其他费用 １８１⋯⋯⋯⋯⋯⋯⋯⋯⋯⋯⋯⋯⋯⋯⋯⋯⋯⋯⋯⋯⋯
　６．２　各项取费的计算方法 １８２⋯⋯⋯⋯⋯⋯⋯⋯⋯⋯⋯⋯⋯⋯⋯⋯⋯⋯
　　６．２．１　直接费 １８３⋯⋯⋯⋯⋯⋯⋯⋯⋯⋯⋯⋯⋯⋯⋯⋯⋯⋯⋯⋯⋯⋯
　　６．２．２　规费 １８５⋯⋯⋯⋯⋯⋯⋯⋯⋯⋯⋯⋯⋯⋯⋯⋯⋯⋯⋯⋯⋯⋯⋯
　　６．２．３　税金 １８６⋯⋯⋯⋯⋯⋯⋯⋯⋯⋯⋯⋯⋯⋯⋯⋯⋯⋯⋯⋯⋯⋯⋯
　　６．２．４　综合费用费率 １８６⋯⋯⋯⋯⋯⋯⋯⋯⋯⋯⋯⋯⋯⋯⋯⋯⋯⋯⋯
　　６．２．５　材料差价 １８７⋯⋯⋯⋯⋯⋯⋯⋯⋯⋯⋯⋯⋯⋯⋯⋯⋯⋯⋯⋯⋯
　６．３　园林工程施工图预算的编制依据 １８８⋯⋯⋯⋯⋯⋯⋯⋯⋯⋯⋯⋯⋯
　　６．３．１　已经批准的初步设计概算书 １８９⋯⋯⋯⋯⋯⋯⋯⋯⋯⋯⋯⋯⋯
　　６．３．２　已批准的施工图纸 １８９⋯⋯⋯⋯⋯⋯⋯⋯⋯⋯⋯⋯⋯⋯⋯⋯⋯
　　６．３．３　施工组织设计和施工方案 １８９⋯⋯⋯⋯⋯⋯⋯⋯⋯⋯⋯⋯⋯⋯
　　６．３．４　察看现场 １８９⋯⋯⋯⋯⋯⋯⋯⋯⋯⋯⋯⋯⋯⋯⋯⋯⋯⋯⋯⋯⋯
　　６．３．５　现行园林工程预算定额、取费标准、工程量计算规则和材料

预算价格 １９０⋯⋯⋯⋯⋯⋯⋯⋯⋯⋯⋯⋯⋯⋯⋯⋯⋯⋯⋯⋯⋯
　　６．３．６　工程承包经济合同或协议书 １９０⋯⋯⋯⋯⋯⋯⋯⋯⋯⋯⋯⋯⋯
　　６．３．７　预算工作手册和有关工具书 １９０⋯⋯⋯⋯⋯⋯⋯⋯⋯⋯⋯⋯⋯
　６．４　园林工程施工图预算的编制步骤 １９１⋯⋯⋯⋯⋯⋯⋯⋯⋯⋯⋯⋯⋯
　　６．４．１　准备工作 １９１⋯⋯⋯⋯⋯⋯⋯⋯⋯⋯⋯⋯⋯⋯⋯⋯⋯⋯⋯⋯⋯
　　６．４．２　熟悉施工图纸及施工组织设计 １９１⋯⋯⋯⋯⋯⋯⋯⋯⋯⋯⋯⋯
　　６．４．３　划分工程项目，计算工程量并汇总 １９２⋯⋯⋯⋯⋯⋯⋯⋯⋯⋯
　　６．４．４　套用预算定额基价 １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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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４．５　计算定额直接费，进行工料分析 １９３⋯⋯⋯⋯⋯⋯⋯⋯⋯⋯⋯
　　６．４．６　计算其他各项费用并汇总 １９３⋯⋯⋯⋯⋯⋯⋯⋯⋯⋯⋯⋯⋯⋯
　　６．４．７　校核 １９３⋯⋯⋯⋯⋯⋯⋯⋯⋯⋯⋯⋯⋯⋯⋯⋯⋯⋯⋯⋯⋯⋯⋯
　　６．４．８　编写说明、填写封面、装订成册 １９３⋯⋯⋯⋯⋯⋯⋯⋯⋯⋯⋯⋯
　　６．４．９　复核、签章及审批 １９４⋯⋯⋯⋯⋯⋯⋯⋯⋯⋯⋯⋯⋯⋯⋯⋯⋯
　６．５　工程造价的计算程序 １９４⋯⋯⋯⋯⋯⋯⋯⋯⋯⋯⋯⋯⋯⋯⋯⋯⋯⋯
　６．６　园林工程施工图预算编制实例 ２００⋯⋯⋯⋯⋯⋯⋯⋯⋯⋯⋯⋯⋯⋯
　　６．６．１　某小区庭园绿化工程预算实例 ２００⋯⋯⋯⋯⋯⋯⋯⋯⋯⋯⋯⋯
　　６．６．２　花架廊绿化工程预算实例 ２０９⋯⋯⋯⋯⋯⋯⋯⋯⋯⋯⋯⋯⋯⋯
　复习思考题 ２２０⋯⋯⋯⋯⋯⋯⋯⋯⋯⋯⋯⋯⋯⋯⋯⋯⋯⋯⋯⋯⋯⋯⋯⋯
　实验实训 ２２０⋯⋯⋯⋯⋯⋯⋯⋯⋯⋯⋯⋯⋯⋯⋯⋯⋯⋯⋯⋯⋯⋯⋯⋯⋯

７　园林工程量清单计价 ２２２⋯⋯⋯⋯⋯⋯⋯⋯⋯⋯⋯⋯⋯⋯⋯⋯⋯⋯
　７．１　概　述 ２２２⋯⋯⋯⋯⋯⋯⋯⋯⋯⋯⋯⋯⋯⋯⋯⋯⋯⋯⋯⋯⋯⋯⋯⋯
　　７．１．１　工程量清单简介 ２２３⋯⋯⋯⋯⋯⋯⋯⋯⋯⋯⋯⋯⋯⋯⋯⋯⋯⋯
　　７．１．２　工程量清单计价简介 ２２３⋯⋯⋯⋯⋯⋯⋯⋯⋯⋯⋯⋯⋯⋯⋯⋯
　　７．１．３　工程量清单计价的费用组成 ２２７⋯⋯⋯⋯⋯⋯⋯⋯⋯⋯⋯⋯⋯
　　７．１．４　工程量清单计价与定额计价的关系 ２２９⋯⋯⋯⋯⋯⋯⋯⋯⋯⋯
　７．２　枟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枠简介 ２３０⋯⋯⋯⋯⋯⋯⋯⋯⋯⋯
　　７．２．１　枟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枠的指导思想 ２３１⋯⋯⋯⋯⋯
　　７．２．２　枟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枠的特点 ２３１⋯⋯⋯⋯⋯⋯⋯
　　７．２．３　枟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枠的主要内容 ２３２⋯⋯⋯⋯⋯
　　７．２．４　规范中相关术语 ２３２⋯⋯⋯⋯⋯⋯⋯⋯⋯⋯⋯⋯⋯⋯⋯⋯⋯⋯
　７．３　工程量清单的编制 ２３４⋯⋯⋯⋯⋯⋯⋯⋯⋯⋯⋯⋯⋯⋯⋯⋯⋯⋯⋯
　　７．３．１　工程量清单的编制原则 ２３４⋯⋯⋯⋯⋯⋯⋯⋯⋯⋯⋯⋯⋯⋯⋯
　　７．３．２　工程量清单的编制依据 ２３４⋯⋯⋯⋯⋯⋯⋯⋯⋯⋯⋯⋯⋯⋯⋯
　　７．３．３　工程量清单的内容和编制程序 ２３５⋯⋯⋯⋯⋯⋯⋯⋯⋯⋯⋯⋯
　　７．３．４　工程量清单的编制 ２３５⋯⋯⋯⋯⋯⋯⋯⋯⋯⋯⋯⋯⋯⋯⋯⋯⋯
　　７．３．５　工程量清单格式 ２４３⋯⋯⋯⋯⋯⋯⋯⋯⋯⋯⋯⋯⋯⋯⋯⋯⋯⋯
　７．４　工程量清单计价编制 ２５０⋯⋯⋯⋯⋯⋯⋯⋯⋯⋯⋯⋯⋯⋯⋯⋯⋯⋯
　　７．４．１　工程量清单计价 ２５０⋯⋯⋯⋯⋯⋯⋯⋯⋯⋯⋯⋯⋯⋯⋯⋯⋯⋯
　　７．４．２　分部分项工程费的构成及计算 ２５１⋯⋯⋯⋯⋯⋯⋯⋯⋯⋯⋯⋯
　　７．４．３　措施费的构成及计算 ２５６⋯⋯⋯⋯⋯⋯⋯⋯⋯⋯⋯⋯⋯⋯⋯⋯
　　７．４．４　其他项目费的构成与计算 ２５６⋯⋯⋯⋯⋯⋯⋯⋯⋯⋯⋯⋯⋯⋯
　　７．４．５　规费的组成及计算 ２５７⋯⋯⋯⋯⋯⋯⋯⋯⋯⋯⋯⋯⋯⋯⋯⋯⋯
　　７．４．６　税金的组成及计算 ２５７⋯⋯⋯⋯⋯⋯⋯⋯⋯⋯⋯⋯⋯⋯⋯⋯⋯
　　７．４．７　工程量清单计价步骤 ２５７⋯⋯⋯⋯⋯⋯⋯⋯⋯⋯⋯⋯⋯⋯⋯⋯
　　７．４．８　工程量清单计价程序 ２５９⋯⋯⋯⋯⋯⋯⋯⋯⋯⋯⋯⋯⋯⋯⋯⋯
　７．５　工程量清单计价法实例 ２６０⋯⋯⋯⋯⋯⋯⋯⋯⋯⋯⋯⋯⋯⋯⋯⋯⋯
　复习思考题 ３０１⋯⋯⋯⋯⋯⋯⋯⋯⋯⋯⋯⋯⋯⋯⋯⋯⋯⋯⋯⋯⋯⋯⋯⋯
　实验实训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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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园林工程预算审查与竣工结算 ３０３⋯⋯⋯⋯⋯⋯⋯⋯⋯⋯⋯⋯⋯
　８．１　园林工程施工图预算的审查 ３０３⋯⋯⋯⋯⋯⋯⋯⋯⋯⋯⋯⋯⋯⋯⋯
　　８．１．１　园林工程施工图预算审查的意义和依据 ３０３⋯⋯⋯⋯⋯⋯⋯⋯
　　８．１．２　审查的方法 ３０５⋯⋯⋯⋯⋯⋯⋯⋯⋯⋯⋯⋯⋯⋯⋯⋯⋯⋯⋯⋯
　　８．１．３　审核工程预算的步骤 ３０５⋯⋯⋯⋯⋯⋯⋯⋯⋯⋯⋯⋯⋯⋯⋯⋯
　　８．１．４　审查施工图预算的内容 ３０６⋯⋯⋯⋯⋯⋯⋯⋯⋯⋯⋯⋯⋯⋯⋯
　８．２　园林工程结算 ３０８⋯⋯⋯⋯⋯⋯⋯⋯⋯⋯⋯⋯⋯⋯⋯⋯⋯⋯⋯⋯⋯
　　８．２．１　园林工程结算的概念和意义 ３０８⋯⋯⋯⋯⋯⋯⋯⋯⋯⋯⋯⋯⋯
　　８．２．２　园林工程结算的分类 ３０８⋯⋯⋯⋯⋯⋯⋯⋯⋯⋯⋯⋯⋯⋯⋯⋯
　　８．２．３　园林工程价款结算 ３０８⋯⋯⋯⋯⋯⋯⋯⋯⋯⋯⋯⋯⋯⋯⋯⋯⋯
　　８．２．４　园林工程竣工结算 ３１５⋯⋯⋯⋯⋯⋯⋯⋯⋯⋯⋯⋯⋯⋯⋯⋯⋯
　　８．２．５　工程款价差的调整 ３１９⋯⋯⋯⋯⋯⋯⋯⋯⋯⋯⋯⋯⋯⋯⋯⋯⋯
　　８．２．６　工程价款的核算 ３２１⋯⋯⋯⋯⋯⋯⋯⋯⋯⋯⋯⋯⋯⋯⋯⋯⋯⋯
　８．３　园林工程竣工决算 ３２２⋯⋯⋯⋯⋯⋯⋯⋯⋯⋯⋯⋯⋯⋯⋯⋯⋯⋯⋯
　　８．３．１　竣工决算的作用 ３２２⋯⋯⋯⋯⋯⋯⋯⋯⋯⋯⋯⋯⋯⋯⋯⋯⋯⋯
　　８．３．２　编制竣工决算所需的资料 ３２３⋯⋯⋯⋯⋯⋯⋯⋯⋯⋯⋯⋯⋯⋯
　　８．３．３　竣工决算的编制步骤 ３２４⋯⋯⋯⋯⋯⋯⋯⋯⋯⋯⋯⋯⋯⋯⋯⋯
　复习思考题 ３２４⋯⋯⋯⋯⋯⋯⋯⋯⋯⋯⋯⋯⋯⋯⋯⋯⋯⋯⋯⋯⋯⋯⋯⋯
　实验实训 ３２５⋯⋯⋯⋯⋯⋯⋯⋯⋯⋯⋯⋯⋯⋯⋯⋯⋯⋯⋯⋯⋯⋯⋯⋯⋯

９　计算机在园林工程计价中的应用 ３２７⋯⋯⋯⋯⋯⋯⋯⋯⋯⋯⋯⋯
　９．１　园林计价软件清单计价法操作流程 ３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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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目标】

了解合同法的概念、订立合同的程序和合同的违约责任；熟悉合同的变更、转让、终止、解除
的条件；掌握园林工程施工合同订立和履行的注意事项；熟悉工程合同条款确定的方法和枟建
设工程工程施工合同枠的基本内容。

【技能目标】

能编制一般园林工程施工合同。

1畅1　合同法
1畅1畅1　合同法概述

（１）合同和经济合同　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
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经济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为实现一定的经济目的，明确相互权利

义务关系而订立的合同。
（２）合同法　合同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为实现一定的经济目

的，明确相互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枠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

１９９９ 年 ３月 １５日通过，自 １９９９ 年 １０月 １日起施行。

1畅1畅2　合同的订立
合同的订立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其中要约和承诺是每一个合同都必需的程序。
（１）要约　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达，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①内容具体确定。



②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
（２）承诺　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
承诺应当在要约确定的期限内达到要求。
要约没有确定承诺期限的，承诺应当依照下列规定到达：
①要约以对话方式作出的，应当即时作出承诺，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②要约以非对话方式作出的，应以书面方式表达，双方同意后生效，承诺应当在合理期限内

达到。
承诺的内容应当与要约的内容一致。 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的，为新要

约。 有关合同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方法的变
更，是对要约内容的实质性变更。 承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非实质性变更的，除要约人及时反对
或者要约表明承诺不得对要约的内容作出任何变更的以外，该承诺有效，合同的内容以承诺的
内容为准。
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

1畅1畅3　合同的履行
合同的履行就是合同的主体按照法律或合同的规定，在适当的时间、地点以适当的方式完

成合同内容的行为，即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各自完成自己所应承担的义务。 合同生效后，当事人
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
标的是指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工程项目）。 标的价格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

府指导价的，在合同约定的交付期限内政府价格调整时，按照交付时的价格计价。 由于受委托
人的原因逾期交付标的物的，遇价格上涨时，按照原价格执行；价格下降时，按照新价格执行。
由于受委托人的原因逾期提取标的物或者逾期付款的，遇价格上涨时，按照新价格执行；价格下
降时，按照原价格执行。

1畅1畅4　有效合同和无效合同
１）合同的有效条件

（１）合同主体要合格　主体合格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合同的主体必须具有权利能力和行
为能力，代理人具有代理权并不得超越代理；二是作为合同的主体，其签订合同的范围不得超过
自己的经营范围。

（２）合同的内容要合法　内容要合法是指合同的标的合法以及标的数量、质量、价格均合
法。 同时，还包括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没有规避法律之意，对社会、对国家以及对他人均不得
造成损害。

（３）订立合同的形式和程序合法　合同法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
其他形式”。 口头合同简便易行，在日常生活中广泛运用。 但是，在发生纠纷时难以取证，不易
分清责任。 因此，对于不即时结清和比较重要的合同，一般不宜采取口头形式。 有关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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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了标准格式合同，应按照格式合同的形式订立。 程序合法是合同的要约和承诺符合法律
规定。

２）无效合同
无效合同是指已经签订的合同违反法律、法规或社会公共利益，从而开始没有法律约束力

的合同。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①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②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
③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④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⑤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不同类型的无效合同，往往具有不同的判定标准。 无效合同属于当然无效，它无需当事人

主张无效，法院或仲裁机关可主动审查其无效。

３）无效合同的处理
合同被确认无效后，视为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如果合同部分无效且不影响其他条款效力

的，其他部分有效。
（１）无效合同的财产后果　合同被确认无效以后，在当事人之间又产生新的债权债务关

系，有关当事人须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
①返还财产。 如果当事人依据无效合同而取得的对方财产应返还对方，否则变为不当

得利。
②折价赔偿。 如果依无效合同而取得的财产在法律上或事实上不能返还或不返还时，则当

事人须给予相应的折合价款赔偿。
③赔偿损失。 凡在主观上有过错致使合同无效的一方须赔偿对方的损失，即承担缔约过失

责任。 如果双方都有过错，则按各自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责任。
（２）无效合同的行政责任　合同无效往往是当事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结

果，所以他们有可能需要承担一定的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1畅1畅5　合同的变更和转让
１）合同的变更

（１）合同变更概念　合同的变更，又称变更合同，是指合同成立后履行前或在履行过程中，
因所签合同所依据的主客观情况发生变化，而由双方当事人依据法律法规和合同规定对原合同
内容进行的修改和补充。 合同的变更仅指合同内容的变更，而不包括合同主体的变更。

（２）合同变更的条件　合同依法订立后，当事人一方不得擅自变更，但经当事人双方协调、
达成一致，合同是可以变更的，变更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对原合同的修改，保障合同更好地履行和
一定目的的实现，当事人变更合同，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①当事人双方协商同意。 如果某些合同订立后，由于客观情况发生了变化，合同当事人协
商同意，可以变更合同，但不得因变更合同而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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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当事人事先约定，一方在约定事由发生时享有合同变更权的，当这种约定事由发生时，当
事人一方有权变更合同。

③法律规定当事人一方在法定事由发生时有合同变更权的，当这种法定事由发生时，当事
人一方有权变更合同。

２）合同的转让
（１）合同转让的概念　合同的转让，是合同当事人一方同第三人达成协议，将合同权利义

务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 合同的转让实际上就是合同主体的变更。
（２）合同转让的类型
①合同权利转让。 在合同成立后，一方当事人将合同中的权利转让与第三人，称作权利

转让。
②合同义务转让。 合同成立后，合同一方当事人向第三方转移义务，称义务转让。 转让给

第三人的义务，必须在法律上或者合同性质上是不被禁止的，具有可转移性的义务。 义务的转
让，必须经双方当事人的同意；义务转让成立后，原合同权利、合同义务不变。

1畅1畅6　合同的终止与解除
１）合同的终止

（１）合同终止的概念　合同终止就是合同关系的消灭，而合同中止是合同关系的暂时停
止。 前者合同不能够恢复，而后者合同可以恢复。

（２）合同终止的原因
①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就是合同因履行而消失，债权债务因清偿而消灭。
②合同解除的结果也是合同关系的消灭。
③债务相互抵消，就是合同双方当事人互负债时，各自用其债权来充当债务的清偿，从而使

其债务与对方的债务在对等额内相互消灭。
④债务人依法将标的物提存，就是债务人将无法清偿的标的物交有关部门保存以消灭合同

关系的行为。
⑤债权人免除债务，就是债权人以消灭为目的而抛弃债权的意思表示。
⑥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 债的关系须由债权人和债务人同时存在方能成立，当债权人和债

务人合为一人时，债权债务就当然消灭。
⑦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 当事人约定的其他情形，如当事人约定的解

除条件成立、消灭终止的期限届满。 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２）合同的解除
（１）合同解除的概念　合同解除，是指在合同有效成立后，根据法律规定或在合同有约定

或双方的协议，使基于合同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归于消灭的行为。 合同解除有协议解除和法定
解除两种形式。 法定解除是解除条件由法律直接规定的合同解除。

（２）法定解除的条件
①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不可抗力是当事人在一定条件下不能预见或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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