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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油气田地面建设工程和长输管道工程

其他费用及预备费计费标准》的通知 

 

管理局有限公司、分公司各单位，机关各部门： 

为完善油气田地面建设工程、长输管道工程计价标准体系，

规范可行性研究投资估算、初步设计概算编制和其他费用计取，

结合胜利油田地面工程建设实际，制定了《油气田地面建设工程

和长输管道工程其他费用及预备费计费标准》（以下简称“本标

准”）。现印发给你们，望遵照执行，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标准适用于胜利油田油（气）田地面建设工程、长输

管道工程等新建、改（扩）建项目。 

二、本标准是编制可行性研究投资估算、初步设计概算其他

费用和预备费的依据，是其他费用签订合同和结算的参考。本标

准与《石油地面建设工程估价指标（胜利油田分公司）》、《中

国石化天然气长距离输送管道工程估算和概算指标》等配套使用。 

中国石化集团胜利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工程建设管理部 

中国石化股份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工程建设管理部 
文件 



 

三、本标准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已签订合同的仍按原合同及

有关规定执行。 

四、本标准由工程建设管理部负责管理、解释。在执行过程

中，如有问题和意见，请及时反馈给工程建设管理部。 

 

 

二〇二一年六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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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一、为完善油气田地面建设工程、长输管道工程计价标准体系，规范可行

性研究投资估算、初步设计概算编制和费用计取，为投资管理部门项目审查、

投资决策提供依据，在中石化《油气田地面工程和长输管道工程其他费及预备

费计费标准》的基础上，结合胜利油田地面工程建设实际，制定了《油气田地

面建设工程和长输管道工程其他费用及预备费计费标准》（以下简称“本标准”）。 

二、本标准适用于胜利油田油（气）田地面建设工程、长输管道工程等新

建、改扩建项目。 

三、本标准是编制可行性研究投资估算、初步设计概算其他费用和预备费

的依据，是其他费用签订合同和结算的参考。本标准与《石油地面建设工程估

价指标（胜利油田分公司）》、《中国石化天然气长距离输送管道工程估算和

概算指标》等配套使用。 

四、工程建设其他费用是指建设期发生的与土地使用权取得、整个工程项

目建设以及未来生产经营有关的构成建设投资但不包括在工程费用中的费用。

主要包括前期工作费、土地使用及补偿费、专项评价费、建设管理费、勘察设

计费、工程检测费等。 

五、预备费是指在建设期内因各种不可预见因素的变化而预留的可能增加

的费用，包括基本预备费和价差预备费。 

六、本标准所列费用共 47项：其中其他费用 45项，预备费 2项。详见表 1。 

七、本标准中各费用项目是否计列应根据工程项目具体情况和特点而定，

应计入工程投资但本标准未列的费用项目，可依据相关规定计列。 

八、本标准中所列各项费用的计费基数和计算结果均不含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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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和预备费组成表 

费用项目类别 费用项目名称 

其他费用 

一、前期工作费 
1.可行性研究费 

2.项目核准申请报告编制费 

二、土地使用及补偿费 

3.土地补偿费 

4.海域使用金 

5.其他补偿费 

三、专项评价费 

6.环境影响评价及验收费 

7.安全预评价及验收费 

8.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及控制效果评价费 

9.节能评估费 

10.水土保持评价及验收费、水土保持监测费 

11.地震安全性评价费 

12.压覆矿产资源评价费 

13.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价费 

14.防洪评价费 

15.森林资源资产评估调查费 

16.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和评估费 

17.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及安全完整性评价费 

18.海域使用论证费 

19.通航安全影响论证和评估费 

20.文物调查费 

四、建设管理费 

21.建设单位管理费 

22.工程质量监管费 

23.工程监理费 

24.工程保险费 

25.工程招标费 

26.工程造价咨询费 

27.项目管理承包费 

28.设计审查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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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项目类别 费用项目名称 

五、勘察设计费 

29.工程勘察费 

30.工程设计费 

31.工程数字化交付费 

六、工程检测费 

32.特殊设备安全监督检验费 

33.计量器具标定费 

34.海洋石油生产设施建造检验费 

35.海洋设施专业设备检验费 

36.桩基检测费 

 其他费用 七、其他相关费用 

37.联合试运转费 

38.生产准备费 

39.拆除清理费 

40.临时设施费 

41.超限设备运输特殊措施费 

42.引进技术和进口设备材料其他费 

43.研究试验费 

44.专利及专有技术使用费 

45.建设项目行政事业性费用 

预备费 
46.基本预备费 

47.价差预备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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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其他费用 

一、前期工作费 

1.可行性研究费 

(1) 费用内容 

可行性研究费是指在工程项目投资决策阶段，对有关建设方案、技术方案

或生产经营方案进行的技术经济论证，以及编制、评估可行性研究报告等所需

的费用。包括编制和评估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建议书、预可行性研究报告，

以及编制选址报告、设计委托书等咨询服务收费。 

(2) 计算方法 

可行性研究费＝计费基价×专业调整系数 

可行性研究费计费基价按表 2 计取，采用直线内插法计算。专业调整系数

见表 3。 

其他设计前期工作如需单独计费，其计费标准以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费为

基数乘以编制系数计算。其中编制预可行性研究报告、建设方案的系数均为 0.5，

编制选址报告的系数为 0.2，编制设计委托书的系数为 0.1。 

油气田地面建设工程和长输管道工程原则上不计取评估费用。 

表 2 可行性研究费计费基价表 

序号 
项目总投资 

（亿元） 

编制项目建议

书（万元） 

编制可行性研究

报告（万元） 

评估项目建议

书（万元） 

评估可行性研究

报告（万元） 
备注 

1 0.005 及以下 / 1.5 / 0.70 含 0.005 亿元 

2 0.005～0.01 / 1.5～2.0 / 0.70～0.85 含 0.01 亿元 

3 0.01～0.02 / 2.0～3 / 0.85～1 含 0.02 亿元 

4 0.02～0.05 / 3～5 / 1～2 含 0.05 亿元 

5 0.05～0.1 / 5～8 / 2～3 含 0.1 亿元 

6 0.1～0.3 / 8～12 / 3～5 含 0.3 亿元 

7 0.3～1 6～14 12～28 4～8 5～10 含 1 亿元 

8 1～5 14～37 28～75 8～12 10～15 含 5 亿元 

9 5～10 37～55 75～110 12～15 15～20 含 1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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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总投资 

（亿元） 

编制项目建议

书（万元） 

编制可行性研究

报告（万元） 

评估项目建议

书（万元） 

评估可行性研究

报告（万元） 
备注 

10 10～50 55～100 110～200 15～17 20～25 含 50 亿元 

11 50～100 100～125 200～250 17～20 25～35 含 100 亿元 

12 100～500 125～400 250～800 20～35 35～70 含 500 亿元 

13 500 以上 
按超出投资的

0.06‰计算 

按超出投资的 

0.12‰计算 

按超出投资的

0.06‰计算 

按超出投资的 

0.12‰计算 
 

表 3 专业调整系数表 

序号 专业类别 调整系数 

1 石油、天然气、水利工程 1.2 

2 新能源 1.0 

3 建筑工程 0.8 

4 公路、铁道工程 0.7 

2.项目核准申请报告编制费 

(1) 费用内容 

项目核准申请报告编制费是指根据有关规定，需报国家和省级投资主管部

门核准的建设项目核准申请报告编制费用。 

(2) 计算方法 

项目核准申请报告编制费＝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费×编制系数 

报国家核准的编制系数为 0.15，报省级核准的编制系数为 0.1。 

二、土地使用及补偿费 

3.土地补偿费 

(1) 费用内容 

土地补偿费是指建设项目使用土地应支付的费用，包括征地补偿费和临时

土地补偿费，以及由于使用土地发生的其他有关费用。 

① 征地补偿费是指为获得工程项目建设用地的使用权而在建设期内发生

的费用。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方式主要有划拨、出让和转让等 3 种方式。其中通

过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而支付的土地征用及迁移补偿费的费用内容包括土

地补偿费，青苗补偿费和被征用土地上的房屋、水井、树木等附着物补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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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补助费，缴纳的耕地占用税或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登记费、征地动迁费

等。 

② 临时土地补偿费是指临时使用土地发生的相关费用，包括地上附着物和

青苗补偿费、土地补偿费、土地复垦费、地役权设立费以及其他税费等。 

③ 其他有关费用是指由于使用土地发生的相关费用，如水土保持补偿费、

土地预审及报批相关费用、占用及补划基本农田评价费、震动、噪音补偿费等。 

(2) 计算方法 

土地补偿费按照国家、山东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相关规定执行。相关文

件详见附件 1。 

对于建设用地上需迁建的建（构）筑物，其发生的迁建补偿费应按迁建补

偿协议计列或按新建相同项目的工程造价计算。 

对于建设用地上需建设单位自行拆除的建（构）筑物，其发生的拆除清理

费在“拆除清理费”中计算。 

4.海域使用金 

(1) 费用内容 

海域使用金是指国家以海域所有者身份依法出让海域使用权，而向取得海

域使用权的单位和个人收取的权利金。 

(2) 计算方法 

海域使用金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执行。相关文件详见附件 2。 

5.其他补偿费 

(1) 费用内容 

其他补偿费是指项目涉及到的对房屋、市政、铁路、公路、管道、通信、

电力、河道、水利、厂区、林区、保护区、矿区、园林等不附属于建设用地的

相关建（构）筑物或设施的补偿费用。 

(2) 计算方法 

其他补偿费按照国家、山东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相关规定执行。相关文

件详见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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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项评价费 

6.环境影响评价及验收费 

(1) 费用内容 

环境影响评价及验收费是指为全面、详细评价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产生的

污染或造成的重大影响，而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含大纲）、环境影响评

价报告表等所需的费用，以及建设项目竣工验收阶段进行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和

环境监测、编制环境保护验收报告所发生的费用。 

(2) 计算方法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 2021版》和《中国石化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简化管理名录（试行）》的通知(中国石化能评〔2015〕7号)，

需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报告表、登记表的建设项目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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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表 

序号 项目类别            报 告 书 报 告 表 登 记 表 

1 
海水淡化处理；其他水

的处理、利用与分配 
/ 全部 

1、生产设施维护类  

⑴生产企业更换同等规模设备；设备检维修、消防

设施更新、安全隐患治理等不涉及污染物排放的改

造项目。⑵生产装置更换相同的填料、催化剂。⑶

各类已建码头、滩海陆岸井台和进井路加固、维修、

养护。⑷现有海塘、堤防、泵闸等防洪设施的加固、

维修。⑸企业现有用地范围内，不涉及污染物总量

变化的污染治理设施改造项目，以及公用工程管线

改造项目。⑹应急抢险状态下的滑坡治理、危岩整

治、救灾防灾工程。⑺其它不涉及原装置的性质、

规模、地点、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

坏的措施发生变动，不引起环境影响变化的生产优

化项目。 

2、生活服务设施项目 

⑴居民小区管道（天然气、供暖、生活用水、生活

污水）改造、维修项目。⑵居民小区垃圾房、垃圾

压缩站改造项目。⑶不涉及新增建筑面积的房屋改

造、抗震加固等房屋装修工程，居民小区内雨污分

流排水系统改造，拆房、修缮工程、外立面改造等

项目。⑷涉及绿化类项目（公共绿地等）；场地平

整、土地整治等工程行为。⑸路灯、护栏安装与拆

除，其他小型市政设备更换和维修等项目。⑹不涉

及路面拓宽，不增减机动车道的路面改造工程。 

2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含

污水处理污泥）、建筑

施工废弃物处置及综合

利用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含污水处理污

泥）采取填埋、焚烧（水泥窑协同

处置的改造项目除外）方式的 

其他 

3 陆地石油开采 

石油开采新区块开发；页岩油开采；

涉及环境敏感区的（含内部集输管

线建设） 

其他 

4 陆地天然气开采 

新区块开发；年生产能力 1 亿立方

米及以上的煤层气开采；涉及环境

敏感区的（含内部集输管线建设） 

其他 

5 

原油、成品油、天然气

管线（不含城市天然气

管线；不含城镇燃气管

线；不含企业厂区内管

道） 

新建涉及环境敏感区的  其他 

6 

危险品仓储（不含加油

站的油库；不含加气站

的气库） 

总容量 20 万立方米及以上的油库

（含油品码头后方配套油库）；地

下油库；地下气库 

其他（含有毒、有害、危险品的

仓储；含液化天然气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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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类别            报 告 书 报 告 表 登 记 表 

7 

热力生产和供应工程

（包括建设单位自建自

用的供热工程） 

燃煤、燃油锅炉总容量 65 吨/小时

（45.5 兆瓦）以上的 

燃煤、燃油锅炉总容量 65 吨/

小时（45.5 兆瓦）及以下的；

天然气锅炉总容量 1 吨/小时

（0.7 兆瓦）以上的；使用其他

高污染燃料的（高污染燃料指国

环规大气〔2017〕2 号《高污染

燃料目录》中规定的燃料） 

3、电气（设备） 

⑴100 千伏及以下的输变电项目。⑵已建变电站内

电气与设备（电压等级不变）的更新改造。 

4、信息系统  

⑴不涉及土建施工的信息系统建设、升级项目。⑵

不涉及新征土地的空气、水质、噪声、辐射环境自

动监测站、在线监测系统安装和建设项目。 

5、非安装设备采购项目。 
8 

围填海工程及海上堤坝

工程 

围填海工程；长度 0.5 千米及以上

的海上堤坝工程 
其他 

9 
海洋矿产资源勘探开发

及其附属工程 

新区块油气开发及其附属工程；污

水日排放量 1000 立方米及以上或

年产油量 20 万吨及以上的海洋油

气开发及其附属工程；挖沟埋设单

条管道长度 20 千米及以上或涉及

环境敏感区的油气集输管道、电

（光）缆工程；海洋（海底）矿产

资源开发（包括天然气水合物开发；

海砂开采；矿盐卤水开发；海床底

温泉开发；海底地下水开发等工程） 

其他（不含海洋油气勘探工程；

不含不在环境敏感区内且排污

量未超出原环评批复排放总量

的海洋油气调整井工程；不含为

油气开采工程配套的海底输水

及输送无毒无害物质的管道、电

（光）缆原地弃置工程） 

海洋油气勘探工程；不在环境敏感区内且排污量未

超出原环评批复排放总量的海洋油气调整井工程；

为油气开采工程配套的海底输水及输送无毒无害物

质的管道、电（光）缆原地弃置工程 

10 
海底隧道、管道、电（光）

缆工程 

海底隧道工程；挖沟埋设单条管道

长度 20 千米及以上的海上和海底

电（光）缆工程、海上和海底输水

管道工程、天然气及无毒无害物质

输送管道工程；长度 1 千米及以上

的海上和海底有毒有害及危险品物

质输送管道等工程；涉及环境敏感

区的海底管道、电（光）缆工程 

其他（海底输送无毒无害物质的

管道及电（光）缆原地弃置工程

除外） 

海底输送无毒无害物质的管道及电（光）缆原地弃

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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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类别            报 告 书 报 告 表 登 记 表 

11 

脱硫、脱硝、除尘、VOCs

治理等大气污染治理工

程 

/ / 全部 

12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 

新建、扩建日处理 10 万吨及以上城

乡污水处理的；新建、扩建工业废

水集中处理的 

新建、扩建日处理 10 万吨以下

500 吨及以上城乡污水处理的；

新建、扩建其他工业废水处理的

（不含建设单位自建自用仅处

理生活污水的；不含出水间接排

入地表水体且不排放重金属的） 

其他（不含提标改造项目；不含化粪池及化粪池处

理后中水处理回用；不含仅建设沉淀池处理的） 

13 

陆上风力发电；太阳能

发电（不含居民家用光

伏发电）；其他电力生

产（不含海上的潮汐能、

波浪能、温差能等发电） 

涉及环境敏感区的总装机容量 5 万

千瓦及以上的陆上风力发电 

陆地利用地热、太阳能热等发

电；地面集中光伏电站（总容量

大于 6000 千瓦，且接入电压等

级不小于 10 千伏）；其他风力

发电 

其他光伏发电 

注：环境敏感区是指依法设立的各级各类保护区域和对建设项目产生的环境影响特别敏感的区域，主要包括下列区域：1) 国家公园、自然

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海洋特别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2) 除（一）外的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范围，永久基本

农田、基本草原、自然公园（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海洋公园等）、重要湿地、天然林，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生

长繁殖地，重要水生生物的自然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和洄游通道，天然渔场，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沙化土地封禁保护

区、封闭及半封闭海域；3) 以居住、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研、行政办公为主要功能的区域，以及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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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验收的费用，可按照协议和合同要求计

列。陆上油气田地面建设工程、长输管道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验收费

用按以下标准执行。 

① 环境影响评价费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编制费＝计费基价×调整系数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编制费＝计费基价×（1＋专题个数/2）×调整系数 

环境一般区域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编制费的计费基价按表 5计取，

采用直线内插法计算。环境敏感区域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编制费在表 5

的计费基价基础上乘以 1.5的调整系数。 

以下情况需增加评价专题：新增建设用地的项目增加生态专题；石油行业

项目增加风险专题；有加热设备（包括锅炉、加热炉等加热设备，电加热设备

除外）的项目增加大气专题；注水泵站建设项目增加噪声专题。 

环境影响评价阶段发生的环境监测、地下水评价等费用需根据实际情况单

独计算。 

表 5 环境一般区域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计费基价表 

序号 工程费用（亿元） 报告书（万元） 报告表（万元） 备注 

1 0.3 及以下 4.4～5.3 0.9～1.8 含 0.3 亿元 

2 0.3～2 5.3～13.2 1.8～3.5 含 2 亿元 

3 2～10 13.2～30.8 3.5～6.2 含 10 亿元 

4 10～50 30.8～66 

6.2 以上 

含 50 亿元 

5 50～100 66～96.8 含 100 亿元 

6 100 以上 96.8  

 

② 环境影响评价验收费 

环境影响评价验收报告编制费＝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编制费×0.9 

环境影响评价验收阶段发生的环境监测费用需根据实际情况单独计算。 

7.安全预评价及验收费 

(1) 费用内容 

安全预评价及验收费是指为预测和分析建设项目存在的危害因素种类和危

险危害程度，提出先进、科学、合理可行的安全技术和管理对策，而编制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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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编写安全评价报告书等所需的费用，以及在竣工阶段验收时所发生的费

用。 

(2) 计算方法 

根据《关于印发<中国石化建设项目安全、职业病防护、消防设施“三同时”

管理办法>的通知》（中国石化安〔2018〕448号），无需开展项目安全预评价

的建设项目见表 6（如国家或所在地政府有相关规定，从其规定）。 

表 6 无需开展项目安全预评价的建设项目类型表 

序号  建设项目类别  

1  油田企业不涉及油气井、地面油气处理设施（原油、天然气站场）的建设项目。  

2  

不涉及在役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装置（设施）的项目，不涉及伴有危险化学品产生的

生产装置（设施）的项目。如：  

①输变电项目和电气与设备更新改造的项目；  

②仪表自动化、通信系统的改造项目；  

③建（构）筑物建造项目；  

④供热、供水（含消防水）、供电、供汽的项目；  

⑤加热炉和锅炉节能、除尘、非危化品垃圾填埋的项目；  

⑥抗震加固、道路建设的项目。 

3  

①陆上油气长输管道建设项目不涉及管道、站场、油库或地下储气库新建、改建、扩建

的项目；  

②管道路由没有发生重大改变、输送压力和输送量没有改变的管道改建项目。 

4  生产、储存装置（设施）更新相同规模或材质的设备、管线的项目。  

5  在原址不调整规模、间距不发生变化的生产、储存装置（设施）检维修的项目。  

6  生产装置更换相同填料、内件、催化剂、吸附剂的项目。 

 

安全预评价及验收费计费标准：油气田地面建设工程按表 7、长输管道工程

按表 8计取，采用直线内插法计算。其中安全预评价占比 45％，安全验收评价

占比 55％。原则上不计取编制安全生产条件和设施综合分析报告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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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油气田地面建设工程安全预评价及验收费计费标准表 

序号 工程费用（亿元） 计费标准（万元） 备注 

1 0.3 及以下 2～15 含 0.3 亿元 

2 0.3～1 15～25 含 1 亿元 

3 1～2 25～50 含 2 亿元 

4 2～10 50～100 含 10 亿元 

5 10～50 100～200 含 50 亿元 

表 8 长输管道工程安全预评价及验收费计费标准表 

序号 管道长度（km） 计费标准 备注 

1 100 及以下 30～65 万元 含 100km 

2 100～500 65～105 万元 含 500km 

3 500～1000 2100～1600 元/km 含 1000km 

4 1000～3000 1600～1200 元/km 含 3000km 

5 3000 以上 不大于 1200 元/km  

 

8.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及控制效果评价费 

(1) 费用内容 

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及控制效果评价费是指建设项目因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

而编制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所需的费用。 

(2) 计算方法 

根据《关于印发<中国石化建设项目安全、职业病防护、消防设施“三同时”

管理办法>的通知》（中国石化安〔2018〕448号），不需要编制职业病危害预

评价及控制效果评价报告的建设项目见表 9（如国家或所在地政府有相关规定，

从其规定）。 

表 9 不需要编制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及控制效果评价报告的建设项目项目类型表 

序号 建设项目类别  举例  

1 
建成后不产生职业卫生危害的建设项

目  

1.办公场所、食堂、宿舍、培训基地等建设及

其整修（不涉及实验室等）  

2.道路、桥梁建设及维修  

3.绿化、停车场等基础设施建设与改造 

4.仪表自动化及通信系统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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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建设项目类别  举例  

2 
不新增职业卫生危害、不改变原有职

业病危害浓（强）度水平的建设项目  

生产、储存装置（设施）更新相同规模或材质

的设备或管线、管廊改造、电力线更新、原址不

调整生产及储存装置规模的检维修等   

3 

不涉及新增职业卫生危害且建成后能

消除或者降低原工作场所职业卫生危

害浓（强）度水平的建设项目  

1.隐患治理  

2.噪声设备优化  

3.余热利用  

4.油气回收  

5.密闭化改造  

4 
建成后仅有噪声主要危害且作业场所

噪声强度低于 70dB（A）的建设项目  
地热供暖  

5 其他项目 房屋、已处理合格的废旧装置拆除等 

 

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及控制效果评价费计费标准：油气田地面建设工程按表

10、长输管道工程按表 11计取，采用直线内插法计算。其中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占比 40％，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占比 60％。 

表 10 油气田地面建设工程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及控制效果评价费计费标准表 

序号 
涉及新增职业病危害评价的 

单位工程费用（亿元） 
计费标准（万元） 备注 

1 0.3 及以下 5～14 含 0.3 亿元 

2 0.3～1 14～23 含 1 亿元 

3 1～2 23～38 含 2 亿元 

4 2～10 38～75 含 10 亿元 

5 10～50 75～140 含 50 亿元 

 

表 11 长输管道工程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及控制效果评价费计费标准表 

序号 管道长度（km） 计费标准 备注 

1 100 及以下 20～60 万元 含 100km 

2 100～500 60～100 万元 含 500km 

3 500～1000 2000～1550 元/km 含 1000km 

4 1000～3000 1550～1000 元/km 含 3000km 

5 3000 以上 不大于 1000 元/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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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节能评估费 

(1) 费用内容  

节能评估费是指对建设项目的能源利用是否科学合理进行分析评估，编制

节能报告和评估所需的费用。 

(2) 计算方法 

根据《胜利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 胜利油田分公司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

查管理办法》（胜油局发〔2021〕232号）的相关规定，年综合能源消费量 1000

吨（含）标准煤或年电力消费量 500 万千瓦时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应编

制节能报告。 

节能评估报告书计费标准按表 12计取，采用直线内插法计算。 

表 12 节能评估报告书计费标准表 

序号 工程费用（亿元） 计费标准（万元） 备注 

1 0.5 及以下 2～10 含 0.5 亿元 

2 0.5～2 10～15 含 2 亿元 

3 2～10 15～25 含 10 亿元 

4 10～50 25～45 含 50 亿元 

5 50～100 45～60 含 100 亿元 

 

10.水土保持评价及验收费、水土保持监测费 

(1) 费用内容 

水土保持评价及验收费、水土保持监测费是指对建设项目在生产建设过程

中可能造成水土流失进行预测，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技

术评估报告所需的费用，以及在施工期间监测所发生的费用。 

(2) 计算方法 

需要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技术评估报告的项目，按

照以下标准计取。 

根据《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加强水土保持监管的意

见》（水保〔2019〕160号）的相关规定，报告书和报告表的划分见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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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和报告表划分表 

文件类型 占地面积/土石方量 

水土保持方案

报告书 

根据项目可研报告及其批复中的征占地面积在 50000m
2
（含）以上或者挖填土

石方总量在 50000m
3
（含）以上的生产建设项目 

水土保持方案

报告表 

根据项目可研报告及其批复中的征占地面积在 5000m
2
（含）以上 50000m

2
以下

或者挖填土石方总量在 1000m
3
（含）以上 50000m

3
以下的生产建设项目 

 

水土保持评价及验收费计费标准：油气田地面建设工程按表 14、长输管道

工程按表 15 计取，采用直线内插法计算。其中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编制占比

70％，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技术评估报告编制占比 30％。编制水土保持方案

报告表如需发生费用，原则上不应超过 2万元。 

表 14 油气田地面建设工程水土保持评价及验收费计费标准表 

序号 工程费用（亿元） 计费标准（万元） 备注 

1 0.3 及以下 2～7 含 0.3 亿元 

2 0.3～1 7～15 含 1 亿元 

3 1～2 15～25 含 2 亿元 

4 2～10 25～75 含 10 亿元 

5 10～50 75～110 含 50 亿元 

表 15 长输管道工程水土保持评价及验收费计费标准表 

序号 管道长度（km） 计费标准 备注 

1 100 及以下 20～60 万元 含 100km 

2 100～500 60～160 万元 含 500km 

3 500～1000 3200～2650 元/km 含 1000km 

4 1000～3000 2650～2100 元/km 含 3000km 

5 3000 以上 不大于 2100 元/km  

 

需要水土保持监测的项目，其水土保持监测费按照水土保持评价及验收费

的 0.8～1.4倍计列，其中施工期当年完成的项目按照 0.8 倍计算，跨年项目按

照 1倍计算，三年及以上项目按照 1.4 倍计算。 

11.地震安全性评价费 

(1) 费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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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安全性评价费是指通过对建设工程场地条件和场地周围的地震活动与

地震地质环境的分析，按照工程设防的风险水准，给出与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相

应的地震烈度和地震动参数，以及场地的地震地质灾害预测结果，并编制评价

报告和评估所需的费用。 

(2) 计算方法 

根据《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2019年修正本）》的要求，下列建设工

程应当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1)国家重大建设工程；2)受地震破坏后可能引发

水灾、火灾、爆炸、剧毒或者强腐蚀性物质大量泄露或者其他严重次生灾害的

建设工程，包括水库大坝、堤防和贮油、贮气，贮存易燃易爆、剧毒或者强腐

蚀性物质的设施以及其他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3)受地震破坏后

可能引发放射性污染的核电站和核设施建设工程；4) 省、自治区、 直辖市认

为对本行政区域有重大价值或者有重大影响的其他建设工程。 

地震安全性评价费按照附件 4的相关文件计取，若现有数据不支持用附件 4

计取时，则按照以下标准计取：油气田地面建设工程按表 16、长输管道工程按

表 17计取，采用直线内插法计算。 

表 16 油气田地面建设工程地震安全性评价费计费标准表 

序号 工程费用（亿元） 计费标准（万元） 备注 

1 2 及以下 3～10 含 2 亿元 

2 2～10 10～30 含 10 亿元 

3 10～50 30～50 含 50 亿元 

表 17 长输管道工程地震安全性评价费计费标准表 

序号 管道长度（km） 计费标准 备注 

1 100 及以下 10～30 万元 含 100km 

2 100～500 30～60 万元 含 500km 

3 500～1000 1200～1000 元/km 含 1000km 

4 1000～3000 1000～800 元/km 含 3000km 

5 3000 以上 不大于 800 元/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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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压覆矿产资源评价费 

(1) 费用内容 

压覆矿产资源评价费是指对需要压覆重要矿产资源的建设项目，编制压覆

重要矿产评价报告和评估所需的费用。 

(2) 计算方法 

需要计取压覆矿产资源评价费的项目，按照以下方法计取。 

压覆矿产资源评价计费标准：长输管道工程按表 18计取，采用直线内插法

计算。 

表 18 长输管道工程压覆矿产资源评价费计费标准表 

序号 管道长度（km） 计费标准 备注 

1 100 及以下 10～20 万元 含 100km 

2 100～500 20～50 万元 含 500km 

3 500～1000 1000～900 元/km 含 1000km 

4 1000～3000 900～550 元/km 含 3000km 

5 3000 以上 不大于 550 元/km  

13.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价费 

(1) 费用内容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价费是指在地质灾害易发区内进行工程建设和编制总体

规划时，就其遭受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以及工程建设中、建成后和规划实施中

引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作出评价，提出预防治理措施，编制地质灾害危险性评

价报告和组织报告评审所需的费用。 

(2) 计算方法 

需要计取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价费的项目，按照以下标准计取。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价费＝计费基价×工程规模调整系数 K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价计费基价按表 19计取。工程规模调整系数 K见表 20。 

评估阶段中发生的工程勘察费用，需按照本标准中工程勘察费的计费标准

单独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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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价计费基价表 

序号 
地质环境条件 

复杂程度分类 

油气田工程 

（万元） 

长输工程 

（万元） 
分类说明 

1 地质环境复杂 7 8.1 

1.地质灾害发育强烈； 

2.地形与地貌类型复杂； 

3.地质构造复杂、岩性岩相变化大，岩土体工程

地质性质不良； 

4.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条件不良； 

5.破坏地质环境的人类工程活动强烈 

以上 5 项条件中，有一条符合即划为复杂类型 

2 地质环境中等 5.9 7 

1.地质灾害发育中等； 

2.地形较简单，地貌类型单一； 

3.地质构造较复杂，岩性岩相不稳定，岩土体工

程地质性质较差； 

4.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条件较差； 

5.破坏地质环境的人类工程活动较强烈 

3 地质环境简单 4.9 5.9 

1.地质灾害一般不发育； 

2.地形简单，地貌类型单一； 

3.地质构造较简单，岩性单一，岩土体工程地质

性质良好； 

4.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条件良好； 

5.破坏地质环境的人类工程活动一般 

 

表 20 工程规模调整系数表 

序号 工程类别 工程规模调整系数 K 

1 
长输管道工程 

（管道长度 L，单位 km） 

L≤30；K＝1.0 

L＞30；K＝1＋（L-30）/50 

2 
油气田工程 

（评价面积 S，单位 km
2
） 

S≤5；K＝1.0 

S＞5；K＝1＋（S-5）/10 

14.防洪评价费 

(1) 费用内容 

防洪评价费是指对河道管理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的非防洪建设项目，

包括道路、桥梁、隧道、轨道交通、水闸、箱涵、管道、缆线、泵站、码头、

取水口、排放口等永久或临时建设项目，就项目建设对现有工程的影响和洪水

对建设项目的影响进行客观的分析评价，并编制防洪评价报告和评估所需的费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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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计算方法 

胜利东部油区管道穿越市、县级政府主管河道时，一般需要计取防洪评价

费。相关地市的政府主管河道见表 21。 

防洪评价费按照国家、山东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中石化相关规定执行，

若无相关规定可参照以往同类项目发生情况计列。 

表 21 相关地市政府主管河道表 

地区 主管河道 编制报告类型 

东营市  
小清河、支脉河、溢洪河、广利河、武家大沟、老广蒲河、

五六干合排、马新河、沾利河、草桥沟、挑河、神仙沟 
评价报告  

垦利区  
张镇河、小岛河、永丰河、三排沟、清户沟、双河干渠、

五七渠、十八户干渠、永安一分干、永安二分干  
防洪预案  

广饶县  淄河、预备河、小河子  评价报告  

利津县  太平河、褚官河  评价报告 

德州市临邑县  

徒骇河、引黄总干、禹临河、春风河、临商河、德惠新河、

马颊河、兴临河、徒德河、耿庵河、北四分干、向阳沟、

尹家干沟、王叔干沟、临商公路沟、济德公路沟西、济德

公路沟南、东水西调 

评价报告 

滨州市  

潮河、秦口河、土马沙河、孝妇河、杏花河、北支新河、

德惠新河、马颊河、支脉河、预备河、白杨河、徒骇河、

小清河  

评价报告 

济南市商河县  

徒骇河、德惠新河、临商河、商中河、商东河、改碱河、

丰收河、徒骇河古道、沙河、土马河、引黄输水渠、备战

河、付太沟、章又干沟、清水干沟、丰源河  

评价报告 

济南市济阳县 六六河 评价报告 

禹城市 

徒骇河、引黄总干、五分干、禹临河、幸福河、朱家河、

土马河、赵牛新河、新赵牛河、丰产河、担丈河、沈电新

河、老赵牛河、洛北干、施女河、邓金河、赵徒干沟、苇

河、管氏河、圣经河、四新河、如意湖、丰收河、西普天

河、东普天河、团结河、友谊沟、东辛干 

评价报告 

15.森林资源资产评估调查费 

(1) 费用内容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调查费是指对森林、林木、林地、森林景观资产以及与

森林资源相关的其他资产进行调查评估所发生的费用。调查主要内容包括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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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林木资产调查、林地林木流转等评估核查、林地林木流转等项目资产调查

和森林资源灾害损失评估等。 

(2) 计算方法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调查费按照国家、山东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中石化

相关规定执行，若无相关规定可参照以往同类项目发生情况计列。 

16.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和评估费 

(1) 费用内容 

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和评估费是指对重点建设项目编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

告并进行综合评价所需的费用。 

(2) 计算方法 

需要计取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和评估费的项目，按照以下方法计取。 

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和评估费计费标准：油气田地面建设工程按表 22、长输

管道工程按表 23计取，采用直线内插法计算。 

表 22 油气田工程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和评估费计费标准表 

序号 工程费用（亿元） 计费标准（万元） 备注 

1 0.3 及以下 2-9 含 0.3 亿元 

2 0.3-2 9-12 含 2 亿元 

3 2-10 12-25 含 10 亿元 

4 10-50 25-50 含 50 亿元 

表 23 长输管道工程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和评估费计费标准表 

序号 管道长度（km） 计费标准 备注 

1 100 及以下 10～40 万元 含 100km 

2 100～500 40～100 万元 含 500km 

3 500～1000 2000～1600 元/km 含 1000km 

4 1000～3000 1600～1400 元/km 含 3000km 

5 3000 以上 不大于 1400 元/km  

17.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及安全仪表完整性评价费 

(1) 费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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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英文简称：HAZOP）及安全仪表完整性评价（英文简

称：SIL）费是指对于具有流程性工艺特征的新、改、扩建项目进行工艺危害分

析和对安全仪表系统的设置水平及可靠性进行定量评估所发生的费用。 

(2) 计算方法 

根据《关于印发<中国石化建设项目安全、职业病防护、消防设施“三同时”

管理办法>的通知》（中国石化安〔2018〕448号）的相关规定，涉及“两重一

大”（包括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和危险化学品重

大危险源）的新改扩建项目，应在基础设计阶段完成 HAZOP/SIL分析。 

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及安全仪表完整性评价费计费标准按表 24计取，采用

直线内插法计算。其中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HAZOP）占比 40％，安全仪表完整

性评价（SIL）占比 60％。 

表 24 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及安全仪表完整性评价费计费标准表 

序号 工程费用（亿元） 
计费标准（万元） 

备注 
油气田地面建设工程 长输管道工程 

1 2 及以下 2～25 2～20 含 2 亿元 

2 2～10 25～80 20～60 含 10 亿元 

3 10～20 80～100 60～80 含 20 亿元 

 

18.海域使用论证费 

(1) 费用内容 

海域使用论证费是指对拟使用海域进行现状调查、现场勘查等工作，编制

海域使用论证报告和评估所需的费用。 

(2) 计算方法 

根据《关于印发<海域使用论证技术导则>的通知》（国海发〔2010〕22号）

的相关规定，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书、报告表的项目类型划分见表 25。 

表 25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书、报告表项目类型划分表 

序号 用海方式 用海规模 所在海域特征 评价类型 评价等级 

1 人工岛油气开采用海 所有规模 所有海域 报告书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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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用海方式 用海规模 所在海域特征 评价类型 评价等级 

2 平台式油气开采用海 所有规模 
敏感海域 报告书 一 

其他海域 报告书 二 

3 

海底 

电缆 

管道 

海底输水管道、无毒

无害物质输送管道

等 

长度≥20km 
敏感海域 报告书 一 

其他海域 报告书 二 

长度（3～20）km 
敏感海域 报告书 二 

其他海域 报告表 三 

长度≤3km 所有海域 报告表 三 

海底石油天然气等

输送管道、有毒有害

及危险品物质输送

管道、海洋排污管道

等。 

长度≥5km 
敏感海域 报告书 一 

其他海域 报告书 二 

长度＜5km 所有海域 报告书 二 

海底电（光）缆 所有规模 所有海域 报告表 三 

注：1.并行铺设的海底电缆、海底管道等的长度，按最长的管线长度计。 

2.新增温排水和污水达标排放应考虑原排放规模。 

3.敏感海域主要包括海洋自然保护区、海洋特别保护区、重要的河口和海湾等。 

根据《海域使用论证收费标准(试行)》（国海管字〔2003〕110号）的相关

规定，海域使用论证费按照以下标准计取： 

海域使用论证费＝报告编制费＋海域使用现状调查费 

① 报告编制费 

报告编制费＝计费基价×用海类型调整系数 

报告编制费计费基价按表 26计取，采用直线内插法计算。用海类型调整系

数见表 27。 

表 26 海域使用论证报告编制计费基价表 

序号 项目总投资（亿元） 编制大纲（万元） 编制报告书（万元） 编制报告表 备注 

1 0.3 及以下 1.0～1.5 5～10 

不高于  

1.0 万元 

含 0.3 亿元 

2 0.3～2 1.5～2.0 10～15 含 2 亿元 

3 2～10 2.0～4.0 15～25 含 10 亿元 

4 10 以上 4.0～6.0 2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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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用海类型调整系数表 

序号 用海类型 调整系数 

1 填海 1.6 

2 围海 1.4 

3 油气开发、电缆管道 1.2 

注：如一个项目海域使用论证涉及几项用海类型，调整系数取高值。 

② 海域使用现状调查费 

海域使用现状调查费计费标准按表 28计取，采用直线内插法计算。 

表 28 海域使用现状调查计费价格表 

序号 用海面积（公顷） 计费价格（万元） 

1 50 及以下 1.0～2.5 

2 50～100 1.2～3.0 

3 100～700 1.4～3.5 

4 700 以上 1.6～4.0 

海域使用论证阶段发生的海洋勘测、海洋生物取样与实验室分析、数值计

算等费用需根据实际情况单独计算。 

19.通航安全影响论证和评估费 

(1) 费用内容 

通航安全影响论证和评估费是指依据航运发展规划、港口发展规划、船舶

交通现状，分析通航安全形势，预测船舶交通流变化和通航环境、通航秩序适

应能力，论证涉水工程建设带来的通航安全风险及其发生几率、通航安全保障

能力、涉水工程建设的可行性，并提出保障通航安全的可行性建议，而编制通

航安全影响论证报告以及进行通航安全评估所发生的费用。 

(2) 计算方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上水下活动通航安全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交通运输部令 2019 年第 2号）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通航安全评估管理

办法》（海通航〔2007〕629号）的相关要求，表 29中的水上水下施工作业项

目对通航安全有重大影响时需要计取通航安全影响论证和评估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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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需要编制通航安全评估的水上水下施工作业项目 

序号 项目类型 

1 勘探，港外采掘、爆破 

2 构筑、设置、维修、拆除水上水下构筑物或者设施 

3 架设桥梁、索道 

4 铺设、检修、拆除水上水下电缆或者管道 

5 设置系船浮筒、浮趸、缆桩等设施 

6 航道建设施工、码头前沿水域疏浚 

7 举行大型群众性活动、体育比赛 

8 打捞沉船、沉物 

20.文物调查费 

(1) 费用内容 

文物调查费是指为了解地面、地下的古代文化遗存而进行的查阅文献、实

地踏勘、采集标本并做出文字、绘图、摄影记录，提出勘探或考古发掘计划等

工作所发生的费用。 

(2) 计算方法 

文物调查费按照需调查范围内土地面积每平方米 4元计算。 

四、建设管理费 

21.建设单位管理费 

(1) 费用内容 

建设单位管理费是指项目建设单位从项目筹建之日起至办理竣工财务决算

之日止发生的项目管理费用。包括不在原单位发工资的工作人员工资及相关费

用、办公费、办公场地租用费、劳动保护费、差旅交通费、工具用具使用费、

交通工具购置使用费、零星固定资产购置费、办公设备及用品购置费、技术图

书资料费、固定资产使用费、会议及业务招待费、QHSE管理费、合同契约公证

费、法律顾问费、竣工验收费（不包括环境、安全、职业卫生、水土保持等专

项的验收费用）、生产工人招聘费、印花税及其他管理性质的开支。 

(2) 计算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