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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一级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

考试大纲及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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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公布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的通知》（人社

部发〔2017〕68号），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联合印发的《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制度规定》和《造价工程师职

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建人〔2018〕67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

输部、水利部组织有关专家，在总结以往全国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大

纲实施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全国一级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大纲》

（2019年版），并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审定。

本考试大纲是 2019年及以后一段时期一级造价工程师考试命题和应考

人员备考的依据。

2018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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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试 说 明

一、全国一级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分为四个科目：“建设工程造价

管理”、“建设工程计价”、“建设工程技术与计量”和“建设工程造价案例

分析”。

以上四个科目分别单独考试、单独计分。在连续的 4 个考试年度通过

全部考试科目，方可获得一级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

二、第三科目“建设工程技术与计量”及第四科目“建设工程造价案

例分析”分为土木建筑工程、交通运输工程、水利工程、安装工程 4 个专

业类别，考生在报名时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选择其中一个专业。

三、第三科目“建设工程技术与计量”中的交通运输工程、安装工程

共性内容为应考人员必考内容，其余为个性内容，作为选学、选考内容。

交通运输工程的个性内容分为公路工程（含养护工程）和水运工程两个专

业组，安装工程的个性内容分为管道和设备工程、电气和自动化控制工程

两个专业组，应考人员可根据本人意愿选答任一专业组规定数量的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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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科目考试试题类型及时间。

各科目考试试题类型、时间安排

科目

名称

项目

名称

建设工程造价

管理
建设工程计价

建设工程技术与计量

（土木建筑工程、交通

运输工程、水利工程、

安装工程）

建设工程造价案例分

析（土木建筑工程、

交通运输工程、水利

工程、安装工程）

考试时间

（小时） 2.5
2.5（2018年大

纲为 3）
2.5 4

满分记分
100 100

100（2018年大纲为

120）
120（2018年大纲为

140）

试题类型 客观题 客观题 客观题 主观题

说明：客观题指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等题型，主观题指问答题、计算题等题型。

一级造价工程师年度考试时间安排

每年十月

的中、下旬

上午：9:00～11:30 备 注

建设工程造价管理

每年考试具

体时间，请注

意人事考试

部门的相关

通知。

造
下午：2:00～4:30 （2018年大纲为 2:00～
5:00）

价 建设工程计价

工

每年十月

的中、下旬

上午：9:00～11:30

程
建设工程技术与计量（土木建筑工程、

交通运输工程、水利工程、安装工程）

师 下午：2:00～6:00
建设工程造价案例分析（土木建筑工

程、交通运输工程、水利工程、安装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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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一级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大纲

第一科目 建设工程造价管理

【考试目的】

通过本科目考试，主要检验应考人员对工程造价管理基本制度和内容，

与工程造价管理相关的工程建设法律法规、工程项目管理、工程经济、工

程项目投融资的掌握情况，以及工程建设全过程造价管理的能力。

【考试内容】

一、工程造价管理及其基本制度

（一）工程造价的基本内容；

（二）工程造价管理的组织和内容；

（三）造价工程师管理制度；

（四）工程造价咨询管理制度；

（五）国内外工程造价管理的发展。

二、相关法律法规

（一）相关法律：建筑法、招标投标法、政府采购法、合同法、价格

法的有关内容；

（二）相关法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

例、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的有关内容。

三、工程项目管理

（一）工程项目的组成和分类、建设程序；

（二）工程项目管理的类型、任务及相关制度；

（三）工程项目的组织、计划与控制；

（四）流水施工组织方法、网络计划技术；

（五）工程项目合同管理；

（六）工程项目信息管理。

四、工程经济

（一）资金的时间价值及其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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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资方案经济效果评价的内容和方法；

（三）价值工程的程序和方法；

（四）工程寿命周期成本分析的内容和方法。

五、工程项目投融资

（一）项目资本金制度、项目资金筹措的渠道与方式；

（二）项目资金成本与资本结构；

（三）项目融资的程序和方式；

（四）与工程项目有关的税收及保险规定。

六、工程建设全过程造价管理

（一）决策阶段造价管理的内容和方法；

（二）设计阶段造价管理的内容和方法；

（三）发承包阶段造价管理的内容和方法；

（四）施工阶段造价管理的内容和方法；

（五）竣工阶段造价管理的内容和方法。

【新旧大纲对比】

变动一:

变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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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三:

变动四:

变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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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科目 建设工程计价

【考试目的】

通过本科目考试，主要检验应考人员对于工程造价构成以及基本计价

依据的掌握情况，以及运用这些知识系统地进行建设工程计价的能力，包

括投资估算、设计概算、施工图预算在内的造价预测，以工程量清单计价

方式为核心的合同价款管理，竣工决算的编制等能力。

【考试内容】

一、工程造价构成

（一）建设项目总投资与工程造价的构成；

（二）建筑安装工程费用的构成和计算；

（三）设备及工器具购置费用的构成和计算；

（四）工程建设其他费用的构成和计算；

（五）预备费、建设期利息的计算；

（六）国外工程造价的构成。

二、工程计价方法与依据

（一）工程计价方法及计价依据的分类；

（二）工程量清单计价方法；

（三）建筑安装工程人工、材料和施工机具台班消耗量的确定；

（四）建筑安装工程人工、材料和施工机具台班单价的确定；

（五）工程计价定额的编制；

（六）工程计价信息及其应用。

三、投资决策及设计阶段工程造价预测

（一）决策阶段影响工程造价的主要因素；

（二）投资估算的编制；

（三）设计阶段影响工程造价的主要因素；

（四）设计概算的编制；

（五）施工图预算的编制。

四、发承包阶段合同价款的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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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标工程量清单的编制；

（二）最高投标限价的编制；

（三）投标报价的编制；

（四）评标及中标价确定；

（五）施工合同价款的约定；

（六）总承包合同价款的约定；

（七）国际工程合同价款的约定。

五、施工阶段合同价款的调整与结算

（一）工程合同价款的调整；

（二）工程索赔的处理原则和计算；

（三）工程价款的支付与结算；

（四）工程合同价款纠纷及造价鉴定；

（五）工程总承包和国际工程合同价款结算。

六、竣工决算的编制和新增资产价值的确定

（一）竣工决算的内容和编制；

（二）新增资产价值的确定。

【新旧大纲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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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科目 建设工程技术与计量

【考试目的】

通过本科目考试，主要检验应试人员对工程地质、工程构造、工程材

料、施工技术等专业技术的掌握情况，以及应用专业技术知识和工程量计

算规则对建设工程进行计量的能力。

【考试内容】

A.土木建筑工程

一、工程地质

（一）岩体的特征；

（二）地下水的类型与特征；

（三）常见工程地质问题及其处理方法；

（四）工程地质对工程建设的影响。

二、工程构造

（一）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的分类、组成及构造；

（二）道路、桥梁、涵洞工程的分类、组成及构造；

（三）地下工程的分类、组成及构造。

三、工程材料

（一）结构材料的分类、特性及应用；

（二）装饰材料的分类、特性及应用；

（三）功能材料的分类、特性及应用。

四、工程施工技术

（一）建筑工程施工技术；

（二）道路、桥梁与涵洞工程施工技术；

（三）地下工程施工技术。

五、工程计量

（一）工程计量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二）建筑面积计算规则；

（三）工程量计算规则与方法。



11 / 24

【新旧大纲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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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交通运输工程【新增】

一、工程地质、水文与气象

（一）工程地质

1.岩土的工程地质性质；

2.岩土的分类；

3.地下水的类型与特征；

4.常见工程地质问题及其处理方法；

5.工程地质对工程建设的影响。

（二）工程水文

1.工程水文；

2.水文条件对工程建设的影响。

（三）工程气象

1.工程气象；

2.气象条件对工程建设的影响。

二、工程内容及构造（分为公路工程和水运工程两部分）

（一）公路工程（含养护工程）

1.公路工程的基本组成；

2.路基、路面工程的组成及构造；

3.隧道工程的分类、组成及构造；

4.桥涵工程的分类、组成及构造；

5.交叉工程的分类、组成及构造；

6.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的组成及构造；

7.绿化及环境保护工程；

8.公路养护工程的基本组成及内容；

9.公路基本建设项目管理。

（二）水运工程

1.水运工程的分类及组成；

2.码头水工工程的分类、组成及构造；

3.防波堤、护岸建筑物工程的分类、组成及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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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航道整治建筑物及通航建筑物工程的分类、组成及构造；

5.修造船水工建筑物工程的分类、组成及构造；

6.地基基础处理工程的分类、组成及构造；

7.港口设施维护工程的组成及内容；

8.航道养护工程的组成及内容。

三、工程材料与施工机械、船舶（分为公路工程和水运工程两部分）

（一）公路工程（含养护工程）

1.公路工程主要材料的分类；

2.公路工程主要材料的特性和标准；

3.公路工程常用施工机械及适用范围。

（二）水运工程

1.水运工程主要材料的分类；

2.水运工程主要材料的特性和标准；

3.水运工程常用施工机械、船舶及适用范围。

四、工程施工技术与计量（分为公路工程和水运工程两部分）

（一）公路工程（含养护工程）

1.公路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的主要内容；

2.公路工程施工技术；

3.公路工程计量与计价。

（二）水运工程

1.水运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的主要内容；

2.水运工程施工技术；

3.水运工程计量与计价。

【说明】

1.本大纲第一部分为所有考生必考部分。

2.本大纲第二、三、四部分为选考部分：

选考部分专业划分如下：

（1）公路工程（含养护工程）

（2）水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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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水利工程【新增】

一、工程地质

（一）岩（土）体的工程特性；

（二）水库、水工建筑物工程地质；

（三）工程地质问题及处理措施。

二、建筑材料

（一）建筑材料的分类及性能；

（二）建筑材料的应用。

三、水工建筑物

（一）工程等别与水工建筑物级别；

（二）枢纽工程建筑物分类及基本型式；

（三）引水工程建筑物分类及基本型式；

（四）河道工程建筑物分类及基本型式。

四、机电及金属结构

（一）水力机械设备；

（二）电气设备；

（三）金属结构设备。

五、水利工程施工

（一）施工机械；

（二）施工导截流；

（三）施工技术；

（四）施工工厂设施；

（五）施工总布置；

（六）施工总进度。

六、工程计量

（一）工程计量的基本原理与方法；

（二）水利工程设计工程量计算规定；

（三）水利工程工程量清单项目及工程量计算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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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安装工程

一、安装工程材料

（一）建设工程材料的分类﹑性能和用途；

（二）安装工程常用材料的种类﹑性能和用途；

（三）常用管件和附件的种类﹑性能和适用范围；

（四）常用电气、有线通讯材料及器材的种类﹑性能和用途。

二、安装工程施工技术

（一）切割﹑焊接﹑热处理施工技术；

（二）除锈、防腐蚀和绝热工程施工技术；

（三）吊装工程施工技术；

（四）辅助工程施工技术。

三、安装工程计量

（一）建筑安装工程的编码体系；

（二）安装工程量清单内容和编制。

四、通用设备安装工程技术与计量

（一）机械设备工程安装技术与计量；

（二）热力设备工程安装技术与计量；

（三）消防工程安装技术与计量；

（四）电气照明及动力设备工程安装技术与计量。

五、专业安装工程技术与计量（分为管道和设备工程、电气和自动化

控制工程两部分）

（一）管道和设备工程

1.给排水、采暖和燃气工程安装技术与计量；

2.工业管道工程安装技术与计量；

3.通风空调工程安装技术与计量；

4.静置设备与工艺金属结构安装技术与计量。

（二）电气和自动化控制工程

1.电气工程安装技术与计量；

2.自动化控制系统安装技术与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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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信设备和线路工程安装技术与计量；

4.建筑智能化工程安装技术与计量。

【说明】

1.本大纲第一﹑二﹑三﹑四部分为所有考生必考部分。

2.本大纲第五部分为选考部分：

选考部分专业划分如下：

（1）管道和设备工程

（2）电气和自动化控制工程

【新旧大纲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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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科目 建设工程造价案例分析

【考试目的】

通过本科目考试，主要检验应考人员综合运用《建设工程造价管理》、

《建设工程计价》和《建设工程技术与计量》等科目的知识，以及分析和

解决建设工程造价实际问题的职业能力。

【考试内容】

A. 土木建筑工程、安装工程

一、建设项目投资估算与财务评价

（一）建设项目投资估算；

（二）建设项目财务分析；

（三）建设项目不确定性分析与风险分析。

二、工程设计、施工方案技术经济分析

（一）工程设计、施工方案综合评价；

（二）工程设计、施工方案比选与优化；

（三）工程网络计划的调整与优化。

三、工程计量与计价应用

（一）工程计量的应用；

（二）工程计价定额的应用；

（三）设计概算、施工图预算的应用；

（四）工程量清单计价的应用。

四、建设工程招投标

（一）工程招标方式与程序；

（二）工程招标文件的编制；

（三）工程评标与定标；

（四）工程投标策略与方法。

五、工程合同价款管理

（一）工程合同价的类型及其适用条件；

（二）工程变更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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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索赔的计算与审核；

（四）工程合同争议的处理。

六、工程结算与决算

（一）工程价款结算与支付；

（二）投资偏差、进度偏差分析；

（三）竣工决算的编制。

【新旧大纲对比】



21 / 24



22 / 24

B.交通运输工程 【新增】

一、建设项目投资估算与财务评价（分为公路工程、水运工程两部分）

（一）公路工程（含养护工程）

1.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投资估算；

2.公路工程建设项目财务分析；

3.公路工程建设项目不确定性分析与风险分析。

（二）水运工程

1.水运工程建设项目投资估算；

2.水运工程建设项目财务分析；

3.水运工程建设项目不确定性分析与风险分析。

二、工程设计、施工方案技术经济分析（分为公路工程、水运工程两

部分）

（一）公路工程（含养护工程）

1.公路工程设计、施工方案综合评价；

2.公路工程设计、施工方案比选与优化；

3.公路工程网络计划的调整与优化。

（二）水运工程

1.水运工程设计、施工方案综合评价；

2.水运工程设计、施工方案比选与优化；

3.水运工程网络计划的调整与优化。

三、工程计量与计价应用（分为公路工程、水运工程两部分）

（一）公路工程（含养护工程）

1.公路工程量计算；

2.公路工程定额的编制；

3.公路工程设计概算、施工图预算的编制；

4.公路工程量清单计价。

（二）水运工程

1.水运工程量计算；

2.水运工程定额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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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运工程设计概算、施工图预算的编制；

4.水运工程量清单计价。

四、建设工程招投标

（一）工程招标方式与程序；

（二）工程招标文件的编制；

（三）工程评标与定标；

（四）工程投标策略与方法。

五、工程合同价款管理

（一）工程合同价的类型及其适用条件；

（二）工程变更的处理；

（三）工程索赔的计算与审核；

（四）工程合同争议的处理。

六、工程结算与决算

（一）工程价款结算与支付；

（二）工程投资偏差、进度偏差分析；

（三）工程竣工决算的编制。

【说明】

1.本大纲第一、二、三部分为选考部分：

选考部分专业划分如下：

（1）公路工程（含养护工程）

（2）水运工程

2.本大纲第四、五、六部分为所有考生必考部分。



24 / 24

C.水利工程【新增】

一、水利工程造价构成

（一）水利工程总投资构成；

（二）工程部分造价构成；

（三）建设征地移民补偿、环境保护工程、水土保持工程造价构成；

（四）水文项目和水利信息化项目总投资及造价构成。

二、工程经济

（一）资金的时间价值理论；

（二）水利建设项目经济评价；

（三）不确定性分析与风险分析；

（四）水利工程设计、施工方案比选与优化。

三、水利工程计量与计价应用

（一）水利工程设计工程计量的应用；

（二）水利工程定额编制；

（三）水利工程概、估算文件编制；

（四）水利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

四、水利工程招标投标

（一）招标方式与程序；

（二）招标、投标；

（三）开标、评标和中标；

（四）法律责任。

五、水利工程合同价款管理

（一）合同价类型及适用条件；

（二）计量与支付；

（三）变更与索赔；

（四）合同价格调整；

（五）违约处理；

（六）合同争议的处理；

（七）投资偏差、进度偏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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