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部定额规范标准 

竟然是一部“反腐巨著” 

 



历史中关于工程建造的典籍不缺，但是将“工程造价”当做一个专题研究

的典籍还是凤毛麟角，因为古代对于工程施工投资把控往往是朝廷的差

事，造价工作大多都是体制内部的官员或者世代效忠皇室的工匠来领导。

前期专业分工没那细致的情况下，这些主管官员往往也是身兼数职，能

闲下来总结归纳一下也往往是“百科全书”式的内容，关于历史工程“造价”

计算方法与理论沉淀下来的内容缺失极其有限。 

而《营造法式》却是个例外 

所以北宋时期诞生的一部典籍《营造法式》就弥足珍贵，《营造法式》

是一部记录中国古代建筑营造规范的书，更重要的是也是大篇幅研究工

程定额的一部典籍。 

说起为何要写这本书，建筑技艺优良做法前朝也不是没有，为何之前就

没有人写，一定的历史现象必定有一定的历史政治背景，这本书真正诞

生的历史背景是：反腐！ 

宋朝建国，百废待兴，亭台雨榭，大干工程，凡有利者，必有钻营。一

时间，负责工程的大小官员贪污成风，蝇营狗苟都无死角覆盖施工全过

程阶段了： 



施工前多估工料, 虚报项目者不乏； 施工过程中偷工减料, 监守自盗者

不乏； 工程结束后谎报结余, 邀功请赏的也不在少数；关键最后房屋

质量参差不齐问题一样存在。 

史料记载，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 年) 修建感应塔，主管官员估工 34

万余人,后来朝廷重估, 只需原估数的五分之一……（这个人工费造价偏

颇也忒离谱了） 

这就导致国库无法应付庞大的开支。 

这对于当时励精图强、节流开源的变法家王安石哪能忍，于是《营造法

式》的第一版就就在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中被敕令编修的。其目

标就如我们现在的"施工指南"，将各项工程的建造规模、建筑材料和工

时定额都立下统一的标准。 

看下下图，大到建筑占地面积，小到构件尺寸《营造法式》里都有明确

规定，不得不佩服匠人智慧。设计标准、规范、材料标准、施工定额、

指标都定死了，官员就没法谎报了。 



 

为何说《营造法式》是历史上第一本关于工程定额的典籍 

全书分为总释总例、各作制度、功限、料例、图样五大部分，共 357

篇，3355 条。 

全书不光考证了建筑术语在古代文献中的不同名称和当时通用的名称

以及书中所用的正式名称，还确立了 13 项工种制度，更难能可贵的是

第十六至二十五卷按照各作制度的内容，规定了各工种的劳动定额和计

算方法；第二十六至二十八卷规定了各工种的用料定额和有关工作的质

量。 



 

《营造法式》卷二十八关于工种用料定额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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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造价师”专业职称叫“算房” 

我们知道，早在隋朝时期就确立了三省六部制为主体的中央官僚体系。

这其中负责建筑管理这一摊子事儿的就归属于工部，工部掌管的是全国

工程事务的机关，执掌土木兴建之制，器物利用之式，渠堰疏降之法，

陵寝供亿之典。合理推测早期的工部肯定也有一些专职于造价算量的当

差人员，但是真正将“造价”比较明确为一个工种的还要说到清朝。 

《故宫史话.著名建筑匠师》中有这样的记述: 

清代有样式房、销算房承办制度，皆世守之工，分掌营造事业。凡兴作

由样式房进呈图样，奉准后再发工部或内务府算房编造各作做法和估计

工料。 

而“算房”一词，就是对清代工部营缮司料估所和内务府营造司销算房二

者的通称。算房算房，简单明了，小编认为单从汉字传神达意的意蕴上

看，比“造价”二字更妥帖。 

具体来讲就是，皇家工程有内务府统一负责，样式房负责设计（设计院），

销算房负责工程预算，做销算不仅要懂得计算，还要懂得建筑设计、工

程管理等。 



销算房工作流程如下:销算人员根据样式房提供的图样，算出用多少工、

多少料，编制出合理经济的预算。清代销算采取的也是招投标的方式，

各家把销算的结果拿出来，哪家算得更准确更经济，哪家就最终可以中

标，竞争非常激烈。所以算房人员古往至今都是个拼实力的岗位。 

算房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工作，还会经常性的受邀客串“评标委员会成

员”。那时候在“建筑市场”上的“公开招标”的工作一般是由销算房主持，

然后各路“投标单位”上报自己的工料情况，将材料包裹好悬挂于大树上，

然后算房挨个核实，测算出哪个的标的最经济实惠，谁就中标。所有算

房不光是个有实力，还是个有权力的角色。 

 

古时候的算房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