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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目的

为进一步加强海南省政务信息化项目投资测算标准化建设

管理，提升政务信息化建设和运维项目投资测算编制的科学性、

合理性，根据《国家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海南省政

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等规定，结合海南省实际，本着实

事求是原则，特编制《海南省政务信息化项目投资编制标准（试

行）》（以下简称标准）。

1.2 主要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建设类项目的费用投资测算方法及过程，包括

项目建设费和项目建设其他费。

本标准规定了硬件设备及成品软件购置费、定制软件开发费、

数据资源建设及数据治理费、系统集成实施费、其他费用等，以

及电费、云资源租赁费、网络租赁费、系统迁移费等费用投资测

算方法与计价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运维类项目费中的基础环境运维费、硬件运维

费、软件运维费、安全咨询服务费及运维其他费等费用投资测算

方法与计价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购买服务类项目费用支出方式，包括购买信息

化产品服务项目的费用投资测算及购买信息系统服务项目的费

用投资测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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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的政务信息化项目主要包括:省级党委、人大、

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及其直属各部门(单位)、省政府授权

管理的法定机构负责实施的电子政务网络平台、重点业务信息系

统、信息资源库、信息安全基础设施、电子政务基础设施(数据

中心、机房等)、电子政务标准化体系以及相关支撑体系等符合

《政务信息系统定义和范围》规定的系统。

建设项目投资在 100 万元及以下、信息系统项目运维费在

50 万元及以下、采购信息化服务项目费用在 100 万元以下，以

及采购信息化设备单项金额在 50 万元以下，在编制投资测算时

宜参照本标准要求进行，可结合项目实际简化编制内容。

涉密政务信息化项目，应结合国家、行业有关标准，参照本

标准执行。

市、县、自治县及洋浦经济开发区、各开发园区参照执行。

1.4 相关依据

1.4.1 政策文件依据

（1）《国家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国办发〔2019〕

57 号）；

（2）《财政部关于印发<基本建设项目建设成本管理规定>

的通知》（财建〔2016〕504 号）；

（3）《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10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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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放开建设项目专业服务

价格的通知》（发改价格〔2015〕299 号）；

（5）《海南省物价局关于重新调整建筑工程施工图技术审

查服务收费问题的通知》（琼价费管〔2011〕224 号）；

（6）《电子建设工程预算定额（HYD41-2015）》（工信厅

规〔2015〕77 号）；

（7）《海南省安装工程综合定额（2017）》；

（8）《海南省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琼府办

〔2020〕38 号）；

（9）《关于进一步明确省政务信息化建设项目建设密码应

用有关要求的通知》（琼国密局字﹝2021﹞2 号）。

1.4.2 标准规范依据

（1）《信息技术服务 分类与代码》（GB/T 29264-2012）；

（2）《系统与软件工程（所有部分）》（GB/T 25000）；

（3）《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GB/T36073-2018）；

（4）《软件工程软件开发成本度量规范》（ GB/T

36964-2018）；

（5）《信息技术服务 运行维护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GB/T 28827.1-2012）；

（6）《信息技术服务 运行维护 第 2 部分：交付规范》

（GB/T 28827.2-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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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信息技术服务 运行维护 第 3 部分：应急响应规范》

（GB/T 28827.3-2012）；

（8）《信息技术服务 运行维护 第 4 部分：数据中心服务

要求》（GB/T28827.4-2019）；

（9）《信息技术服务 运行维护 第 6 部分：应用系统服务

要求》（GB/T 28827.6-2019）。

2 建设类项目费用投资测算标准

建设类项目费用，是指为完成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并达到使

用要求或运行条件，在建设期内预计或实际投入的费用，包括项

目建设费和项目建设其他费。

2.1 项目建设费

项目建设费，指项目在建设期预计或实际支出的费用。包括

硬件设备购置费、成品软件购置费、定制软件开发费、数据资源

建设及数据治理费、系统集成实施费及其他费用。其他费用，是

指为保障项目实现建设目标所需支出的系统迁移费、外场设备安

装费、内场装饰装修费，以及项目试运行期所需支出的电费、云

资源租赁费、网络租赁费、应用系统推广培训费、应用系统推广

实施服务费、自建系统或第三方平台内容采编费、线上线下宣传

推广费、通信服务费、坐席热线服务费等。见附录 A。

2.1.1 硬件设备购置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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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义及费用范围
1

指购置信息系统建设和运行所需的数据采集、数据传输、数

据存储、数据计算、应用展示、安全等设备所需支出的费用，含

设备原价（出厂价格或商家供应价格）、运杂费、采购费、保管

费、利润、税金等。

1）数据采集设备，包括摄像机、拾音器、扫描设备、传感

器、监测设备等。

2）数据传输设备，包括交换机、路由器、光传输设备、无

线网络接入设备、无线网络控制设备等。

3）数据存储设备，包括存储服务器、磁盘阵列、网络附加

存储、光纤通道交换机、超融合服务器、分布式存储、存储备份

一体机、磁带机（库）等。

4）数据计算设备，包括机架式服务器、机柜式服务器、刀

片式服务器、塔式服务器、GPU 服务器、边缘计算设备等。

5）应用展示设备，包括 LED 显示屏、LCD 显示屏、拼接屏、

显示器、投影仪、会议触控平板、智能终端等。

6）安全设备，包括防火墙、入侵检测、主动防御、抗 DDOS、

WEB 应用防火墙、网页防篡改、日志审计、上网行为管理、数据

库审计、病毒防火墙、数据隔离与交换设备、VPN 网关、堡垒机、

负载均衡、态势感知等。

1
①与信息系统无关的电脑、打印机等设备，不应纳入硬件设备购置费支出范围。

②软硬一体化设备若按台计费，可纳入硬件设备购置费，若按软件授权计费，则可纳入成品软件

购置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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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计取方法和标准

硬件设备购置费=∑设备市场单价×数量

（3）相关说明

1）原则上网络、存储、计算、安全等基础性公共性资源由

海南省电子政务云提供。海南省电子政务云无法提供的，由建设

单位另行申请采购，采购申请应符合相关规定要求。

2）原则上硬件设备单价 10000 元以上或单一类型设备总价

40000 元以上的，需提供三个或以上同级别不同品牌厂商（代理

商）的询价报价单。询价报价单应包括品牌名称、规格型号及功

能性能参数、单价、报价单位名称（加盖公章）、联系人及电话

等内容，或提供近六个月内政府采购项目中同类型同级别设备的

中标（合同）价格及相关有效证明材料。

3）信创产品设备购置费参照有关部门发布的目录指导价执

行。

4）原则上硬件设备购置费中应包含三年原厂质保，质保期

满后方可纳入运维项目的申报范围。特殊情况须建设单位举证说

明。

（4）示例

某政务信息化项目硬件设备采购交换机 15 台，市场单价为

12000 元；服务台终端电脑 120 台，市场单价为 5000 元，显示

器 240 台，市场单价为 800 元，则设备购置费计算如下：

设备购置费=12000×15+5000×120+800×240=97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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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成品软件购置费

（1）定义及费用范围

指购置信息系统建设和运行所需的成品软件所需支出的费

用，含成品软件
2
原价（出厂价格或商家供应价格）及实施服务

3
费、

采购费、利润、税金。

（2）计取方法和标准

成品软件购置费=∑（软件授权协议单价或市场单价 + 单套

软件实施工作量×人月费用
4
单价）×数量

（3）相关说明

1）成品软件原则上由海南省政务云免费提供。海南省电子

政务云无法提供的，由建设单位另行申请采购，采购申请应符合

相关规定要求。

2）原则上成品软件单价 2000 元以上或单一类型成品软件总

价 10000 元以上的，需提供三个或以上同级别不同品牌厂商（代

理商）的询价报价单。询价报价单应包括品牌名称、软件版本号、

功能清单、性能指标、单价、授权方式
5
、报价单位名称（加盖

公章）、联系人及电话等内容，或提供近六个月内政府采购项目

2
成品软件，是指无需开发、可直接安装部署的软件，包括但不限于操作系统、数据库软件、中

间件、虚拟化软件、安全软件，以及行业应用软件。若成品软件已包含了实施费，则该部分不再
纳入集成费计算基数。
3
实施服务，是指为实现软件既定功能和性能目标而需开展的需求调研、业务流程梳理、数据初

始化、系统配置等活动。实施服务费适用于“行业应用软件+实施服务”的情形。操作系统、数据
库软件等成品软件不计取实施服务费。
4
人月费用单价计取方式见附录 B。

5
授权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按套授权、CPU（Core）数量授权、服务器节点数量授权、用户数（或账

号）授权、设备接入数量授权。



- 8 -

中同类型同级别成品软件的中标（合同）价格及相关有效证明材

料。

3）信创软件产品购置费参照有关部门发布的目录指导价执

行。

4）开源软件不应计取购置费。

（4）示例

某政务信息化项目需采购 GIS 地理信息系统 1 套，市场单价

为 450000 元；数据库软件 2 套，市场单价为 150000 元；Linux

开源操作系统 10 套（免费）；Office 办公软件 50 套，市场单

价 870 元。则成品软件购置费计算如下：

成品软件购置费=450000×1+150000×2+870×50=793500 元。

2.1.3 定制软件开发费

（1）定义及费用范围

指定制开发软件
6
从项目启动建设到项目竣工验收之间的需

求分析、设计、编码、集成、测试、安装部署、验收交付（含交

付培训）活动及相关的项目管理、支持活动所需支出的所有费用，

以及利润、税费。不包括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

计、数据迁移、第三方测评及质保期后软件运维等活动产生的费

用。

6
①若定制开发软件之间的接口开发费已计算，则接口不能再计算集成实施费。

②此费用包含了定制软件系统内自身的集成实施、本级地区（如省本级）的推广实施服务费用；
不包含定制软件系统与其他软硬件系统的集成实施以及下级地区（如市县级）的推广实施服务费
用。
③定制软件系统采用专家经验估算软件开发工作量法已包含 2年运维费用。采用功能点估算软件
开发工作量法时默认包含第 1 年运维费用，测算时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加第 2 年运维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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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计取方法和标准

定制软件开发费=软件开发工作量×人月费用单价

其中，软件开发工作量可按功能点估算法或专家经验法进行

测算。具体方法如下：

1）方法一：专家经验估算软件开发工作量法

定制软件开发费=软件开发估算工作量（人月）×人月费用单

价。

2）方法二：功能点估算软件开发工作量法

定制软件开发费=功能点规模（UFPs）×软件开发基准生产率

/人月折算系数×人月费用单价。

功能点规模（UFPs）=未调整功能点规模（UFP）×规模变更

调整系数×应用类型调整系数×质量特性调整系数。

（3）相关说明

1）原则上，在可研报告和初步设计阶段，应用类定制软件

开发均需采用功能点估算软件开发工作量法，采用 IFPUG 方法测

算功能点规模。

2）专家经验估算软件开发工作量法主要适用于建议书阶段

以及不能采用功能点估算软件开发工作量法的情形；在可研报告

和初步设计阶段若采用专家经验法，建设单位须举证说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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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估算阶段宜采用预估功能点方

法
7
进行功能点规模测算。

预估功能点计数法：

UFP=35×ILF+15×EIF

4）在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项目预算阶段宜采用估算功能

点方法
8
进行功能点规模测算。

估算功能点计数法：

UFP=10×ILF+7×EIF+4×EI+5×EO+4×EQ

5）数据功能（ILF、EIF）和事务功能（EI、EO、EQ）需考

虑重用程度。重用程度有高（1/3）、中（2/3）、低（1）三个

级别。通常情况下，重用程度默认为中（详见附录 C）。

6）规模调整系数
9
取值规则如下：

项目所处阶段 调整系数 备注

估算（可研阶段） 1.39

可研阶段按数据功能两要素测算，调整系数一般取值

为 1.39。如可研阶段报告及估算编制基本达到初步

设计及概算深度的，可按数据功能和事务功能审核测

算（估算功能点法）。

概算（初设阶段）

1.25

初设批复概算及预算为联审制，按数据功能和事务功

能审核测算，为保持一致，概算与预算阶段取值均为

1.25。预算（预算安排）

7
①预估功能点方法指采用数据功能（ILF/EIF）进行功能点规模测算的方法。②可研阶段报告及

估算编制基本达到初步设计及概算深度的，可按数据功能和事务功能审核测算，即可按估算功能
点法测算。
8
估算功能点方法指同时采用数据功能（ILF/EIF）和事务功能（EI/EO/EQ）进行功能点规模测算

的方法。
9
参考中国软件行业基准数据规模调整因子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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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应用类型调整系数
10
取值规则如下：

应用类型 调整因子 范围

业务处理 1.0
OA、公文，人事、会计、工资等经营管理及业务处

理应用软件

科技、应用集成 1.2
科学计算、模拟、空白表格程序，统计等；服务总

线、应用集成等

多媒体 1.3
图表，影像，声音等多媒体应用领域，地理信息系

统，教育和媒体应用等

智能信息 1.7 自然语言处理，人工智能，专家系统等

系统 1.7

操作系统，语言处理程序，DBMS，人与机器的接口，

窗口系统，CASE，实用程序，自动化开发/设计工具

等

通信控制 1.9 通信协议，仿真，交换机软件，GPS 等

流程控制 2.0 仪器控制，机器人控制，实时控制，内置性软件等

8）质量特性调整系数
11
取值规则如下：

调整因子 判断标准 取值

性能效率

参考 GB/T 25000.10-2016 对性能效率提出的要求 1

没有明示对性能效率的要求 -1

兼容性

参考 GB/T 25000.10-2016 对兼容性提出的要求 1

没有明示对兼容性的要求 -1

可靠性 参考 GB/T 25000.10-2016 对可靠性提出的要求 1

10
参考中国软件行业基准数据应用类型调整因子取值。

11
质量特性调整系数=（性能效率+兼容性+可靠性+可移植性）× 0.02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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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因子 判断标准 取值

没有明示对可靠性的要求 -1

可移植性

参考 GB/T 25000.10-2016 对可移植性提出的要求 1

没有明示对可移植性的要求 -1

9）软件开发基准生产率参照最近年度我国软件行业基准数

据中的全行业软件开发生产率执行，一般取值为：P25 为 3.97，

P50 为 7.04，P75 为 12.52。

10）人月折算系数，单位为人时每月，取值为 174

（174=21.75×8）。

11）人月费用单价计取方式见附录 B。

12）采用专家经验法估算工作量时应依据项目建设方案并结

合项目实际进行测算。

13）按定制开发软件测算的应用软件应交付全部源代码，并

将软件著作权人登记为项目建设单位，所有权归属项目建设单位。

（4）示例

详见附录 D 功能点测算示例。

2.1.4 数据资源建设及数据治理费

2.1.4.1 数据资源购置费

（1）定义及费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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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为达到项目建设目标而购买的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数据

资源所需支出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文献数据、地图数据、遥感数据、AI 训练数

据、大数据分析数据、风控数据、管线数据等结构化和非结构化

数据。

（2）计取方法和标准

数据资源购置费=∑数据量（项）市场单价
12×数量

（3）相关说明

1）项目概（预）算阶段编制数据资源购置费时应依据信息

系统设计目标明确数据类型、数据项、数据量、采集频率及数据

质量等要求。

2）建设单位应在采购文件及合同中明确数据资源所有权或

使用权应归购买方所有。

3）原则上数据资源购买需提供三个或以上同级别不同品牌

厂商（代理商）的询价报价单。询价报价单应包括数据类型、数

据项、数据量及数据质量、单价、报价单位名称（加盖公章）、

联系人及电话等内容，或提供近六个月内政府采购项目中同类中

标（合同）价格及相关有效证明材料。特殊的行业数据资源仅能

从单一来源点购买的须单独举证说明。

（4）示例

12
数据资源单价一般与数据量、数据项、数据质量及数据类型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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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政务信息化项目需采购某行业数据用于帮助其判断行业

发展趋势，要求提供的行业数据量不少于 10 万条，准确率不低

于 99%，市场单价为 0.1 元一条，则数据资源购置费计算如下：

数据资源购置费=100000×0.1=10000 元。

2.1.4.2 数据服务购置费

（1）定义及费用范围

指为达到项目建设目标而购买的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数据

服务所需支出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数据查询服务、数据产品服

务等。

数据查询服务，包括但不限于自然人（法人）征信查询、法

人公开信息查询等。

数据产品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人脸识别与分析认证服务、人

体分析服务、OCR 文字识别服务、语音识别与合成服务、音频文

件转写服务、媒体内容分析及审核服务、智能文档分析与审核服

务、图像识别与分析服务等。

（2）计取方法和标准

数据服务购置费=∑数据服务市场单价×数量

（3）相关说明

1）数据查询服务一般按次数或服务年限测算费用。

2）数据产品一般按次数包、调用量测算费用。

3）原则上数据服务需提供三个或以上同级别不同品牌厂商

（代理商）的询价报价单。询价报价单应包括服务类型、服务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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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服务单价、报价单位名称（加盖公章）、联系人及电话等内

容，或提供近六个月内政府采购项目中同类服务中标（合同）价

格及相关有效证明材料。特殊的行业数据服务仅能从单一来源点

购买的须单独举证说明。

（4）示例

某政务信息化项目需每年对信息系统原始生产数据统一加

工分析处理，OCR 通用场景文字识别预计 1000 万次，人脸识别

有 10 万次；OCR 通用场景文字识别的市场单价为 50 元/万次，

人脸识别市场单价为 0.002 元/次。则每年数据服务购置费计算

如下：

每年数据服务购置费=1000×50+100000×0.002=50200 元。

2.1.4.3 数据资源建库费

（1）定义及费用范围

指为达到项目建设目标而开展数据资源库建设活动所需支

出的费用。

（2）计取方法和标准

数据资源建库费=人月工作量
13×人月费用单价

（3）相关说明

项目概（预）算阶段编制数据资源建库费时应依据信息系统

设计目标明确数据类型、数据项、数据量要求。

（4）示例

13
人月工作量一般与数据量、数据项、数据类型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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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项目数据资源库建库需 3 个人月，数据建库人员参照人月

费用单价（参考附录 B），则数据资源建库费计算如下：

数据资源建库费=2.13×3=6.39 万元。

2.1.4.4 数据治理费

（1）定义及费用范围

指围绕数据采集、传输、存储、处理、应用、销毁等全生命

周期开展数据架构管理、数据质量管理、数据安全管理、数据标

准管理、数据运维管理、元数据管理、数据可视化管理、数据清

洗管理、数据服务管理等活动所需支出的费用。此类费用通常情

况下由数据治理工具费和实施服务费构成。

（2）计取方法和标准

数据治理费=数据治理工作量×人月费用单价

（3）相关说明

数据治理工作量应依据项目建设方案并结合项目实际进行

测算。

（4）示例

某政务信息化项目包括业务数据的采集服务与处理工作，经

对本项目方案进行查阅结合本项目实际情况，其中基础数据采集

服务工作量为 2 人月，数据加工处理入库工作量为 4 个人月，参

照人月费用单价（附录 B）；则数据治理费计算如下：

数据治理费=2.13×2+2.13×4=12.7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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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5 模型搭建费

（1）定义及费用范围

指在已有数据的基础上搭建算法模型、可视化模型及其他模

型等所需支出的人力费用。包括 BIM、3D/2.5D 场景、GIS 地图

信息、气象模型、影响融合地图、VR 模型、矢量地图、管网、

路线、航拍漫游等建模。
14

（2）计取方法和标准

1）按项计取法

模型搭建费=∑模型市场单价×数量×调整系数

调整系数为 0.8-1.0（调整系数依据模型搭建数量、复杂度、

技术含量等因素确定）。

2）按工作量计取法

模型搭建费=模型搭建工作量×人月费用单价

（3）相关说明

1）模型搭建工作量应依据项目建设方案并结合项目实际进

行测算。

2）原则上模型搭建需提供三个或以上同级别不同品牌厂商

（代理商）的询价报价单。询价报价单应包括模型类型、模型单

价、报价单位名称（加盖公章）、联系人及电话等内容，或提供

近六个月内政府采购项目中同类型模型的中标（合同）价格及相

关有效证明材料。

14
如是应用系统的模型搭建，则其费用应包括在定制软件开发费中，不应单独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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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示例

示例 1（按项计取法）：某政务信息化项目中对原有的专业

CAD 图纸进行翻模、材质渲染，为可视化系统进行模型搭建，共

计 10000 平米，经市场询价，每平米单价为 3 元，根据技术复杂

程度设定调整系数为 0.8，则模型搭建费计算如下：模型搭建费

=10000×3×0.8=24000 元。

示例 2（按工作量计取法）：某政务信息化项目包括 10 个

大数据分析模型的搭建，经对本项目方案进行查阅结合本项目实

际情况，一个大数据分析模型需 1.5 个人月，参照人月费用单价

（附录 B）；则整体模型搭建费计算如下：模型搭建费=10×1.5

×2.13=31.95 万元。

2.1.5 系统集成实施费

（1）定义及费用范围

为实现项目建设目标而开展的硬件、软件、数据、信息系统

等之间的集成实施活动所需支出的人力及集成实施工具等费用。

（2）计取方法和标准

系统集成实施费=集成对象总费用×系统集成费率

（3）相关说明

1）集成对象总费用为与集成对象相关的设备购置费、成品

软件购置费和定制开发软件费的总和。
15

15
软件系统之间的接口开发费不应计为集成实施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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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础环境集成实施费按不高于 3%计取；硬件集成实施费

按不高于 5%计取；软件集成实施费按不高于 8%计取。

（4）示例

某政务信息化项目设备购置费 80 万元，成品软件购置费 30

万元，数据处理服务费 100 万元，软件开发费 100 万元，标准规

范编制费 20 万元，项目建设费合计为 330 万元。在此项目中集

成对象总价包括设备购置费 80 万元、成品软件购置费 30 万元，

软件开发费 100 万元，共计 210 万元。根据项目复杂程度，硬件

集成费率取值为 4%，软件集成费率取值为 6%，则系统集成费计

算如下：

系统集成实施费= 80×4%+（30+100）×6%=8.12 万元。

2.1.6 其他费用

以下所列费用应根据项目实际需要编列。在项目建设阶段需

发生的费用列入项目建设费，在项目运维阶段需发生的费用列入

项目运维费。

2.1.6.1 标准规范编制费

（1）定义及费用范围

指为实现项目建设目标，确保信息系统交付后可持续运行，

须编制相关标准规范所需支出的费用。包括业务标准规范编制、

技术标准规范编制、管理标准规范编制等。

（2）计取方法和标准

标准规范编制费=编制工作量×人月费用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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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关说明

1）标准规范编制应尽可能引用、修订现行的国家、行业、

地方标准规范成果。

2）标准规范编制费应与标准规范成果一一对应。

3）应由行政人员开展的标准规范编制费不应计入。

（4）示例

某政务信息化项目需编制项目标准规范，包括基础标准 1 个、

安全类标准 2 个、环保类标准规范 1 个；根据标准规范取费标准，

标准编制工作量为 4 人月，参照人月费用单价（附录 B）；则标

准规范编制费计算如下：

标准规范编制费=2.13×4=8.52 万元。

2.1.6.2 与项目建设强相关的安装费

（1）内场安装费

1）定义及费用范围

指为实现项目建设目标而开展的场内智能化设备安装与装

饰装修一体化集成活动所需支出的费用，包括城市运营中心指挥

大厅、应急指挥大厅、城市规划智能展厅等场景的设备安装及装

饰装修。

2）计取方法和标准

按《海南省省本级 200 万元以下建设类项目常用支出预算标

准（试行）》执行。

3）相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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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内场装饰装修费高于 200 万以上的应单独申请。

（2）外场设备安装费

1）定义及费用范围

指为实现项目建设目标而开展的外场（室外）设备的安装调

试（如图像采集传输设备）活动所需支出的费用，如雪亮工程、

天网工程等图像采集设备安装等。由人工费、机械费、材料（设

备）原价（出厂价格或商家供应价格）、运杂费、采购费、保管

费、管理费、利润、规费、税金、安全生产费等费用组成。

2）计取方法和标准：按市场清单计取。

3）相关说明

A．安装费不能与信息系统集成实施费重复计取。

B．外场设备安装费应包含安全生产费。

C．安全生产费是指为保证安全施工、文明施工和保护现场

内外环境所发生的措施项目所支出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安全资

料编制费、施工安全用电费、安全保护设施费、安全防护用品购

置费等。

2.1.6.3 电费

（1）定义及费用范围

指为保障信息系统中的基础环境、硬件、软件、安全等正常

运行所需支出的电费。

（2）计取方法和标准

电费=∑市场单价×数量×能耗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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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关说明

1）电费应依据建设工期测算计费周期，并依据协议单价或

市场询价测算单价。该费用在项目概（预）算阶段项目建设费中

列支，项目竣工验收结束时据实结算。

2）通常情况下，能耗系数取值为 0.8。

3）电费计量需单独分表，最终电费据实结算。

（4）示例

某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周期为 1 年，其中电脑及话务设备约

60 台，每个电脑约 500 瓦，合计功率 30000 瓦；照明 140 个，

每个灯具 30 瓦，合计功率 4200 瓦；中央空调一拖六，主机 6000

瓦，分机 2000 瓦，合计功率 18000 瓦；大屏幕合计功率 5000 瓦；

机房及其他设备预计 9000 瓦；热线场地总瓦数预计为 66200 瓦。

按照 1000 瓦一小时一度电计算。电脑每天平均运行 8 小时，照

明每天平均运行 6 小时，中央空调平均每天预计运行 6 小时，大

屏平均每天预计运行 3.22 小时，机房及其他设备平均每天运行

24 小时。热线低负荷每日耗电约为 605.3 度，年耗电约为 220834

度。当地工商业及其他用电为 0.7 元/千瓦时，则建设期发生的

电费计算如下：建设期发生的电费=220834×0.7×0.8=123667.04

元。

2.1.6.4 云资源租赁费

（1）定义及费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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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为保障信息系统的运行而租赁基于互联网、局域网的云资

源所需支出的租赁费用。

（2）计取方法和标准

云资源租赁费=∑市场单价×数量×租赁期

（3）相关说明

1）云资源租赁原则上由海南省电子政务云提供。海南省电

子政务云无法提供的，由建设单位另行申请采购，采购申请应符

合相关规定要求。

2）云资源租赁费应依据项目实际情况测算租赁周期，并依

据协议单价或市场租赁询价测算单价。该费用在项目概（预）算

阶段项目建设费中列支，项目竣工验收结束时据实结算。

3）租赁单价 2000 元以上的或单一类型产品租赁总价达到

10000 元以上的，原则上需提供三个或以上同级别不同云服务商

的询价报价单。询价报价单应含产品规格、功能性能参数、报价

单位名称（加盖公章）、联系人及电话等内容。若无法提供足量

的询价报价单，可使用近六个月内政府采购中标项目中的有效价

格或相关证明材料作为报价依据。

4）原则上项目建设期的云资源租赁费不超过一年，特殊情

况的须单独说明；建成竣工验收后纳入运维费。

（4）示例

某单位为完成某系统平台的建设，该平台的部分模块要求高

性能的专业 GPU 计算资源，海南省电子政务云无法满足计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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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采用租用公有云资源的方式。本次拟租用 2 台高性能云服务器，

按建设期租赁 1 年。

经向主流公有云服务商询价，该类型云服务器一年的云服务

器租赁费用为 5 万元，则：

云资源租赁费=5×2×1=10 万元。

2.1.6.5 网络租赁费

（1）定义及费用范围

指为保障信息系统的运行而租赁互联网出口、数字专线及裸

光纤等传输链路所需支出的租赁费用。

（2）计取方法和标准

网络租赁费=∑市场单价×数量×租赁期

（3）相关说明

1）网络租赁费应依据项目实际情况测算租赁周期，并依据

协议单价或市场租赁询价测算单价。

2）该费用在项目概（预）算阶段项目建设费中列支，项目

竣工验收结束时据实结算。

3）原则上项目建设期的网络租赁费不超过一年，特殊情况

的须单独说明；建成竣工验收后纳入运维费。

（4）示例

某单位为完成某系统平台的建设，项目拟部署在自建机房，

为保证系统网络的高可用性，计划租赁裸光纤 20 条，按建设期

租赁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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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向运营商询价，一条裸光纤一年的租赁费用为4000元，则：

网络租赁费=4000×20×1=80000 元。

2.1.6.6 系统迁移费

（1）定义及费用范围

指为实现项目建设目标，需将现有信息系统迁移到新平台所

发生的一次性迁移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软件迁移、硬件迁移、数

据迁移等。

（2）计取方法和标准

系统迁移费=迁移工作量×人月费用单价

（3）相关说明

1）系统迁移工作量参考下表
16
：

难度依据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5 级

业务规模（个） ≤5 6-20 21-40 41-120 >120

业务数据

总容量（TB）
≤1 1-10 10-30 30-100 >100

系统关联接口

数量（个）
≤20 21-50 51-100 101-200 >200

业务允许中断

时间（小时）
≤48 ≤8 ≤8 ≤1 ≈0

特殊设备 不含 不含 包括 包括 包括

灾备等级 1、2 级 3 级 4 级 5 6 级 5 6 级

数据库改变 直接迁移 直接迁移 直接迁移 同构数据库改造
异构数据库迁

移、改造

16
注：同时满足两项及以上指标即可定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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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依据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5 级

对应案例

系统 1：

1.资源实例

个数 2

2.对外接口

数量无

3.依赖外部

接口数量：无

4.网络策略：

1个

5.业务可中

断时长：36

小时

系统 2：

1.资源实例

个数 9

2.对外接口

数量 25

3.业务数据

容量 9TB

4.业务可中

断时长：8小

时

系统 3：

1.资源实例

个数 30

2.对外接口

数量 56

3.特殊设备：

需改造硬件

加密狗

4.业务可中

断时长：24

小时

系统 4：

1.资源实例个数

45

2.对外接口数量

109

3.涉及到较大的

数据库表结构改

造

4.CA 服务器含有

硬件加密狗

5.业务可中断时

长：1小时

系统 5：

1.资源实例个

数 92

2.对外接口数

量 245

3.端口策略超

过 1000 个，覆

盖到县一级

4.从

SQLServer 切

换到 MySql 数

据库

5.基本不允许

停机

工作量预估 ≤3.3 人月 ≤6.6 人月 ≤13 人月 ≤26 人月 一事一议

2）系统迁移工作量应依据项目迁移方案并结合项目实际进

行测算。

（4）示例

某单位信息化系统需迁移到新的云平台，经调研，业务规模

为 25 个，业务数据总容量为 20TB，系统关联接口数量 60 个，

业务允许中断时间不超过 8 小时，灾备等级为 4 级，数据库进行

直接迁移，评估工作量为 7 人月，参照人月费用单价（附录 B），

则系统迁移费计算如下：

系统迁移费=7×2.13=14.91 万元。

2.1.6.7 应用系统推广培训费
17

（1）定义及费用范围

17
项目竣工验收交付前开展的项目培训不应计取推广培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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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为扩大应用系统的使用范围而开展推广培训活动所需支

出的费用。包括师资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场地费、培训资

料费、交通费以及其他费用。

（2）计取方法和标准

师资费在综合定额标准外单独核算，计取规则如下：

1）讲课费（税后）执行以下标准：副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

员每学时最高不超过 500 元，正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每学时最

高不超过 1000 元，院士、全国知名专家每学时一般不超过 1500

元。

讲课费按实际发生的学时计算，每半天最多按 4 学时计算。

其他人员讲课费参照上述标准执行。

同时为多班次一并授课的，不重复计算讲课费。

2）授课老师的城市间交通费按照省级机关差旅费有关规定

和标准执行，住宿费、伙食费按照本办法标准执行，原则上由培

训举办单位承担。

3）培训工作确有需要从异地（含境外）邀请授课老师，路

途时间较长的，经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书面批准，讲课费可以适当

增加。

除师资费外，培训费实行分类综合定额标准，分项核定、总

额控制，各项费用之间可以调剂使用。综合定额标准
18
如下(单位:

元/人/天)：

18
参考《海南省省直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琼财行〔2017〕442 号），如该办法调整，则本项

费用也应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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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费 伙食费 场地、资料、交通费 其他费用 合计

340 130 50 30 550

（3）相关说明

1）综合定额标准是相关费用开支的上限。各单位应在综合

定额标准以内据实结算报销。

2）30 天以内的培训按照综合定额标准控制；超过 30 天的

培训，超过天数按照综合定额标准的 70%控制。上述天数含报到

撤离时间，报到和撤离时间分别不得超过 1 天。

2.1.6.8 应用系统推广实施服务费

（1）定义及费用范围

指为扩大应用系统的使用范围而开展推广实施服务所需支

出的费用。包括需求调研、业务流程梳理、数据初始化、系统配

置等活动所支出的人力费用。

（2）计取方法和标准

应用系统推广实施服务费=实施工作量×人月费用单价

（3）相关说明

实施工作量应依据项目实施方案并结合项目实际进行测算。

2.1.6.9 自建系统或第三方平台内容采编费

（1）定义及费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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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为达到项目建设和运营目标，须对系统、网站、微信公众

号、小程序等平台开展内容采集、编辑加工、美工设计、内容梳

理、知识扩展、优化识别（逻辑）算法、历史台账录入等活动所

需支出的人力费用。

（2）计取方法和标准

内容采编费=内容运营工作量×人月费用单价

（3）相关说明

内容运营工作量应依据项目相关内容运营方案并结合项目

实际进行测算。

2.1.6.10 线上线下宣传推广费

（1）定义及费用范围

指为达到项目建设和运营目标，须为应用系统开展线上线下

宣传推广活动所需支出的费用，包括广告、流量引流、地面推广、

新闻发布、产品发布等。

（2）计取方法和标准

线上线下宣传推广费=∑宣传推广市场单价×数量

2.1.6.11 通信服务费

（1）定义及费用范围

指为达到项目建设和运营目标，须为应用系统用户提供语音、

短信、数据流量服务所支出的费用。

（2）计取方法和标准

通信服务费=∑通信服务市场单价×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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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12 坐席热线服务费

（1）定义及费用范围

指为达到项目建设和运营目标，须通过购买座席热线外包服

务所需支出的费用。

（2）计取方法和标准

坐席热线服务费=∑坐席服务市场单价×数量

2.2 项目建设其他费

以下所列费用应根据项目实际需要编列。

2.2.1 项目建议书编制费

（1）定义及费用范围

指在项目前期由建设单位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或聘请专家

编制项目建议书所需支出的费用。

（2）计取方法和标准

项目建议书估算投资额 3000 万元及以下的编制费计取规则

19
如下：

项目估算投资额 300 万元以下 301－800 万元 801-1500 万元 1501-3000 万元

项目建议书编制费 1-1.5 万元 1.5-3.2 万元 3.2-4.5 万元 4.5-6 万元

19
参考《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咨询收费暂行规定》（琼价营字[1999]34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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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议书估算投资额 3000 万元以上的编制费计取规则
20

如下：

项目估算投资额
3000 万元－1亿

元
1－5亿元 5－10 亿元 10－50 亿元 50 亿元以上

项目建议书编制

费
6-14 万元 14-37 万元 37-55 万元 55-100 万元 100-125 万元

2.2.2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费

（1）定义及费用范围

指在项目立项阶段由建设单位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或聘请

专家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费用（含评审费）。

（2）计取方法和标准

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费=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计费基价×专

业调整系数

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计费基价如下：
21

序号 计费额（单位：万元） 计费基价（单位：万元）

1 200 3

2 500 5.4

3 1000 7.8

4 3000 10.7

5 5000 13.5

6 8000 17.2

7 10000 19.5

8 20000 30.7

9 50000 54.5

20
参考《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咨询收费暂行规定》（计价格[1999]1283 号）。

21
计费额小于 200 万元的，由建设单位与咨询服务单位自行协商，计费基价不大于 3 万元；计费

额大于 50000 万元的，以计费额乘以 0.109%的费率计算计费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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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调整系数如下：

专业类别 建筑安装 定制软件开发
纯硬件或纯成

品软件购置

硬件及成品软

件综合集成类

可行性研究编制 1.0 1.2 0.4 0.7

（3）相关说明

1）计费额为项目估算金额。

2）计费基价按直线内插法计算。

3）可行性研究报告与初步设计同时委托同一服务单位编制

时，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费计费基价按 80%计算。

4）专业调整系数采用加权方式计算。

（4）示例

示例：某信息化项目总投资 1600 万元，信息系统建设费为

1500 万元，其中机房安装费 200 万元，软件开发费 300 万元，

硬件设备及成品软件购置费为 1000 万元，其他费用 100 万元，

则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费计算如下：

1）取硬件及成品软件购置等其他内容专业调整系数为 0.7。

2）计算专业调整系数：（200×1.0+300×1.2+1100×0.7）

/1600=0.83。

3）计算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费：（7.8+（10.7-7.8）/

（3000-1000）×（1600-1000））×0.83=7.2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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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初步设计编制费

（1）定义及费用范围

指在项目初步设计阶段由建设单位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或

聘请专家编制初步设计的费用（含评审费）。

（2）计取方法和标准

初步设计编制费=初步设计编制计费基价×专业调整系数

初步设计编制计费基价如下：
22

序号 计费额（单位：万元） 计费基价（单位：万元）

1 200 3

2 500 6.5

3 1000 12.2

4 3000 33.3

5 5000 54.1

6 8000 80.6

7 10000 95.9

8 20000 172

9 50000 319.5

专业调整系数见下表：

专业类别 建筑安装 定制软件开发
纯硬件或纯成

品软件购置

硬件及成品软

件综合集成类

初步设计编制 1.0 1.2 0.4 0.7

22
计费额小于 200 万元的，由建设单位与设计单位自行协商，计费基价不大于 3万元；计费额大

于 50000 万元的，以计费额乘以 0.639%的费率计算计费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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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关说明

1）计费额为项目概算金额。

2）计费基价按直线内插法计算。

3）专业调整系数采用加权方式计算。

（4）示例

示例：某信息化项目的信息系统建设费为 2500 万元，其中

机房安装费 800 万元，软件开发费 1000 万元，硬件设备及成品

软件购置费为 700 万元，初步设计及概算编制费计算如下：

1）设定硬件及成品软件购置等其他建设内容专业调整系数

为 0.7。

2）计算专业调整系数：（800×1.0+1000×1.2+700×0.7）

/2500=0.996。

3）计算初步设计及概算编制费：（12.2+（33.3-12.2）/

（3000-1000）×（2500-1000））×0.996=27.91 万元。

2.2.4 监理服务费

（1）定义及费用范围

指由建设单位委托的监理机构，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技

术标准，为项目提供监督管理服务而发生的费用。

（2）计取方法和标准

监理服务费=监理服务计费基价×专业调整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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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监理服务费计费基价如下：
23

序号 计费额（单位：万元） 计费基价（单位：万元）

1 200 6.5

2 500 11.5

3 1000 19.7

4 3000 48

5 5000 62

6 8000 82.2

7 10000 95

8 20000 157.6

9 50000 340

2）专业调整系数见下表：
24

专业调整系

数费用科目

建筑安装 定制软件开发
硬件及成品软件购置

等其他建设内容

监理服务 1.0 1.2 0.6

（3）相关说明

1）计费基数为项目概算金额。

2）计费基价按直线内插法计算。

3）专业调整系数采用加权方式计算。

23
计费额小于 200 万元的，由建设单位与监理单位自行协商，计费基价不大于 6.5 万元;计费额大

于 50000 万元的，以计费额乘以 0.68%的费率计算计费基价。
24
参考外省政府投资建设信息化项目的评审机制，依据市场价实际情况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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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示例

示例 1：某信息化项目的信息系统建设费为 400 万元，其中

机房安装费 100 万元，软件开发费 200 万元，硬件设备购置费为

100 万元，监理服务费计算如下：

1）计算专业调整系数：（100×1.0+200×1.2+100×0.6）

/400=1.0。

2）计算监理服务费：（6.5+（11.5-6.5）/（500-200）×

（400-200））×1.0=9.83 万元。

示例 2：某信息化项目的信息系统建设费为 1500 万元，其

中机房安装费 200 万元，软件开发费 500 万元，硬件设备购置费

为 800 万元，监理服务费计算如下：

1）计算专业调整系数：（200×1.0+500×1.2+800×0.6）

/1500=0.85。

2）计算监理服务费：（19.7+（48-19.7）/（3000-1000）×

（1500-1000））×0.85=22.76 万元。

2.2.5 软件测评费

（1）定义及费用范围

指信息化项目在验收前委托第三方测评机构依据经批准的

信息化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方案、招投标文件等对信

息系统进行功能性、非功能性、用户文档等测评所产生的费用。

（2）计取方法和标准

软件测评费=∑计费基数×软件测评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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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测评计费标准见下表：
25

序号 计费基数 M（万元） 软件测评费率

1 M≤200 2.80%

2 200＜M≤500 2.40%

3 500＜M≤1000 2.00%

4 1000＜M≤2000 1.60%

5 2000＜M≤5000 1.20%

6 5000<M 0.60%

（3）相关说明

1）软件测评费计费基数为定制软件开发费与成品软件购置

费之和。

2）当计费基数 M≤200 时，由建设单位与设计单位自行协

商，计费不大于 5.6 万元。

3）软件测评费采用差额定率累进法计算。

（4）示例

某信息化项目的信息系统建设费为 1800 万元，其中软件开

发费 1200 万元，硬件采购费 300 万元，机房安装费 300 万元。

为保障软件开发部分的功能、性能、安全，需请第三方测评单位

进行软件测评，软件测评费计算过程如下：

1）软件测评计费基数为软件开发费 1200 万元。

25
参考外省政府投资建设信息化项目的评审机制，依据市场价实际情况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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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计算软件测评费：

200×2.8%+300×2.4%+500×2.0%+200×1.6%=26 万元。

2.2.6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费

（1）定义及费用范围

指建设单位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验

证信息系统是否满足相应安全保护等级所发生的费用。

（2）计取方法和标准

等级 费用标准（万元/个）

二级 ≦5

三级 ≦8

四级 ≦11

（3）相关说明

对于较复杂的项目，如基础支撑平台、云平台、物联网等，

等保测评费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4）示例

某信息化项目总投资为 1800 万元，其中定制开发的软×件有

2 个，其中一个定级为等保三级，一个定级为等保二级，需请第

三方机构进行等保测评，等保测评费计算如下：

1）确定费用标准：经协商沟通，等保二级按照 5 万元/系统；

等保三级按 8 万元/系统。

2）计算等保测评费：1×5+1×8=13 万元。



- 39 -

2.2.7 商用密码应用安全性评估费

（1）定义及费用范围

指建设单位委托第三方机构对信息系统开展密码应用安全

性评估产生的费用。

（2）计取方法和标准

等级 费用标准（万元/个）

二级 ≦8

三级 ≦12

四级 ≦16

（3）相关说明

特别复杂的、新型的信息系统商用密码应用安全性评估费用

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4）示例

某信息化项目总投资为 1800 万元，其中定制开发的信息系

统有 2 个，其中一个定级为等保三级，一个定级为等保二级，需

请第三方机构进行商用密码应用安全性评估，商用密码应用安全

性评估费计算如下：

1）确定费用标准：经协商沟通，二级按照 8 万元/系统； 三

级按 12 万元/系统。

2）计算商用密码应用安全性评估费：1×8+1×12=2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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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分级保护测评费

（1）定义及费用范围

指建设单位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涉密信息系统分级保护测

评，验证信息系统是否满足国家保密标准所发生的费用。

（2）计取方法和标准

等级 费用标准（万元/个）

秘密级 ≦5

机密级 ≦8

绝密级 ≦11

（3）相关说明

对于较复杂的项目，如基础支撑平台、云平台、物联网等，

分保测评费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2.2.9 招标代理服务费

（1）定义及费用范围

指建设单位委托第三方机构对项目开展招标代理服务所发

生的费用。

（2）计取方法和标准

招标代理服务费=中标金额×服务类型费率

招标代理服务费计取规则见下表：
26

26
参考《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 (计价格[2002]198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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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类型费率

中标金额（万元）
货物招标 服务招标 工程招标

100 以下 1.5% 1.5% 1.0%

100-500 1.1% 0.8% 0.7%

500-1000 0.8% 0.45% 0.55%

1000-5000 0.5% 0.25% 0.35%

5000-10000 0.25% 0.1% 0.2%

10000-100000 0.05% 0.05% 0.05%

100000 以上 0.01% 0.01% 0.01%

（3）相关说明

1）本标准招标代理计费基价为招标代理服务全过程的收费

基准价格，单独提供编制招标文件（有标底的含标底）服务的，

可按规定标准的 30%计收。

2）招标代理费采用差额定率累进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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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运维类项目费用投资测算标准

运维类项目费用，是指为保障项目中的信息系统正常运行
27

开展的例行操作
28
、响应支持

29
、优化改善

30
、调研评估

31
等四项必

须的运维活动所需支出的运维服务人力费及其他费用。
32

运维类项目费用可以按IT资产法或运维工作量法进行测算
33
。

运维类项目费用中有 IT 设备、资产价值情形的采用 IT 资产系数

法，除此外情形采用运维工作量法测算。

3.1 基础环境运维费

（1）定义及费用范围

指对基础环境中的电气系统、通风空调系统、消防系统、智

能化系统等开展运维活动所需支出的费用（包括备品备件费用）。

包括空调机、UPS 系统以及消防设备、柴油汽油发电机、避雷系

统、接地系统、机房环境集中监控系统等机房辅助基础设备。

（2）计取方法和标准

1）按 IT 资产系数法计取

27
正常运行，是指信息系统实际运行情况应能达到规定的业务连续性要求、信息系统可用性要求

和系统安全性要求。
28
例行操作：主要包括对信息系统开展的监控、预防性检查、常规作业等运维活动。

29
响应支持：主要包括对信息系统开展的事件驱动响应、服务请求响应、应急响应等运维活动。

30
优化改善：主要包括对信息系统开展的适应性改进、增强性改进、预防性改进等运维活动。

31
调研评估：主要包括对信息系统开展的运行状态分析、评估、建议等运维活动。

32
信息系统中成品软件、定制开发软件等设施系统的运行维护人力费，项目竣工验收之日起至少

2年后（硬件设备至少 3年）再开始计算，有合同约定的可按合同约定，但不得少于 2 年。
33
无论是 IT 资产系数法还是运维工作量法测算的运维费均应包括例行操作、响应支持、优化改善

和调研评估四大交付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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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环境运维费=运维对象 IT 资产额×运维费率×运维年限

系数

运维费率取值不高于 5%，运维年限系数按下表执行。

2）按运维工作量法计取

基础环境运维费=运维工作量×人月费用单价

（3）相关说明

1）该费用已包含备品备件费。

2）运维工作量应依据项目运维服务方案并结合项目实际进

行测算。

（4）示例

见附录 E 运维服务工作量测算示例。

3.2 硬件设备运维费

（1）定义及费用范围

指对信息系统中的硬件设备中的数据采集、数据传输、数据

存储、数据计算、应用展示、安全等设备开展例行操作、响应支

持、优化改善、调研评估等运行维护活动而所需支出的人力及运

维工具费用。

1）服务器类：包括机架或塔式 PC 服务器、刀片服务器、小

型机等。

使用年限 质保期后第 1、2年 质保期后第 3、4年
质保期后第 5年及

以上

调整系数 1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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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网络设备类：包括路由器、交换机、集线器、无线设备、

负载均衡等设备。

3）网络安全设备类：包括网络防火（毒）墙、堡垒机、网

闸、漏洞扫描、安全审计、入侵检测防御、威胁分析（态势感知）、

防垃圾邮件系统、网络安全监控平台等设备。

4）存储设备类：包括 SAN、NAS 构架存储设备以及磁盘阵列

等。

5）计算机终端类：包括与信息系统强相关的计算机终端等

设备，但不含办公类计算机、打印输出、扫描输入等与信息系统

无关的设备（此类设备的运维费应通过预算单位的公用经费解

决）。

（2）计取方法和标准

1）按 IT 资产系数法计取

硬件运维费=运维对象 IT 资产额×运维费率×运维年限系数

说明：硬件设备运维费率一般取值不高于 6%；含特征库更

新、病毒库更新、资源库更新等服务的软硬一体设备运维费率取

值不高于 8%。运维年限系数按下表执行：

使用年限 质保期后第 1、2年 质保期后第 3、4年 质保期后第 5年及以上

调整系数 1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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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运维工作量法计取

硬件运维费=运维工作量×人月费用单价

（3）相关说明

1）该费用已包含备品备件费，具体包括技术维护费、设备

保修费及配套软件维护升级等；软件升级包含设备系统版本、系

统补丁、模块授权、性能增量等升级。

2）运维工作量应依据项目运维服务方案并结合项目实际进

行测算。

（4）示例

见附录 E 运维服务工作量测算示例。

3.3 软件运维费

（1）定义及费用范围

指对信息系统中的成品软件或定制开发软件开展例行操作、

响应支持、优化改善、调研评估等运行维护活动而所需支出的人

力费用。

（2）计取方法和标准

1）成品软件运维费

A.按 IT 资产系数法计取

成品软件运维费=运维对象IT资产额×运维费率×运维年限系数

运维费率取值不高于 5%，运维年限系数按下表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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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按运维工作量法计取

成品软件运维费=运维工作量×人月费用单价

2）定制开发软件运维费

A.按 IT 资产系数法计取

定制开发软件运维费=运维对象 IT 资产额×运维费率×运维

年限系数

运维费率取值不高于 10%，运维年限系数按下表执行：

B.按运维工作量法计取

定制开发软件运维费=运维工作量×人月费用单价

C.按功能点规模法计取

定制开发软件运维费=运维功能点规模×功能点单价

（3）相关说明

1）运维工作量应依据项目运维服务方案并结合项目实际进

行测算。

使用年限 质保期后第 1、2年 质保期后第 3、4年 质保期后第 5年及以上

调整系数 1 1.1 1.2

使用年限 质保期后第 1、2年 质保期后第 3、4年 质保期后第 5年及以上

调整系数 1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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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定制开发软件优化功能的业务范围≤15%，优化功能的开

发费用不高于项目投资的15%且不大于100万元的优化升级费用，

可按运维项目申报。优化升级费用按“开发工作量×月费用单价”

或“功能点规模×功能点单价”测算。

（4）示例

见附录 E 运维服务工作量测算示例。

3.4 安全咨询服务费

（1）定义及费用范围

指管理与维护信息系统在运行过程中发生的一切与信息安

全相关服务而所需支出的人力费用。包括对信息系统提供的安全

巡检、安全加固、脆弱性检查、渗透性测试、安全风险评估、应

急保障等。

（2）计取方法和标准

安全咨询服务费=咨询服务工作量×人月费用单价

（3）相关说明

咨询服务工作量应依据项目咨询服务方案并结合项目实际

进行测算。

（4）示例

工作量测算示例见附录E ；人月费用单价计取方式见附录B。

3.5 其他费用

其他费用，是指在项目运行阶段，为保障信息系统正常运行

所需支出的费用。包括驻场服务费、特殊专业化设备运维费、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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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设备置换运维费、运行期数据资源建设及数据治理费、电费、

云资源租赁费、网络租赁费、视频会议系统、“一网两线”、运

行期自建系统或第三方平台内容采编费、运行期通信服务费、运

行期坐席热线服务费等。

以下所列费用应根据项目实际需要编列。

3.5.1 驻场服务费

（1）定义及费用范围

指在项目运行期间，为保障信息系统正常运行提供现场支持

服务所需支出的费用。

（2）计取方法和标准

服务类别
机房值班

人工维护
驻场人工维护 软件研发人工

工作内容

7*24 小时值

班；日常巡检，

日志填写；季

度与年终报告

等。

技术人工常驻现场提供

对在线软硬件的运维技

术支撑工作，保障 7*24

小时响应技术支持服务。

提供软件研发人工对在

线应用软件开发、优化等

功能完善工作，至少提供

5*8 小时的研发支持服

务。

支出标准

（万元/人月）

初级人工服务

初级、中级

驻场人工运

维

高级驻场

人工运维

驻点开发

人工服务

人月费用单价计取方式见附录 B

（3）相关说明

高级驻场人力服务指具有高级职称的信息化专业人员提供

的服务；其他为中级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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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专家咨询服务费

（1）定义及费用范围

指在项目设计、建设及运行期间，为提升信息化项目设计的

科学性合理性，以及保障信息系统顺利建设或正常运行，聘请专

家提供专业咨询、评审等相关服务费。

（2）计取方法和标准

项目名称 专家咨询（按次） 专家咨询（按天）

支出标准（元） 1000 1800

（3）相关说明

所聘请专家服务指具有中高级职称或相关资质认证，或具有

丰富行业建设管理经验的信息化相关专业人员提供的各类专业

服务。

3.5.3 特殊专业化设备运维费

特殊专业化设备指科研、医用医疗等专用设施设备产生的相

关维护及费用。考虑到此类设备特殊性用途，不制定运维标准，

可参考各行政事业单位实际采购合同。

3.5.4 零星设备置换运维费

零星设备置换运维指设施设备在运行过程中已不能保障信

息系统安全稳定运行，且市场没有提供相关维保服务，需重新对

设备进行零星置换更新而产生的相关设备购置与服务费用。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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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运维标准，以中央、省的政府采购协议供货标准或实际采购合

同执行。

3.5.5 运行期数据资源建设及数据治理费

按照本标准“2.1.4”测算。

3.5.6 运行期电费

按照本标准“2.1.6.3”测算。

3.5.7 运行期云资源租赁费

按照本标准“2.1.6.4”测算。

3.5.8 运行期网络租赁费

按照本标准“2.1.6.5”测算。

3.5.9 视频会议系统服务费

根据省政府相关规定，视频会议系统统一由海南省电子政务

视频会议系统信息化服务购买项目提供，本运维标准不单列。

3.5.10“一网两线”服务费

根据省政府相关规定，“一网两线”相关服务费统一由海南

省电子政务外网“一网两线”服务项目按实际公开招标采购提供，

本运维标准不单列。

3.5.11 运行期自建系统或第三方平台内容采编费

按照本标准“2.1.6.9”测算。

3.5.12 运行期通信服务费

按照本标准“2.1.6.11”测算。

3.5.13 运行期坐席热线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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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本标准“2.1.6.12”测算。

3.6 运维服务其他费

运维服务其他费按照本标准“2.2”测算，根据项目实际需

要编列。

4 购买服务类项目费用投资测算标准

购买服务类项目费用，是指符合《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

（财政部令第 102 号）规定，采购的信息化产品服务项目或信息

系统服务项目所需支出的费用。

4.1 购买信息化产品服务项目

（1）定义及费用范围

指租赁设备、成品软件、定制开发软件等信息化产品所需支

出的费用。

（2）计取方法和标准

信息化产品租赁费=∑市场单价×数量/产品折旧年限×租赁期

（3）相关说明

1）设备租赁费，原则上设备购置单价 2000 元以上或单一类

型设备租赁总价达到 10000 元以上的需要提供三个或以上同级

别不同品牌厂商（代理商）的询价报价单。询价报价单应含产品

型号、功能性能参数、报价单位名称（加盖公章）、联系人及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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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等内容，若无法提供足量的询价报价单，可使用近六个月内政

府采购中标项目中的有效价格或相关证明材料作为报价依据。设

备折旧年限按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管理相关规定计算。

2）软件租赁费，原则上软件单价 2000 元以上或单一类型产

品租赁总价达到 10000 元的需要提供三个或以上同级别不同品

牌厂商（代理商）的询价报价单。询价报价单应含产品型号、版

本号、功能性能参数、报价单位名称（加盖公章）、联系人及电

话等内容。若无法提供足量的询价报价单，可使用近六个月内政

府采购中标项目中的有效价格或相关证明材料作为报价依据。

3）若租赁期大于设备折旧年限，不建议采取此方法。

（4）示例

某单位拟上线一套项目管理系统，根据系统规划设计方案，

需要使用 3 台某型号的服务器，经市场询价，该型号服务器购置

价格为 6 万元/台，由于业务特性需求，该单位决定不单独采购

设备而是直接向供应商租用设备来进行系统的部署，计划租用 2

年。

经分析：设备数量为 3，设备购置单价为 6 万元，设备折旧

年限为 5 年。

设备租赁费=3×6/5×2=7.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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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购买信息系统服务项目

（1）定义及费用范围

指租赁整个信息系统所产生的租赁费用。

（2）计取方法和标准

（3）相关说明

1）项目建设投资中包含不少于两年的免费运维期，免费运

维期内不单独产生运维费。

2）i 为项目建设投资回报率，包括无风险收益率、风险溢

价，通常情况下取值为 8%。

3）c 为购买服务期年折现率，通常情况下参照同期地方政

府债券收益率合理确定，不考虑投资风险。

4）n 为折现年序数，取 1，2，3……。

5）N 为项目的生命周期。

（4）示例

某购买信息系统服务项目，该项目建设投资 1000 万元，年

均运维费 100 万元，购买服务期 N 为 5 年，年折现率 c 为 3.65%，

项目建设投资回报率 i 为 8%，则服务费计算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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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建设类项目及运维类项目费用构成

A.1 建设类项目费用构成表

单位：万元

序号 费用名称 金额 备 注

一 项目建设费（1+2+3+4+5+6）

1 硬件设备购置费

2 成品软件购置费

3 定制软件开发费

4 数据资源建设及数据治理费

（1） 数据资源购置费

（2） 数据服务购置费

（3） 数据资源建库费

（4） 数据治理费

（5） 模型搭建费

5 系统集成实施费

6 其他费用

（1） 标准规范编制费

（2） 与项目建设强相关的安装费

（3） 电费

（4） 云资源租赁费

（5） 网络租赁费

（6） 系统迁移费

（7） 应用系统推广培训费

（8） 应用系统推广实施服务费

（9） 自建系统或第三方平台内容采编费

（10） 线上线下宣传推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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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费用名称 金额 备 注

（11） 通信服务费

（12） 坐席热线费

二 项目建设其他费（1+2+3+4+5+6+7+8+9）

1 项目建议书编制费

2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费

3 初步设计编制费

4 监理服务费

5 软件测评费

6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费

7 商用密码应用安全性评估费

8 分级保护测评费

9 招标代理服务费

三 建设类项目费用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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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运维类项目费用构成表

单位：万元

序号 费用名称 金额 备 注

一 运维类项目费用（1+2+3+4+5+6）

1 基础环境运维费

2 硬件设备运维费

3 软件运维费

4 安全咨询服务费

5 其他费用

（1） 驻场服务费

（2） 特殊专业化设备运维费

（3） 专家咨询服务费

（4） 零星设备置换运维费

（5） 运行期数据资源建设及数据治理费

（6） 运行期电费

（7） 运行期云资源租赁费

（8） 运行期网络租赁费

（9） 视频会议系统服务费

（10） “一网两线”服务费

（11） 运行期自建系统或第三方平台内容采编费

（12） 运行期通信服务费

（13） 运行期坐席热线服务费

6 运维服务其他费

（1） 项目建议书编制费

（2）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费

（3） 初步设计编制费

（4） 软件测评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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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费用名称 金额 备 注

（5）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费

（6） 商用密码应用安全性评估费

（7） 分级保护测评费

（8） 招标代理服务费

二 运维类项目费用合计

A.3 定制开发软件费分项表（按专家经验估算工作量法）

序号 业务系统 子系统模块 功能描述 工作量 单价（元）
金额

（元）
备注

1 业务系统 1 功能模块 1

功能模块 2

2 业务系统 2 功能模块 1

功能模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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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定制开发软件费分项表（按功能点估算工作量法）

1.未调整功能点数 UFP（功能点）

经复用调整后的功能点数 US（功能点）

设定规模变更因子 CF

2.调整后功能点数 S（功能点）

S=UFP*CF

（无复用度）

S=US*CF

（调整复用度）

功能点耗时率（PDR）

（人时/功能点）

下限值（P25）

中间值（P50）

上限值（P75）

3.未调整的工作量 UE（人时）

计算公式：UE=PDR×S

下限值（P25）

中间值（P50）

上限值（P75）

设定调整因子
应用类型调整因子AT

质量特性调整因子QR

4.调整后的工作量 AE（人时）

计算公式：AE=UE×SWF；

其中 SWF=AT×QR；

下限值（P25）

中间值（P50）

上限值（P75）

人月折算系数 HM（人时/人月）

平均人力成本费率 F（元/人月）

5.工期 D（月）

计算公式：D=1.277×(AE/8/22)0.404

下限值（P25）

中间值（P50）

上限值（P75）

6.软件开发费用（元）

计算公式：P=AE/HM×F

下限值（P25）

中间值（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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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限值（P75）

软件费用/价格（元）

每年软件运维费用/

价格（元）

最终费用/价格（元）

功能点单价（元/功能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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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人月费用单价测算说明

参考近年中国软件行业基准数据，结合我省市场信息化行业人

员薪酬待遇情况，取值样本主要是与海口同规模城市数据，建议人

月费用基准单价为 2.13 万元/人月，该基准费用包含直接人力成本、

间接人力成本、间接非人力成本及合理利润（含税），但不包括直

接非人力成本。根据人月费用参考基准价，人月以 21.75 天计，建

议我省政务信息化项目投资测算标准按以下标准测算人月费用单

价（如项目相关费用按人天精准计算的，则人天费用=人月费用单

价/21.75 天）：

B.1 人月费用单价表

分类 分类细项
比例

系数

人月费用单价

（万元/人月）
备注

软件开发

初级软件开发人员 0.8 1.70

中级软件开发人员 1 2.13

高级软件开发人员 1.2 2.56

标准规范编制人员 1 2.13

应用软件实施服务人员 0.8 1.70

数据服务

数据测试及梳理等人员 0.8 1.70

数据治理、建库等人员 1 2.13

数据分析、算法模型等人员 1.2 2.56

运维服务

初级运维服务人员 0.6 1.28

中级运维服务人员 0.8 1.70

高级运维服务人月 1.0 2.13

安全服务
安全服务人员 1.0 2.13

高级安全服务人员 1.2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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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功能点识别规则

C.1 功能点计数项分类

功能点计数项分为数据功能和事务功能两类，其中数据功能包

括 ILF、EIF；事务功能包括外部输入（EI）、外部输出（EO）、

外部查询（EQ）。

C.2 数据功能

C.2.1 内部逻辑文件（ILF）

ILF 是在应用边界内部维护的用户可识别的逻辑相关数据组

或控制信息；其主要目的是保存由被度量应用的一个或多个基本过

程维护的数据。

ILF 的识别规则如下：

1）识别计数范围内所有逻辑相关且用户可识别的数据或控制

信息；

2）排除不被任何应用维护的实体；

3）分组实体依赖的相关实体；

4）排除代码数据实体；

5）排除不包括用户要求的属性的实体；

6）去掉包括非用户要求的附加属性的关联实体以及仅包括外

键的关联实体，把外键属性分组给主实体；

7）如果数据功能由被度量应用维护，则为一个 ILF；

8）如果数据同时满足 ILF 和 EIF 规则，则将其识别为 ILF。

C.2.2 外部接口文件（E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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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F 是用户可识别的、逻辑相关的数据组或控制信息组，其由

被度量应用所引用，但在另一应用边界内维护；其主要目的是保存

由被度量应用的一个或多个基本过程引用的数据。

EIF 的识别规则如下：

1）识别计数范围内所有逻辑相关且用户可识别的数据或控制

信息；

2）排除不被任何应用维护的实体；

3）分组实体依赖的相关实体；

4）排除代码数据实体；

5）排除不包括用户要求的属性的实体；

6）去掉包括非用户要求的附加属性的关联实体以及仅包括外

键的关联实体，把外键属性分组给主实体；

7）如果数据功能由被度量应用引用但不维护，且其为其他应

用的一个 ILF，则为一个 EIF。

C.3 事务功能

C.3.1 外部输入（EI）

EI 是处理来自应用边界外的数据或控制信息的基本过程；其

主要目的是维护一个或多个 ILF 或改变应用行为。

EI 的识别规则如下：（以下两项必须满足）

1）当基本过程是维护一个或多个 ILFs，或者改变应用行为；

2）包括接受进入应用边界内的数据或控制信息的处理逻辑，

则为一个 EI。

C.3.2 外部输出（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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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O 是发送数据或控制信息到边界外部的基本过程，主要目的

是通过处理逻辑呈现信息给用户。EO 的识别规则如下：（包括至

少下面一种形式的处理逻辑）

1）包括数学公式或计算；

2）包括衍生数据；

3）维护一个或多个 ILFs；

4）改变应用行为。

C.3.3 外部查询（EQ）

EQ 是把数据或者控制信息发送到边界外部的基本过程，它的

主要目的是通过对数据或控制信息的提取把信息呈现给用户。

EO 的识别规则如下：不满足 EO 的规则，则为一个 EQ。

C.4 数据元素类型（DET）

是唯一的、用户可识别的、非重复属性。

C.5 记录元素类型（RET）

是在一个数据功能中用户可识别的数据元素类型子集。

C.6 引用文件类型（FTR）

是由事务功能读取或维护的数据功能。

C.7 基本过程（Elementary Process）

是对用户有意义的最小活动单元，每个事务功能都是一个基本

过程。

当把一个基本过程和其它已经识别出来的基本过程比较时，如

果它们满足下列条件，则应把这两个相似的基本过程当作同一个基

本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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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包括相同的 DETs；

2）包括相同的 FTRs；

3）完成基本过程的处理逻辑相同。

C.8 复用度识别规则

C.8.1 复用度34

指软件开发项目的业务逻辑、开发代码等的复用程度。复用度

由复杂度确定。复杂度由数据功能的 ILF、EIF 和事务功能的 EI、

EO、EQ 复杂度综合确定。ILF、EIF 由 DET 和 RET 确定，EI、EO、

EQ 由 DET 和 FTR 确定。

C.8.2 复用度识别规则

1）复用度由复杂度决定；

2）复杂度越高，复用度越低；复杂度越低，复用度越高；

3）数据功能复杂度由 DET 和 RET 决定；事务功能复杂度由 DET

和 FTR 决定；

4）复用度取值为“低”，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A．被度量应用中复杂度为高的 ILF 的数量占全部 ILF 的数量

大于等于 2/3；

B．被度量应用中复杂度为高的 EIF 的数量占全部 EIF 的数量

大于等于 2/3；

C．被度量应用中复杂度为高的 EI 的数量占全部 EI 的数量大

于等于 2/3；

34
基于财政投资信息化项目的特点，本标准中的复用度判断标准主要基于应用开发项目本身的可复

用程度，不包括市场上已有的类似应用软件的可复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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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被度量应用中复杂度为高的 EO 的数量占全部 EO 的数量大

于等于 2/3；

E．被度量应用中复杂度为高的 EQ 的数量占全部 EQ 的数量大

于等于 2/3；

5）复用度取值为“高”，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A．被度量应用中复杂度为高的 ILF 的数量占全部 ILF 的数量

小于 1/3；

B．被度量应用中复杂度为高的 EIF 的数量占全部 EIF 的数量

小于 1/3；

C．被度量应用中复杂度为高的 EI 的数量占全部 EI 的数量小

于 1/3；

D．被度量应用中复杂度为高的 EO 的数量占全部 EO 的数量小

于 1/3；

E．被度量应用中复杂度为高的 EQ 的数量占全部 EQ 的数量小

于 1/3；

F．不满足取值为“高”和“低”的所有情形，其复用度均取

值为“中”。

C.8.3 复杂度判断规则

C.8.3.1 ILF 复杂度判断表

C.1 ILF 复杂度判断表

DET

RET 1 到 19 20 到 50 51 及以上

1 低 (7) 低 (7) 平均(10)

2 到 5 低 (7) 平均(10) 高(15)

6 及以上 平均(10) 高(15) 高(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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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8.3.2 EIF 复杂度判断表

C.2 EIF 复杂度判断表

DET

RET 1 到 19 20 到 50 51 及以上

1 低(5) 低(5) 平均(7)

2 到 5 低(5) 平均(7) 高(10)

6 及以上 平均(7) 高(10) 高(10)

C.8.3.3 EI 复杂度判断表

C.3 EI 复杂度判断表

DET

FTR 1 到 4 5 到 15 16 及以上

0和 1 低(3) 低(3) 平均(4)

2 低(3) 平均(4) 高(6)

3 及以上 平均(4) 高(6) 高(6)

C.8.3.4 EO 复杂度判断表

C.4 EO 复杂度判断表

DET

FTR 1 到 5 6 到 19 20 及以上

0和 1 低(4) 低(4) 平均(5)

2 和 3 低(4) 平均(5) 高(7)

4 及以上 平均(5) 高(7) 高(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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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8.3.5 EQ 复杂度判断表

C.5 EQ 复杂度判断表

DET

FTR 1 到 5 6 到 19 20 及以上

0和 1 低(3) 低(3) 平均(4)

2 和 3 低(3) 平均(4) 高(6)

4 及以上 平均(4) 高(6) 高(6)

C.8.3.6 参考附录 B，采用功能点测算时，平均人力成本的人

月费率统一取值为 2.13 万元/人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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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功能点测算示例

D.1 需求示意

项目要求：某政府部门拟新开发一套业务系统，以支持网上

办公、文档流转等电子政务业务需求。委托方需根据初步需求确

定项目预算。本项目预算期需求较明确，委托方了解各功能通常

的复用程度，并确定采用 JAVA 开发，无特殊要求，仅要求承建

团队开发过此类系统。主要功能：……收文管理、发文管理、会

议管理、日程安排……。功能描述：……收文管理功能要

求……；……日程安排功能要求……。

D.2 测算规模

假设根据业务需求描述，在初步设计环节，识别出 ILF15 个，

EIF6 个，EI45 个,EO15 个，EQ15 个，识别各功能可复用程度后，

填写以下模板得：
功能类型 不同复用度文件数 功能点分值 功能点数 功能点数合计

ILF

低： ×1×10=

中： ×2/3×10= 100

高： ×1/3×10=

ILF 计数合计： 100

EIF

低： ×1×7=

中： ×2/3×7= 28

高： ×1/3×7=

EIF 计数合计： 28

EI 低：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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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类型 不同复用度文件数 功能点分值 功能点数 功能点数合计

中： ×2/3×4= 120

高： ×1/3×4=

EI 计数合计： 120

EO

低： ×1×5=

中： ×2/3×5= 50

高： ×1/3×5=

EO 计数合计： 50

EQ

低： ×1×4=

中： ×2/3×4= 40

高： ×1/3×4=

EQ 计数合计： 40

US（合计）： 338

CF 规模变更因子： 1.25

S（合计）： 423

D.3 确定预算

根据规模测算结果，填写以下模板可得到最终费用测算结果：

定制软件开发费=功能点规模（UFPs）×软件开发基准生产

率/人月折算系数×人月费用单价

D.1 功能点测算规模、工作量、工期、费用表

1.未调整功能点数 UFP（功能点）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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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复用调整后的功能点数 US（功

能点）；取值参考 UFP * 66.7%
225

一般取 UFP 功

能点 66.7%

设定规模变更因子 CF 1.25 初步设计取值

2.调整后功能点数 S（功能点）

S=UFP*CF

（无复用度）
423

S=US*CF

（调整复用

度）

281

功能点耗时率（PDR）

（人时/功能点）

下限值（P25） 3.97

中间值（P50） 7.04

上限值（P75） 12.52

3.未调整的工作量 UE（人时）

计算公式：UE=PDR×S

下限值（P25） 1116

中间值（P50） 1978

上限值（P75） 3518

设定调整因子
应用类型调整因子 AT 1.00

质量特性调整因子 QR 0.90

4.调整后的工作量 AE（人时）

计算公式：AE=UE×SWF；

其中 SWF=AT×QR；

下限值（P25） 1004

中间值（P50） 1780

上限值（P75） 3166

人月折算系数 HM（人时/人月） 174.00

平均人力成本费率 F（元/人月） 21300.00

5.工期 D（月）

计算公式：D=1.277×

(AE/8/22)
0.404

下限值（P25） 2.58

中间值（P50） 3.25

上限值（P75） 4.10

6.软件开发费用（元）

计算公式：P=AE/HM×F

下限值（P25） 122905

中间值（P50） 217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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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运维服务工作量测算示例

上限值（P75） 387600

软件费用/价格（元） 217947

共 2年软件运维费用（元），

其中默认 1年免费。 21794.7

最终费用/价格（元） 261536.4

调整后功能点数 S单价 功能点单价（元/功能点） 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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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要求：某政府部门拟对数据中心的服务器、存储进行运

维服务工作量测算，测算人员经调研，运维服务范围包括 9 台服

务器，运维服务内容包括监控、预防性检查、常规作业、事件驱

动响应、服务请求响应、适应性改进、增强性改进、预防性改进、

服务器设备调研评估服务等。服务模式主要采取现场服务的模式。

同时测算人员对本次运维服务的服务时间、服务级别、频次等进

行了调研，最终完成运维人力工作量测算表，其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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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 运维服务工作量测算表（服务器、存储等运维服务）

服务
分类

服务
内容 服务描述 服务

模式
服务
时间 服务级别 事务

数量 频次 单个事务处理
时间（分钟）

年工作量
（分钟）

年工作量
（人·月）

备
注

例行
操作

监控

监控：1、服务器整体运行情况；2、服
务器电源工作情况；3、服务器 CPU 工
作情况；4、服务器内存工作情况；5、
服务器硬盘工作情况；6、服务器网络
端口工作情况。

集中
监控

7*24

响应时间≤10
分钟，到达现
场时间≤30
分钟，故障解
决时间≤60
分钟不能修复
的 24 小时内
提供相应应急
措施，保障系
统正常使用

9 实时 2.00 6570.00 0.6222

预防
性检
查

预防性检查：1、服务器的资源分配情
况和策略；2、CPU 使用峰值情况；3、
内存使用峰值情况；4、文件系统空间
使用情况；5、I/O 读写情况；6、网络
流量情况等与存储的链路性能测试。

远程
+现
场

5*8 9
1 次
/日

3.00 9855.00 0.9332

常规
作业

常规作业：1、系统微码升级；2、配置
文件备份；3、过期日志和文件系统空
间清理；4、服务器硬盘 RAID 配置检查
（如有 RAID 控制器）更换控制器电源
（如有 RAID 控制器）。

远程
+现
场

5*8 9
1 次
/月

3.00 324.00 0.0307

响应
支持

事件
驱动
响应

事件驱动响应：1、服务器重启；2、更
换故障部件，包括主板、电源、CPU、
内存、硬盘灯；3、服务器关键部件微
码升级；4、服务器硬盘 RAID 配置修复。

远程
+现
场

7*24

响应时间 ≤
10 分钟，到达
现场时间≤30
分钟，故障解
决时间≤60
分钟不能修复
的 24 小时内
提供相应应急
措施，保障系
统正常使用

9
1 次
/年

60.00 540.00 0.0511

服务
请求
响应

服务请求响应：1、服务器设备搬迁；2、
服务器设备停机演练；3、服务器设备
清洁维护等。

远程
+现
场

7*24 9
1 次
/季
度

60.00 2160.00 0.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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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
性改
进

适应性改进：1、服务器硬盘 RAID 配置
调整；2、服务器网络、光纤链路冗余
调整；3、服务器电源供电接入冗余调
整。
预防性改进 ：1、检查服务器硬盘 RAID
配置，及时修复或更换故障硬盘；2、
增加服务器网卡、光纤卡以及链路冗余
情况，增加服务器电源供电模块冗余

远程
+现
场

5*8 2
1 次
/季
度

90.00 720.00 0.0682

增强
性改
进

增强性改进：1、为本服务器从存储系
统上分配更大空间；2、服务器 CPU 个
数增加；3、服务器内存容量增加；4、
服务器磁盘空间扩容；5、服务器网卡
和 HBA 接口卡增加等。

远程
+现
场

5*8 2
1 次
/季
度

120.00 960.00 0.0909

优化
改善

预防
性改
进

适应性改进：1、服务器硬盘 RAID 配置
调整；2、服务器网络、光纤链路冗余
调整；3、服务器电源供电接入冗余调
整。
预防性改进 ：1、检查服务器硬盘 RAID
配置，及时修复或更换故障硬盘；2、
增加服务器网卡、光纤卡以及链路冗余
情况，增加服务器电源供电模块冗余。

远程
+现
场

5*8
响应时间 ≤
10 分钟，到达
现场时间≤30
分钟，故障解
决时间≤60
分钟不能修复
的 24 小时内
提供相应应急
措施，保障系
统正常使用

2
1 次
/季
度

120.00 960.00 0.0909

调研
评估

服务
器设
备调
研评
估服
务

通过对服务器设备的运行现状进行分
析，根据需方运行维护的需求，提出服
务方案。

远程
+现
场

5*8 2
1 次
/季
度

120.00 960.00 0.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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