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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造价的动态管理与成本优化的“三层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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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筑工程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通过对建筑工程造价的动态管理和成本控制，既

有利于各种资源在建筑行业的优化配置，又能促进建筑行业发展的有序化、良性化，还能增强我国在国际建

筑行业的竞争力。为此，需要重视建筑工程造价的动态管理与成本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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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dynamic management and cost optimization of construction project cost at three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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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uilding engineer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Through 
the dynamic management of construction cost and cost control, it is not only beneficial to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various resources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but also to promote the orderly and benign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but also to enhance China's competitiveness in international construction industr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dynamic management and cost control of construction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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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际而言，不仅要认识建筑工程造价管理的

重要性，更需要从具体践行的角度入手，开展行之有

效的措施，真正做到“知行合一”，促进建筑工程造

价管理的提质增效。基于此，需要秉持“全要素管理”

“全方位管理”“全过程管理”的原则，并从整个建

筑工程的全周期、各个要素入手，实现对人员、设备、

技术的全方位、立体化、动态性管理，促进工程造价

成本的最大限度压缩，管理秩序的良性化建立与执

行，提高建筑行业工程造价的综合竞争力。 
1 意义层面：落实建筑工程造价动态管理与成

本优化的四维作用 
1.1 有效控制项目实施成本 
在整个施工周期中，通过对建筑工程造价的动

态管理，一方面是了解市场层面的施工材料、设备的

价格，另一方面把握国家在建筑中的政策、建筑行业

的供需矛盾等，实现对内外环境各个要素的全方位

把控，提前做出准备，有效控制项目实施的成本。 

1.2 利于开展精准项目预算 
通过对建筑工程造价的动态管理和成本优化，

既可以从外部建筑行业入手，了解当前各个建筑生

产要素的价格走势，把握动态化的变化规律，做出科

学的购入决策以及成本预测，又能从本建筑公司的

实际生产实际入手，基于已经施工的同类建筑项目，

综合考虑市场变化带来的各个生产要素的变化，做

出综合性的项目预算，有效实现项目资金的利用效

率。 
1.3 降低项目开展资金风险 
在整个项目生产的生命周期中，既要关注生产

要素的价格，如材料价格、人力价格等，又需关注生

产环节，及时排除不合理的价格判断，以及提前预判

生产环节的不合理因素，动态化地做出对应性的调

整，降低在项目开展中各个环节带来的资金风险。 
1.4 提高市场的综合竞争力 
通过对工程总价各个环节的成本控制与优化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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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既可以及时对生产要素的价格做出预估以及相

应的政策调整，又能对生产要素的管理、具体的施工

环节进行优化，进一步提高对生产、预算的全方位控

制，最大限度降低成本，提高施工质量，带来良好经

济效益的同时，获得社会效益、环境效益，提高施工

企业在建筑行业的竞争力。 
2 原则层面：实现建筑工程造价动态管理与成

本优化的三全原则 
2.1 全要素管控，保证施工的安全、质量、工期 
在整个工程造价的动态管理中，主要的要素包

括材料成本、管理成本、维护成本。这也要求从上述

角度入手，做好对生产前各种建筑材料成本的预测。

此外，还需从生产中各个生产环节的优化以及对相

应设备的维修、维护等入手，实现对全要素的动态化

管理，真正做到提前预知，提前解决，保证施工的安

全、质量，按期完成工程。 
2.2 全方位管控，保证各个造价费用的全面控制 
全方位的管控主要是指对各个生产环节各个生

产要素的价格的管控。在设计阶段，需要对建筑结

构、建筑材料的方案进行设定、选择，并预算对应的

成本；在施工阶段，则是需要管控各个生产要素的合

理布局与配置，包括物料的管理以及人员行为规范

管理等，提高整体的生产效率。在整个运营阶段，则

是需要考虑日常人员费用、设备的维修与维护费用、

能源消耗费用等，实现对各个生产要素、管理要素等

成本的全面控制。 
2.3 全过程管控，保证动态管理落实在每个阶段 
全过程控制，则是强调将动态化的管理落实在

项目实施的每一个阶段。此部分的管控则是侧重于

对人员的管控，包括培养施工人员的观念和能力，规

范人员的施工流程与标准，还包括对于施工全过程

的数据采集与分析，如上文提到的施工前各生产要

素预算成本的采集、生产中各个生产要素成本的动

态变化数据等等，并结合本企业的生产规律，及时针

对各种变化的生产要素，做出对应的调整，最大限度

地实现“事前调节”，有效将各个阶段的成本压缩到

最低。 
3 路径层面：践行建筑工程造价动态管理与成

本优化的具体策略 
3.1 人员管理层面 
在整个工程造价动态管理中，人员管理是重中

之重，真正做到“人尽其才”，尤其是强化工程造价

相关人员的专业素质，让这些人员通过运用先进的

技术，实现对整个工程的全方位、全要素、全过程的

管控，真正在工程的各个环节做到缩减成本，及时优

化各个环节的流程。与此同时，还需对具体的施工人

员进行具体制度的管控，让施工内容与施工人员“一

一对应”，通过管理人员实现对工期的控制，减少不

必要的成本、损失和风险。 
3.1.1 培养人员先进的管理理念 
在培养工程造价人员先进管理理念的过程中，

要提高工程造价人员的技术层面的管理能力，尤其

是让这些人员具备较强的 BIM 技术掌握能力，真正

将“正确的图纸”转化为三维立体建筑模型，通过对

模型的分析，及时发现施工过程中的不合理之处，并

及时做出相应的调整，保证施工成本、风险降到最

低。与此同时，当面对不同方案的抉择时，工程造价

人员可结合 BIM 技术，与施工人员进行讨论，重点

了解施工质量与施工成本的内在关系，继而为选择

最优的施工方案提供数据支撑，保证质量，降低成

本，实现提质增效。 
3.1.2 完善施工管理的具体制度 
完善施工管理的具体制度主要是针对施工人员。

在实际的施工制度建立上，则需要从如下角度切入：

首先，从施工责任人角度入手，明确每一施工环节责

任到人的同时，最大限度减低不必要的人员资源浪

费，降低施工劳动力成本。其次，从施工进度监管入

手，定期对施工的进度、施工质量进行督查，保证工

程按期完成，并及时发现工程实施中的问题，及早发

现，及早解决，坚决杜绝“事后改善”，最大限度降

低施工成本。与此同时，对于不符合规定的施工，需

要对相关负责人作出惩罚，有效增强施工人员的规

范性。最后，重视信息技术的引入，如上文提到的

BIM 技术。施工人员需要掌握此项技术，通过立体

化模型的方式，了解施工进度、施工方案，及时发现

不合理施工、不合理的施工方案，在尚未施工前做出

对应的调整，将施工的成本降到最低。 
3.2 设备管理层面 
除了人员管理外，更主要的是对设备的管理，尤

其是物料与设备的选购以及相应的预算，还包括设

备的维护费用等，并最大限度地降低各个物料、设备

成本，实现对整个基础生产要素的科学管控，真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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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物尽其用”。 
3.2.1 材料与设备的预算与后期应用的闭环管理 
工程造价人员需要结合具体的施工项目，立足

于市场的材料和设备价格，进行合理的预算。在此之

后，这些人员需要将预算中的采购材料、设备数量，

与实际的入库台账进行对比，及时发现账务中的问

题，如“物料标识与实际物料不符”等，及时督促进

行换货，降低在实际生产中的成本。与此同时，工程

造价人员更需要与施工人员进行联系，了解采购的

物料、设备的具体使用状况，包括是否出现采集数量

过多、采集的物料及设备质量不佳的状况，并将这些

状况及时反映给相应的物料及设备提供企业，实现

对材料及设备的闭环管控，有效降低不必要的损失。 
3.2.2 设备的运行费用与维护维修费用双向管理 
设备是定期、高质量完成施工的重要因素之一。

通过对设备的合理动态管控，可有效提高施工效率。

对此，需要工程造价人员合理预算设备运营费用和

维修费用。最为关键的是，针对频繁出现故障的设

备，需要进行现场了解，分析造成此次事故的原因，

并从供货商和施工人员两个角度入手，探寻对应的

解决措施，真正降低设备运行的故障率，降低设备运

行费用。 
3.3 技术管理层面 
本部分中的技术管理主要侧重从 BIM技术的应

用入手。BIM 技术应用在造价工程动态化管理的优

势有如下三点：一是准确度高，包括工程量、变更工

程量的数据核算、成本数据核对等。二是，可视化，

可结合施工图纸，立体化呈现施工场景，还能立体化

呈现施工的流程，避免出现交叉工序，降低施工的不

合理性。三是，管理效率高，可结合此项技术动态化

管理施工工期、进度等。基于此，主要以 BIM 为技

术管理层，实现对施工全过程的动态管理，以达到降

低施工成本的目的。 
3.3.1 前期阶段，运用 BIM 技术，最大限度保证

三维效益 
在前期阶段，通过运用 BIM 技术，进行场地分

析、编制投资预估、比选方案，并在此过程中，实现

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场地分析上，通

过 BIM 技术可视化的特点，模拟工程周边环境，既

可以实现合理的规划布局，又利于准确高效地对项

目形成判断，做出科学决策，降低决策判断成本。在

编制投资评估上，通过 BIM 技术，运用数据模型可

预算的优点，对所需的物料、设备等进行预算，获得

准确的工程造价，还可运用 BIM 技术的信息更新功

能，了解最新的材料、设备价格，利于正确预算的形

成。在比选方案上，可通过 BIM 技术信息库以及历

史模型，结合实际的施工项目，寻找与实际施工项目

相类似的施工方案，并对此方案进行“微调”，最大

限度满足投资方的需要，也为企业施工开展降低难

度，减少成本，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实现经济效

益的同时，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环境效益。 
3.3.2 设计阶段，运用 BIM 技术，获得最佳控制

成本方案 
在设计阶段，通过运用 BIM 技术，可最大限度

实现传统设计中出现的错、漏、碰、缺的状况，并在

多维度动态设计中，设计出最为科学的方案，降低项

目建设成本。在实际的落实上，主要从方案设计阶

段、初步设计阶段和施工图设计阶段三部分入手。 
在方案设计阶段，通过 BIM 技术，一是模拟项

目施工模型，并以此模型为标准，通过 BIM 技术搜

集相类似的模型，选择出最具性价比的施工模型；二

是，运用 BIM 技术，拟建工程模型，对所要开展的

工程进行“日照分析、空间布局分析”等，优化设计

方案。 
在初步设计阶段，通过 BIM 技术，实现建模设

计。一是通过建立施工模型，将工程建筑构件以及对

应的关系直观呈现，准确判断各个建筑构件关系的

合理性。二是，在运用 BIM 技术上，借助 GIS 技术

渲染施工建筑模型直观呈现建筑、环境、设施的对应

关系，实现对建筑布局的合理设计。 
在施工图设计阶段，通过 BIM 技术，将设备配

件安装等设计方案，直观呈现在模拟建筑上，并通过

各个部门施工主体的协商，确定最终的施工设计图，

降低实际施工过程中带来“错、漏、缺、碰”等问题。 
3.3.3 施工阶段，运用 BIM 技术，优化整个项目

成本控制 
施工阶段是对整个动态工程造价管理的最后阶

段，也是优化整个项目成本的重要阶段。此阶段主要

分为两部分，分别是事前控制和事后控制。在事前控

制上，通过 BIM 技术，建立施工工程三维模型，进

行净高检查、碰撞检查，也可加入 BIM 技术中的时

间维度，动态模拟施工过程，发现施工过程潜在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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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及时解决，以优化成本控制。在事中控制上，通

过 BIM 技术，设计施工工程三维模型，并加入成本

维度的数据，检测施工过程的成本，并对比预算中的

成本，合理分析造成成本过高的原因，或是及时增加

相应的预算，实现对工程实施的全方位控制。 
4 总结 
总而言之，在开展建筑工程造价的动态管理与

成本控制中，需要做到“三提前”，提前预判、提前

设计、提前解决，最大限度地将各种施工造价问题在

事前解决。与此同时，更需要借助先进技术，模拟施

工项目模型、施工进程，最大限度地发现各种施工造

价问题，制定相应的应对策略，实现对整个施工的动

态化控制，以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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