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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程造价涉及国民经济各行业、各部门，涉及社会生产中的各个环节，其作用范围广泛、影响深远。建

设工程造价在项目决策、制定投资计划和控制投资、筹集建设资金、评价投资效果的重要指标等工作中

有重要作用。本文从工程造价的研究现状、预算的编制过程、工程造价软件的应用及工程概预算的计算

模型四个方面对国内外工程造价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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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ject cost involves all sectors and industries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all links in the 
production of the society, and its scope of action is wide and far-reaching. Construction project 
cos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ject decision-making, investment planning and investment 
control, raising construction funds, and important indicators for evaluating investment effec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project cost from four aspects: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of the project cost, the budget preparation proces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oject cost soft-
ware and the calculation model of the project bud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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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国外现行工程造价模式 

根据相关资料，在全世界的不同地区都有不同的工程造价管理办法和管理形式。在发达国家中，工

程造价管理已经趋于科学化、标准化、程序化，且已经形成了国际惯例[1]。但由于种种原因，不同国家

存在着不同的管理模式，美、英等西方国家也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在不断完善自身的相关管理制度。

我国在发展自己的工程造价管理中也需要不断学习他们的经验。 
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的工程造价管理模式包含两部分，一是“软费用”是指业主经营所需费用，主

要包括技术资金、设备购置及储备金、土地使用相关费用、财务税费及其他相关的项目前期费用。二是

“硬费用”是指由业主委托的设计公司或者其他施工企业在施工过程中产生的费用，主要包括施工阶段

的物力、人力及机械消耗所产生费用等。例如，美国会根据市场定价作为自己的计价标准，工程的估算、

概算、人工、材料和机械消耗等相关定价均有几个区域的行业协会根据自己区域内的实际情况加以分析，

由行业协会确定并录入电脑作为依据[2]。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形成了自己的工

程造价管理体系，形成了稍有区别的模式。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一样，英国的工程项目也分为政府投资

工程和私人投资工程两种，两者的工程造价管理模式也不相同。对于私人投资工程项目，与美国等国家

不同的是英国并未采用统一的标准，价格完全通过市场确定。政府一般不会干预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

私人项目。投资者的设计、施工的造价限额是通过中介组织根据已经建成的类似工程的数据资料来设定

的。政府投资的工程项目所采用的人工、材料等费用需要受到国家标准的约束和限制，严格执行统一的

标准和模式。 

1.2. 国内现行工程造价模式 

同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工程造价咨询行业起步较晚，同发达国家先进的管理模式相比，我国管理模

式也相对落后，存在诸多不足[3]。随着我国加入 WTO，我国需要对本国工程造价深入认识、继承优点、

改正不足。 
1) 政府管理模式 
建国初期，我国自苏联引进一套概预算定额管理制度；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始，我国采用工程造价管

理模式代替原有的概预算定额管理制度。概预算定额管理的本质是政府出台行政指令直接管理工程造价，

这与当时我国计划经济相适应。该方式的指令会让建筑产品产生价值和价格的分离，从而遏制建筑行业

的竞争和建筑企业的良性发展，根源是政府的法定行为特性，其方式是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职能。建立

市场价格机制、改革定额管理方式，实现“量价分离”，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形成工程造价机制是工程造

价管理体制的最终目标。 
2) 工程造价的计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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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的工程造价包括定额、费用标准、人力、材料、机械损耗等预算价格和工程计价方法等

为主体的一套概预算管理模式，是一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工程造价管理模式。通过计划经济体制

的制约和调整，实现对工程的概算、预算、结算的管理。在这套管理模式中，国家相关政策会对人工、

物料费用、机械损耗及管理费等进行控制和管理。在国家宏观调控之下，对工程造价进行“控制量、指

导价、竞争费”的改革；但是这种改革，还是在政府管理的约束，并没有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程造

价管理的本质。 
3) 工程造价的咨询机构 
目前，我国从事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的机构主要包括：建设部门的定额站、统计系统的工程自信公司、

审计部门的基建审计机构等。与西方国家相比，这些工程造价机构规模较小、业务单一、技术条件和人

员素质都不高，同时我国咨询机构经营范围较为狭窄，业务量也相对较小。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建立健全，我国颁布了相关的管理办法，使得我国初步建立起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我约束、公平

竞争的造价管理咨询机构的新秩序。 

1.3. 国内外工程造价管理的差异 

我国现行的工程造价管理体制和先进国家之间还是有较大的差异的，除了己经提到的工程量清单和

定额之间的差别，在以下的几个方面也是存在一定的差距： 
市场化：在发达国家中，建筑市场是充分市场化的，这是以高度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保户和市场自

律为背景的。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在初步阶段，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远远不及发达国家。以建

筑行业来说，市场竞争离真正的自由竞争还有很大的差距。政府参与、地方保护、行业垄断严重制约着

建筑市场的竞争。不完全竞争的后果使得市场自律程度较差，偷工瑊料和拖欠工程款现象非常常见。而

为减轻这类现象的各种政府性指令却更加剧了业主和承包商之间的不信任程度，造成了建筑市场不规范

竞争和病态发展倾向。 
公款下项目：先进国家的政府机构是一种精简型的组织，政府机构投资的基建项目较少，一般通过

代理人的形式实施并且有严格的审批、检测和复合制度,对应于工程造价管理就是种市场化的严格监管的

管理模式。国内政府机构的功能较多，基建投资也相对庞大：并且往往由政府机构自己操作，这就造成

了政府过度参与市场，导致公款项目的指令性往往大于竞争性，不仅监管力度下降，而且成本居高不下。 
私人项目：发达国家，对于私人项目政府机构只在法律和基本规范的范畴进行控制，它们的运作主

要依靠市场调节和自律。国内的私人项目，由于历年来施工质量较低，行业市场自律较差，因此国家规

定大型项目(实质上，根据规定绝大部分项目都必须进行公开招投标)必须进行公开招投标，这在一定程度

上的确提高了施工质量，增加了竞争性，但是同时必须看到，强制招投标大大降低了市场自主选择的程

度，使得国内建筑市场自由竞争和自律迟迟不能完全发育。 
全过程造价管理：在国外由于总承包体系非常成熟，因此对于单一项目的规划、设计和施工和运营

都有一揽子的造价分析和监控，这对于业主的总体运作成本的降低作用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实在会影

响项目成本 70%以上的规划设计方面，由于承包的运作会明显的改善设计质量，降低项目成本。由于没

有严格意义上的总承包，国内的规划、设计和施工是分开实施的，现有的造价管理比较集中在招投标和

施工中，但是对于影响成本最大的设计方面却缺乏有效的控制手段。这使得国内的规划设计质量较低，

结构设计随意增加安全系数、不合理设计、粗糙设计的现象难以改善。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继施工成本

和业主的总体成本控制。 
企业定额：发达国家的大中型建筑企业都拥有自己的成本数据库，通过几十甚至上百年的积累和总

结，企业对自身的优势和弱点都非常清楚。企业定额的存在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提供了参考，在报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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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扬长避短增加竞争力，同时保证了价格的合理性，防止过度低价导致无利可图。由于多年来实行的

是国家定额的制度，加上经营较为粗放，国内的企业大部分没有自己的成本数据。过去，在国内的一些

大型企业中虽然有一些企业建立了自己的用工分析，但是由于定额的限制，只能用于企业自身的成本预

测。这种现状对于将来的基于工程量清单的市场竞争是不利的。 

2. 建筑工程预算编制过程 

在编制预算之前，首先应做好准备工作，广泛搜集、准备各种资料，主要包括建筑工程勘察地质报

告、地形测量图、建筑施工设计图纸及说明、各类标准图集等；调查建筑施工环境拟定建筑施工组织设

计，做好建筑施工方案研究，走访定额管理部门；收集现行建筑安装工程预算定额、取费标准、统一的

建筑工程量计算规则和地区材料预算价格，确定编制方法。 
工程量计算顺序在预算编制中至关重要，在单位工程计算顺序中，主要有按照工程施工顺序的先后

次序来计算工程量、按照计量规则中规定的分章或分部分项顺序来计算工程量两种方式。在单个分项工

程计算顺序中，主要包括按照顺时针方向计算法、按“先横后竖、先上后下、先左后右”计算法以及按

图纸分项编号顺序计算法三种计算方法。 
根据工程内容和计量规则中规定的项目列出须计算工程量的分部分项工程，根据一定的计算顺序和

计算规则列出计算式。根据施工图纸的要求确定有关数据代入计算式进行数值计算；对计算结果的计量

单位进行调整，使之与计量规则中规定的相应分部分项工程工程的计量单位保持一致。根据上述过程完

成工程量的计算汇总后，套用预算定价，计算工程直接费。 
根据费用定额规定，计取各种其他费用和工程造价，主要包括：定额项目费、一般措施费、企业管

理费、利润、安全生产措施费、规费、税金、单位工程费用以及其他费用等。 
在完成上述工作后还需进行工料分析，计算材料价差，调整工程造价。首先，根据计算汇总的工程

量，套用相应的预算定额，按定额材料含量，计算该工程所需要主要材料用量。然后根据建设单位物资

供应部门提供的材料供应价格，并依据当地材料价格构成的规定，计算出本项工程各种主要材料需要调

整的单价差异。最后根据各种主要材料的价格差，乘以相应的材料用量，最终计算出本项工程所需调整

的材料价差，进入取费程序中有关费用，最终计算出工程造价。如采用以预算价格总包(自行采购材料)，
则不再计算调整价差。 

完成上述工作后，最终进行编写预算编制说明，打印输出。 

3. 工程造价软件在预算中的应用 

人民生活水平飞速提升，城镇化进程的深入推进也使得城市居民数量不断增加，为了满足他们日益

增长的需求，许多工程破土动工。在建设工程时，预算和审计工作十分重要，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甚至决

定着工程质量，想要在现有基础上提高工作效率、提升数据的准确性，为工程的顺利进行保驾护航，就

应当积极引入信息技术，使用工程造价软件，用更加科学的模式和方法来完成预算审计工作[4]。 

3.1. 基础软件 

基础软件为常用办公软件，如 Excel、WPS/Word 等，还有 CAD 绘图软件，这些能够对文字和图片

进行收集、录入与处理，形成信息化文件档案，忠实记录工程的各个细节。 

3.2. 专业软件 

专业软件为综合性的造价软件，全国各地使用的软件都存在一定差异，从目前来看，使用最为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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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受欢迎的是以下几种： 
1) 清华斯维尔造价软件。其适用范围很广泛，能够帮助发包方、承包方、咨询、监理等各个部门和

单位进行工程的造价管理，能够完成工程预算、决算工作，另外还可以对招投标文件进行编制处理，十

分方便。可支持多种计价方法，挂接多套定额，能够全方位地满足不同地区用户的需求，还可以实现个

性化需求，简便易学，界面也较为简洁，用它制作出的报表十分美观，能够灵活输出和传递。 
2) 广联达造价软件。其是广联达推出的一整套工程完善的预算计价软件，能够满足多种工程建筑的

需求，包含了诸如计价、审核软件，图形、土建、安装、钢筋算量等，还有精装修算量、钢筋精细管理，

以及结算管理。它可以实现工程预算和审计过程中的全部工作，一次性解决问题。它对原有的做法刷功

能进行了改进与提升，并创设性地增加了做法覆盖功能，能够对房间属性进行自定义设定，并使用软件

模拟造价，其中吊顶高度限制十分广，可以输入 50 m 的超高数值。 
3) 鲁班工程造价软件。该创设性地率先引入 BIM 技术(建筑信息化模型)，它能够呈现 3D 可视模型，

通过采集详尽的工程数据并对此进行分析，它可以建立完备的建筑模型，除了用于造价工作外，还可指

导工程施工。它所呈现的图纸立体直观，整体性强，且计算精度高、速度快，也能够迅速编制工程预算

书、招投标文件，并一键完成营改增等不同税制的自由切换，十分方便。其还具备智能检查功能，可对

各部分数据进行检测，寻找有无漏洞。 
4) 神机妙算造价软件。该软件对系统的兼容性很高，能够在 XP、Win7 等多种系统下正常运行，并

且可以实行自定义软件功能和人机用户界面，可以满足各种工程的需求，广泛使在诸多领域用。它采用

智能感知技术、模糊关联技术和多叉树型数据库技术，其定额库智能化程度高，能进行万能悬挂，使用

范围极广。并可顺利完成工程量清单、概算预算结算、审计审核等多项工作，且工作效率较高。 

4. 工程概预算的计算模型 

4.1. 基于 SVM 预测模型的工程初设阶段概预算研究 

为了提高建筑工程初期设计阶段的工程预测可靠性，在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支持

向量机(SVM)的改进从而提出一种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的算法模型(SVM 预测模型)，进而实现对工程初

设阶段造价进行较为详细、全面的预测[5]。结果表明最大误差值小于误差允许值，误差精度满足要求，

提出的 SVM 预测模型可为工程初设阶段概预算提供参考价值；基于 SVM 建立造价的预测模型如下： 

4.1.1. 对样本的数据进行规范化处理 
工程特征指数(X1~X13)中存在定量与定性的差异。通过对特征指数进行量化的方式得到更好的预测

流程量。为了得到更加均匀与收敛的输入和输出数据，需要对样本的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并将值的大

小限定在[0,1]范围内。对极值线性的归一化方法进行优化，将其权重值确定为 0.8，并加入系数值 0.1，
如式(1)所示。 

min

max min

0.8 0.1norm
x xx

x x
−

= × +
−

                                  (1) 

其中 normx 为进行预处理后得到的数值；x 为最原始的数据值 minx 为在工程特征指数下所取得的最小值 maxx
为在工程特征指数下所取得的最大值。 

4.1.2. 建立模型并确定相应的参数 
对于训练方面的误差以及体验方面的误差，RBF 核函数在这两方面存在显著的优势，因此基于 RBF

核函数建立合理的关于工程造价预测方面的 SVM 模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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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1

exp
2

n i j
i

j

x x
f x bα

σ=

 −
 = ⋅ − +
  

∑                                  (2) 

为了将误差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将正规化的参数 b 的数值为 10，核函数的宽度系数 2σ 的数值为

30˚。 

4.1.3. 基于 SVM 法预测模型的学习和收敛 
基于历史数据对 SVM 法预测模型进行训练后再进行数据测试。当 SVM 预测模型预测值与实际值之

间的误差不大于 10%时，即认为该模型的收敛精度较高，可以直接用于实际工程造价应用。 

4.2. BIM 技术在工程设计概预算管理中的应用分析 

与传统的信息处理技术相比较，BIM 技术的数据处理效率更高。在工程概预算工作中运用 BIM 技

术，可以根据项目三维模型生成工程量清单，并根据工程量进行精确的工程概预算计算，减少了人工计

算量，提高了工程概预算的工作效率[6]。利用 BIM 技术可以根据修改后的方案实时重新计算各项数据，

避免了人工计算中容易出现的错算以及漏算的问题，提高了数据的可靠性，为后续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

了基础，并且有助于进行成本控制。 

4.2.1. BIM 技术在工程设计概预算管理的意义 
设计阶段的工程造价管理编制主要依据设计方案的深度以及资料完善程度进行编制的，必须加强设

计阶段的造价管理工作。常见的工程概算法为定额计价法，基本流程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Basic process of project budget estimate 
图 1. 工程概预算的基本流程 

4.2.2. 基于 BIM 平台的 QC 与 CM 系统 
开发当前，在一些基于 BIM 开发应用较成熟国家进行的造价过程管理，一般来说主要利用以下 3 种

核心方法： 
1) 利用应用程序接口(API)在 BIM 和造价管理软件之间建立连接。这种方法主要通过造价管理系统

与 BIM 系统之间直接的 API 接口，将造价工程师所需要的工程量信息从 BIM 软件中导入到造价管理软

件，然后造价工程师结合工程综合信息开始造价工作。 
2) 利用开放式数据库连接(ODBC)直接访问 BIM 软件数据库。这种方法是基于 ODBC 中以数据为中

心的集成应用来访问建筑模型中的数据信息，然后根据 BIM 数据库中原始模型信息，再结合概预算解决

方案中的具体的成本计算方法对这些数据进行整合利用，得到工程量信息。ODBC 数据库是当前主流关

系数据库，相关技术如今已相当成熟，其主要表现在功能强大的结构化查询语言(SQL)、Java、C#等编程

语言对访问关系数据库的强大支持，以及成熟的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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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输出到 Excel。目前，造价工程师最常用的就是将 BIM 软件提取的工程量导入到 Excel 表中进行

汇总计算。与上面提到的两种方法相比，这种方法更加传统、直观，但若要保证工程量计算的准确与高

效，那么设计师对 BIM 的统一性与标准性要求将会很高。 
基于 BIM 平台的系统 QC 与 CM 有以下基本应用：1) 用户可以查看 BIM 的所有模型图元实体；2) 用

户可以查看、修改 BIM 中模型图元实体的尺寸；3) 嵌入完整的国家清单计价规范与各地方定额规则及

数据库，用户可以为每个模型图元实体或一类图元实体集合套用相关定额。根据 BIM 的核心思想，建筑

师、结构工程师、控制工程师、土木工程师、造价工程师等都在同一个建筑信息模型上工作。如果工程

概预算人员也能共享该建筑信息模型，利用基于 BIM 平台的概预算的应用，使项目关联各方造价人员能

便捷快速的获取 BIM 数据成为可能，并且我们可以利用 BIM 的 API 接口与 CM 系统相对接，那么工程

概预算人员可以实现从繁杂、枯燥、精确度低的算量和输出工程量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将主要精力放到

更加准确套取定额或分析市场合理价格等更具价值的造价工作上。 

4.2.3. BIM 技术在工程设计概预算管理中的具体应用 
在工程设计前期成本控制阶段，可以将工程造价系统与 BIM 技术进行有效整合，将工程各个部门的

信息与工程造价系统有机结合，将工程建设过程中涉及的相关数据准确导入工程造价软件中，选择不同

的时间对工程项目进行细致化和信息化处理。在工程设计概预算管理前期，工程造价管理人员可以利用

BIM 技术将实际估算的成本状况及时反馈给设计者，有利于设计阶段的成本控制。我国传统的设计方式

的工程设计过程存在费时多、修改次数多的缺点，导致工程量的准确率低。基于此，很多工程项目在开

展建设工作期间将 BIM 技术和各个阶段的设计方案结合从而进行限额设计，这样可以自行根据方案的更

新数据，使得工程概预算计算和方案有效关联，从而有效解决耗时长、计算量大的问题，极大保证了概

预算数据的可靠性。 
在控制工程概预算工作量过程中广泛应用工程建设中会产生大量的数据信息，从而涉及多种复杂的

工作。传统的工程设计阶段的概预算工作中，由于工作人员对计算规则不熟悉，且工作量大，常常出现

工作失误，无法有效保证数据的科学性和可靠性，源于这种传统的工作是手工计算完成的。要想减少工

程概预算的工作量，进而提高概预算的准确性，要将 BIM 技术的自动化算量软件与 BIM 技术相结合，

不仅能提高概预算的准确率，还能把工作人员从传统枯燥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利用BIM技术有很多优点，

可以快速进行工程概预算，根据工程的成本从而确定初步设计方案，能够大大提升工程量统计效益以及

计算效率；另外，因 BIM 技术具备数字化、可视化、以及协同化特点，能够提升工程造价在设计阶段的

控制水平，提升概预算的审计效率；其次，通过储存工程概预算管理中的数据信息进而简化计算过程，

BIM 算量软件可以减少工程量的计算量；通过利用 BIM 技术构建信息模型三维立体构建，工程设计中的

概预算管理人员不仅能实时工程概预算进行管理与控制，还能将准确的概预算结果传送给工程造价审核

单位和工程建设单位，使多方及时更新工程信息，提高工作效率，通过工程改与算进行管理，还能为后

续工作提供诸多便利和可靠的信息。 
BIM 技术在工程概预算管理中和应用方面的优点显而易见，并且已经在工程实践中得到了多方位的

验证。然而，这一技术的推广运用遭受了很大的阻力，深层背景是工程建筑行业各方面管理体制的落后。

要想让 BIM 技术得到良性发展，必须要为其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管理部门必须从思想和方法上进行全

方位改革，及时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不仅要解放思想，更要打破传统方法的束缚，及时调整定额信息

数据更新及其平台建设等多个方面。 

5. 结论 

世界各国概预算工作的具体做法各不相同，我国的造价主要是根据估价表计算来的，这种估价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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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里价合一”的具体表现。这种计价模式显然带有浓厚的计划价格色彩；而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由

于自由竞争的需要，均无国家公布的统一概预算定额，最后由业主确定而不是由设计单位确定工程造价。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在软件技术不断成熟完善的条件下，建筑工程造价工作中应用造价软件是必

然的趋势，也是实现精准造价预测的必然选择。因此，作为现代建筑工程的造价人员，应该与时俱进，

了解先进的造价软件，掌握使用操作方法，提高操作软件的造价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和敬业程度，对计

算结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通过对支持向量机(SVM)的改进从而得到一种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的算法模型(SVM 预测模型)，进

而实现对工程初设阶段造价进行较为详细、全面的预测。可以看到，BIM 技术在建筑工程领域被广泛运

用，可以利用 BIM 技术的协调性和可视性，在工程概预算管理期间将各个部门的信息库进行有效整合，

对其内容进行模拟。要使工程概预算管理充分发挥其控制、调节以及优化的特征，同时准确收集工程资

料。要想全方位降低企业的生产建设成本，必须进一步加强 BIM 技术在工程设计方面的应用，配合切实

有效的管理方案，加强企业在初步设计、工程招投标、总体设计、施工和验收阶段的控制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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