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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problems of engineering cost management in China are introduced. BIM (building in-
formation model) brings new change in engineering cost management and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of information sharing in every construction phase. Through the study of BIM application in engi-
neering cost management, analyzes its huge application value on project valuation and cost man-
agement of th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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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我国在信息化时代下工程造价管理存在的突出问题，BIM（建筑信息模型）给我国工程造价管理带

来新变化，促进建筑各阶段的信息高效共享，通过对BIM在工程造价管理中的应用研究，分析BIM在工

程造价管理中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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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和计算机信息技术的不完善，使建筑行业深深的感受到由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

展所带来的便利，建筑行业从以前的手工制图到机械制图、从手工图纸算量到计算软件算量的转变，建

筑行业能深刻的感受到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给其带来的深远影响。计算机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同样给工程

造价行业带来更深层次变革。随着 BIM 的与运用和发展，其给我国建筑行业带来新的变化，同时也提高

工程造价管理的效率。 

2. 我国工程造价管理现存的问题 

2.1. 各个阶段造价管理协调性不强 

我国的建筑工程项目分成：投资决策阶段、设计阶段、招投标阶段、施工阶段和竣工验收阶段，当

然在各个阶段的侧重点也是不一样的，进而每个阶段的造价管理也不尽相同，各个阶段的参与各方都是

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各个阶段造价管理的重点在于有自身资源的配置和工作组织方式来缩减成本，不愿

意将于自身有着直接利益关系的资料信息与其他各个阶段的参与方共享，使各阶段不能完全利用其他阶

段的信息资源，不能实现各阶段的无缝搭接，从而使各个阶段的信息交流不畅，不能实现信息的共享，

从而导致造成造价出现“三超”现象、造成大量重复工作和无效工作，甚至导致工的延误等等。 

2.2. 工程造价管理模式与市场不衔接 

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地区采用静态管理与动态管理相结合的工程项目造价管理模式[1]。各地区的工

程造价机构根据相应的预算定额，在结合其地区公布的指导系数和指导价格来计算出工程项目的造价。

在我国建筑工程计价模式主要是定额计价，而定额所代表的是社会平均水平，如果施工企业用定额作为

指导来编制建筑工程项目的工程造价，此造价不代表该企业的施工技术水平和相应的施工组织方式。随

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定额计价这种计价方式越来越不能适应市场的要求，出现许多不可控

的因素，不能充分调动企业加强管理的自主性，同时也不能充分市场公平竞争的基本原则，对工程造价

产生影响。 

2.3. 工程造价数据难以实现高效共享 

在我国工程项目的组织结构形式分为：直线型、职能式、矩阵式三种组织形式[2]。由于建筑项目建设

周期长、规模大、造价金额大，因此需要多部门、多层次对工程造价进行控制，来确保工程造价的准确

定。同时在建筑工程部分的组织形式不同，造价人员与其他工作人员所属不同的部门机构，各个部门机

构有着不同的职责和任务，这就造成了造价人员所需要的或提供的项目成本数据不能直接与其他部分人

员直接共享，有时候数据需要经过再次处理或者是二次计算，这样就容易造成信息的流失和失真，从而

降低了工作效率。 

2.4. 工程造价管理信息化水平不高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工程造价管理领域中已广泛运用互联网技术， 实现工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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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的部分虚拟化和信息化，提高工程造价管理的效率，但我国的造成造价管理水平还比较低。我国工程

造价信息具有区域性、多样性、动态性等特点，再加上工程造价信息采集技术落后，处理手段比较单一，

信息的采集周期比较长，另外工程造价信息管理相关的体制和分类标准的不健全等因素严重制约着我国

工程造价管理信息化水平的提高。 

3. 基于 BIM 的工程造价管理 

3.1. BIM 的基本知识 

BIM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建筑信息模型)，即在规划设计、建造施工、运维过程中的整个或

某个阶段中，应用 3D 或 4D 信息技术，进行系统设计、协同施工、虚拟建造、工程量计算、造价管理、

设施运维的技术和管理手段。运用 BIM 技术可以消除可能导致工期拖延和造价浪费的实际隐患，利用

BIM 技术平台可以提高工程项目全过程精细化管理水平，从而进一步提升项目的效益。 

3.2. 对项目的全过程造价管理 

全过程工程造价管理是指从项目的投资决策阶段到项目的竣工验收阶段对工程造价合理的确定和有效

的控制。BIM 在投资决策阶段的运用主要是利用的 BIM 的数据模型和参照已完或在建相似工程的造价信

息，更准确、可靠的来估算拟建项目的造价信息。在设计阶段，利用在设计阶段的 BIM 数据参数模型可

以让项目的各参与方对工程图纸进行审核，同时利用BIM模型可视化的特点及时发现设计不合理的地方，

从而减少施工过程中的设计变更，降低工程造价。在招投标阶段，以往投标单位都会花费大量的人力、

物力来审核工程量，基于 BIM 模型投标单位可以快速、准确的对工程量的审核和校验，避免因工程量的

问题导致自身的亏损，同时招标单位可以利用投标单位对工程量审核时发现的问题，进一步更正设计图

纸，有效的避免“低价中标，高价索赔”的现象。在实施阶段，可利用 BIM 实时施工 4D 模拟[3]将时间信

息和 3D 模型链接产生 4D 施工进程的动态模拟，大大提高施工效率，缩短工期和节约成本。在竣工验收

阶段，此阶段你的 BIM 模型已包括建筑项目的所有信息，提高项目的结算效率，有效的减少甲方与乙方

相互扯皮现象，同时此模型也为以后的拟建工程提供有效的参考数据。 

3.3. 基于 BIM 的各阶段、各参与方协同管理 

在基于 BIM 的全过程造价管理，BIM 模型已经集中了与项目有关所有信息，形成 BIM 信息枢纽，BIM
的出现可以使建筑信息得到充分的传递和高效的共享，即便是在工程变更过程中，利用现有的 BIM 模型

和需要变更的内容联系起来，BIM 模型就反映出所变更的工程量和造价信息的变化，甚至将计算结果反

馈给相关人员，有利于各参与方随时随地的获取最新最准确的数据，减少各阶段、各参与方的沟通误解，

提升协同效率。 

3.4. 基于 BIM 的建筑信息的集成与共享 

工程造价本身就是信息资源的一种，传统的造价数据存储偏向于用纸质或简单 office 文件进行传递

或保存。基于这种形式的这种形式信息交流和信息传递的只是几何数据，各阶段的工程信息仍无法直接

交流，极易导致各个阶段或各参与方之间的信息断层，而工程造价信息化是建筑行业与信息技术相结合

发展的必然趋势。BIM 将建筑工程各个阶段的数据都集中在 3D 模型之中，同时也让项目的各阶段的参

与人员能及时的获取精确完整的数据，提高项目的效益和价值。建筑信息具有：数量大、类型多、实时

性等特点，BIM 使得项目全生命期的信息能够得到有效的组织和追踪，保证信息从一阶段传递到另一阶

段不会发生“信息流失”，从而减少信息的歧义和失真[4]。对已完或拟建建筑工程 BIM 信息模型可以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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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工程档案资料库，使得工程信息资料得到沉淀积累，形成可以共享和重复利用的造价信息资料，为

以后拟建或在建工程提供参考资料，也为物业运维提供高效数据库。 

3.5. BIM 的碰撞检测与不同维度的多算对比 

碰撞检测是指对建筑构件、结构构件、机械设备、水暖电管线等进行检查，以确保上述构件和设备之

间不发生碰撞交叉等现象[5]。建筑工程结构、水、暖、电、机械等专业工程的施工图纸都是分别设计的，

没有考虑其他专业施工的可行性，这样就会造成在实际的工程中经常会出现设计管线发生交叉碰撞的问

题，对于比较明显的问题可以通过工程师对图纸的审核来发现碰撞问题，很多复杂或细小的碰撞问题直

到实际施工时才被发现，这不仅会导致工程的返工或窝工现象，还造成相关成本的增加，甚至在某些情

况下会延误工期，BIM 模型的三维视图能把这些问题很直观的显示出来，能使工程人员及时的更改碰撞

问题，从而节约成本、缩短工期。BIM 的 多算对比对是基于时间、工序、和空间三个维度上，一般工程

量的准确性和工程细分成正比关系，工程建筑的复杂性使得工程量的汇总成为一个极为繁琐的工作，基

于 BIM 模型可以实现不同维度的多算对比，使得汇总准确而快速的进行，保证在不同维度下的对比分析

是高效，准确的。 

3.6. 基于 BIM 的资源计划 

资源作为工程实施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他们的费用占工程的总费用的 80%以上，资源计划是进度计

划的保证，又是成本计划的前提条件[2]。BIM 数据模型所集中的项目建设阶段的信息，不论是建设单位

或施工单位都能够根据 BIM 数据模型所提供的信息来更加合理的编制资金计划，进度计划，提高资源的

使用效率、提升项目的价值和获得更高的利润。 

4. 结束语 

BIM 技术在我国的快速发展，并在建筑工程上有了一定的运用，BIM 技术在工程造价管理的方面的

运用的潜力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在目前的整个建筑行业还有形成一个统一完善的 BIM 系统体系，在工

程的各个专业的有效信息不能高效、准确的对接，相关的 BIM 技术标准体系有待制定和 BIM 人员的缺

乏，使 BIM 技术不能在全国范围内广泛的利用和推广。BIM 技术使得工程造价工作与项目的其他各个

环节更好的融合，使各个阶段的信息得以高效的利用和共享，实现了个阶段的协同工作，提升管理的效

率，BIM 技术和造价行业相互结合，相互发展，不断提高我国造价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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