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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将BIM技术应用到工程全过程造价管理中,可借助于BIM技术的优势,降低传统造价管理存在

的复杂性和困难性,从而增强造价核算的精准性,更好的控制工程造价,避免超支等问题的产生。本文就

将重点讲解BIM下的工程全过程造价管理,以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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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le Process Cost Management of Construction Project Based on BIM 
Nanshu He 

[Abstract] Applying BIM technology to the whole process cost management of the project can reduce the 

complexity and difficulty of traditional cost management by virtue of the advantages of BIM technology, so as to 

enhance the accuracy of cost accounting, better control the project cost and avoid the occurrence of overspend 

and other problems.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BIM project cost management in the whole process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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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造价管理是实现工程管理目标,

增大建筑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不过随着

工程规模的扩大,资金成本消耗逐渐增多,

给造价管理带来了较大难度。为此,需要引

进先进技术提高造价管理水平,做好资金

成本的全面科学管控。而BIM技术的出现为

上述目标达成提供技术支持,也为工程造

价管理有效性的增强带来了强大助力。 

1 BIM技术的基本概念 

BIM技术,即建筑信息模型,是指采

用计算机信息技术创建三维立体空间数

据信息模型,对整个工程建设流程进行

管理与控制。建筑信息模型包含所有建

筑工程项目涉及的数据信息,实现了资

源共享与信息交互。BIM技术是利用计算

机信息技术创建三维立体空间数据信息

模型,既能够对整个工程建设流程实行

动态化控制,又能对整体工程造价展开

精细化管理。工程造价是指建筑工程项

目整个建设周期的实际投资成本。从工

程项目立项决策到规划设计,到施工建

设再到交付竣工,都需要投入一定量的

资金。合理利用BIM技术,可以对工程造

价展开全过程、动态化、精细化管理,

将实际投资成本控制在预算范围内,实

现工程项目综合效益的最大化。 

2 BIM技术在建设工程全过程

造价管理中的优势 

2.1提高管理水平。建设工程全过程

造价管理中,BIM的应用实现了管理的自

动化和参数化。通过BIM构建立体数字模

型,将收集到的数据资料完全显示在模

型内,便于工作人员观察和了解,快速计

算工程量参数,减少以往人工作业带来

的时间方面的损耗。同时BIM自动化算量

可降低干扰因素的影响,保障计算结果

的准确性,为方案编制及管理工作的开

展提供依据和支持。另外,BIM构建的信

息化平台,可加快信息传输与共享,为工

程造价管理的有效落实提供助力。 

2.2加大协作力度。利用BIM的可视

化、可追溯化、互动化的特征优势,能够

提高部门间的协调效率,提高协作水平,

促使管理工作的顺利落实。可视化能够

实现信息数据的及时收集和处理,帮助

管理人员准确了解各阶段造价要求及具

体情况,并做好协调处理；互动化可实现

信息数据的及时传输和共享,加快部门

间信息互通,加强作业落实可靠性和快

速性；可追溯化则是对信息数据实行分

类存管,在问题出现后能够及时调取和

查询,了解当时具体情况,给出合理解决

方案。这些作用的发挥,为工程造价全过

程管理提供可靠依据,加强资金成本的

调度和分配,保障工程的最终效益。 

2.3有利于资源共享与信息交互。

BIM技术是利用计算机信息技术与数字建

模软件,创建完整化、合理化、可视化的

三维立体空间数据信息模型。基于BIM技

术构建的数据信息平台,不仅包括工程项

目信息和元构件信息,还包含所有的工程

造价信息。同时,BIM技术还可以对工程项

目数据信息进行整合与连接,实现工程造

价信息的交互传递与共享,避免信息孤岛

或信息失衡等问题。网络共享平台的数据

信息交互,有效弥补了传统纸质信息篡

改、缺失、泄露等不足。将BIM技术拓展

运用到建设工程全过程造价管理中,可以

进一步提升工程管理信息化水平,增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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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造价管理落实成果。 

3 BIM技术在建设工程全过程

造价管理中的应用策略 

3.1投资决策。在BIM强大数据库、

可视化及数据模型优势的作用下,投资

者能够获取更加精准、全面的数据资料,

为投资决策提供支持。在该阶段内,BIM

信息模型能够对项目要求及现场信息数

据加以准确了解和掌握,开展工程造价

的自动化分析,保证决策环节投资估算

的准确性,之后按照投资估算内容完成

方案对比分析,快速找出可行性方案,推

动后续工作的顺利进行。 

在BIM作用下,可对项目不可遇见费

用加以准确估算和了解。BIM可实现风险

隐患的提前预测和分析,确定不确定费用

的支出范围,之后再结合实际情况,对造

价费用实行科学规划。据现有资料显示,

采用BIM后不可预见费用占比只有15%,较

传统的30%-50%得到较大管控,确保资金

成本的科学支出,改善造价管理水平。 

3.2设计阶段。设计阶段虽然资金成

本支出较小,但对工程造价影响却非常

大,故而应合理规划设计内容,避免超支

等问题的出现。BIM在设计阶段的应用,

借助信息平台及数据库系统,实现信息

快速收集和共享传输,为参建方提供精

准资料数据,且借助三维视图直观展现

设计成果,实现对工程项目的科学把控。 

设计阶段内为加强预概算编制合理

性,控制造价变更,会利用BIM技术设计图

纸,将设计图纸中的构成要素与相关的造

价信息加以关联,最后以时间维度的方式

输出分部分项工程的造价信息,在设计阶

段实现项目造价管理。此外,在交底及图

纸审核工作中,之前采用二维图纸方式进

行,水电、暖通等系统结构会单独展现在

图纸上,审核环节也只是单纯的对单独图

纸加以分析,未考虑到结构间的关联性,

使得实际作业中存在诸多问题,增加了设

计变更的可能。而基于BIM信息共享平台

的技术交底会使项目的沟通、决策都在三

维可视化的状态下进行,可更为直观地理

解施工工艺,避免盲目施工,对项目质量

控制起到了显著作用。 

3.3招投标。传统招投标工作中,招

标人员和竞标单位需要考虑的内容较多,

如竞标文件编制、最低造价成本限额设

置、现场勘查等,需要消耗较多人力、物

力和财力,且所需时间较长。但使用BIM

技术后,招标单位在文件编制及参数计

算时,可直接利用专业的BIM软件完成自

动化处理,在编制完成后予以自动校正,

指出其中问题并加以改进,提高工作效

率。另外,利用BIM模型,能够对工程量予

以快速精准核算,避免人工作业产生的

误差,为招标工作落实提供保障。且借助

BIM信息平台,可将招标信息快速公布出

来,保证招标活动的公开性、公平性,吸

引更多资质达标竞标企业参与其中。信

息化处理也可避免腐败问题的产生,为

建筑行业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3.4施工阶段。由于工期较长、市场

存在不稳定因素较多,使得施工阶段的

工程造价控制面临较多挑战,难度升级。

如果不能对其实行有效把控,很容易出

现超支现象。基于BIM技术,在施工阶段

一旦设计方提出工程变更、设计优化及

其他突发情况,可利用BIM及时对工程量

加以调整,将工程建设期间的所有造价

数据资料存储在BIM系统中,工程造价管

理人员可利用BIM及时、准确地筛选相关

数据。同时BIM的造价软件可实现各类型

文件资料的统一化管理,如核算报告、招

标文件、合同、结算书等,为测算、签证

及款项支付提供可靠依据,减少混乱支

出带来的损失。 

工程建设中材料所占费用比例最大,

在7-8成左右,为避免超支情况出现,需

加强材料费用的科学把控,控制材料进

购成本及使用量,减少不必要损耗的生

成。当前在材料成本管控中,一般都是采

用限额领料方式实现的,但由于缺少规

范化管理体系,该制度落实存在一些问

题,材料费用支出超出规定标准范围。而

在BIM作用下可构建完善的数据库系统,

根据现有数据资料对材料成本进行模拟

计算,再通过市场资料的对比分析,对材

料成本费用使用取件加以确定,以此管

控费用,降低超支的可能。 

再者,虚拟碰撞技术也为全过程造

价管理带来较大助力。该技术应用后可加

强图纸审核,对存在的问题予以快速识别,

做到提前修改和完善,控制造价成本支

出。此外,BIM技术可根据工程的实际进度

实行项目资源的合理配置,参照实际进度

迅速计算相应的人、料、机械等资源的需

求量,之后完成对应的资金、人员、材料

和机械计划,保证资源的使用均衡。 

3.5竣工验收。竣工验收阶段的造价

管理是对上述所有工作的补充和完善,

也是最后实行造价成本控制的重要阶

段。该环节内,BIM平台已经做好数据的

收集和处理,要求作业人员根据这些数

据资料,开展对比分析与校验工作,如工

程量校验、各环节作业质量校验等,通过

与设计内容的对比判断其是否符合实际

要求,并在此基础上计算进出成本的实

际情况,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且加以解

决。该阶段,BIM可保证结算资料的准确

性、可靠性,为对比分析提供支持。另

外,BIM技术在该阶段的运用,也实现了

多维度分析和探讨,对支出款项、效益等

参数数据予以准确把握,且构建完善数

据库系统,为同类工程开展提供依据。 

4 结语 

总之,BIM技术的应用为建设工程全

过程造价管理带来了助力和支持,也解

决了传统造价管理中存在的各类问题,

全方位提升了造价管理水平,节省了更

多的资金支出,在保障工程质量安全的

基础上,创造更大的经济利润,最终为行

业发展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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