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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范式转换角度的全生命周期工程造价管理研究 

韩振虎 

中国建设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0 

 

[摘要]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工程项目的日益复杂，工程造价管理变得愈加关键和复杂。传统的工程造价管理模式难以

应对多变的市场需求和环境变化，这就迫使我们需要更加全面、长期的管理方式。在这一背景下，全生命周期工程造价管理

崭露头角，成为解决复杂工程项目管理难题的有效途径。文章探讨全生命周期工程造价管理的概念、理论和实践，以期为工

程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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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 and the increasing complexity of engineering projects, engineering cost 

managemen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critical and complex. Traditional engineering cost management models are difficult to cope with 

changing market demands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s, which forces us to need more comprehensive and long-term management 

methods. In this context, full life cycle engineering cost management has emerged as an effective way to solve complex engineering 

project management problem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concept, theory, and practice of full lifecycle engineering cost management, in 

order to provide new ideas and method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ngineering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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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工程造价管理作为项目管理的核心内容之一，关系到

项目的成本、质量、进度等多个方面。在当今社会，工程

项目不再仅仅追求经济效益，还需要考虑社会、环境等多

方面因素。因此，传统的工程造价管理方法已经不能满足

复杂多变的需求，我们迫切需要一种更加综合、全面的管

理模式。全生命周期工程造价管理因其全面考虑项目的各

个阶段，更加符合现代项目管理的需求，具有极高的实践

意义。 

1 范式与范式转换的概念及内涵 

范式与范式转换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中的重

要概念，它们被用来描述和解释人们在不同历史、文化和

社会背景下形成的特定观念、信仰、价值观和行为规范。

范式是指一种普遍的思维模式或者典范，它代表了人们对

于现实世界的认知和理解方式。范式通常包括基本的信念、

价值观、规则和范例，它们指导和规范着个体和社会的行

为，是特定文化和社会群体共享的认知结构。范式转换则

是指在特定历史、文化或社会背景下，人们的观念和认知

模式发生变化的过程。这种转变可以是渐进的，也可以是

突变的，它通常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科技进步、文

化交流、社会变革等。范式转换不仅仅是思维方式的变化，

更涉及到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重大变

革
[1]
。范式与范式转换的研究有助于揭示社会变革和文化

演变的内在机制。在不同的学科领域，范式与范式转换的

理论被广泛运用，例如，在历史学中，研究不同时期的社

会观念和文化范式的变化；在社会学中，研究不同社会群

体之间价值观念的差异和变迁；在教育学中，研究不同教

育体系下学习方法和教学理念的演变等。总之，范式与范

式转换的概念揭示了人类社会认知和文化演变的基本规

律，让我们理解社会变革、文化传承以及个体和群体行为

模式的变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 

2 全生命工程造价管理的意义 

全生命周期工程造价管理不仅弥补了传统管理方法

的不足，更为工程项目提供了更全面、准确、可持续的成

本管理方案，有助于提高项目的综合竞争力，确保项目的

长期可持续发展。 

2.1 传统管理的不足 

传统的工程造价管理通常局限于项目的特定阶段，主

要集中在设计和施工阶段的成本控制。这种管理方式存在

许多不足之处。首先，它忽略了工程整个生命周期内不断

变化的需求和挑战。在项目的不同阶段，需求可能会发生

变化，而传统管理难以适应这种变化。其次，传统管理往

往缺乏对工程后期运营和维护阶段的考虑，导致在项目交

付后可能出现维护成本高、效率低的问题。此外，传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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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方法往往只关注直接成本，而忽视了工程全生命周期内

的间接成本和隐性成本，从而影响了对项目真实成本的全

面了解。 

2.2 全生命周期工程造价管理的优势 

相较于传统管理，全生命周期工程造价管理具有明显

的优势。首先，它将管理的焦点从单一阶段拓展到整个工

程生命周期，包括规划、设计、建设、运营和维护等各个

阶段。这种全面性的管理可以帮助项目团队更好地应对项

目不同阶段的挑战，确保项目按时交付、在预算内完成，

并且满足质量和安全标准。其次，全生命周期工程造价管

理强调数据的积累和分析，通过对历史数据的研究，可以

更准确地预测项目的成本，避免预算超支和资源浪费。此

外，全生命周期管理还促使项目团队更加注重工程的可持

续性，考虑项目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推动绿色施工和可

持续发展。 

3 全过程工程造价管理成长阶段主要形成的思

维模式原因 

全生命周期工程造价管理的优势在于它能够解决传

统管理模式中存在的信息断裂和成本估算不准确等问题，

提高项目的综合管理水平，确保项目在全生命周期内实现

高效、经济和可持续的发展。 

3.1 全过程工程造价管理呈现出不足现象 

在全过程工程造价管理的成长阶段，我们可以观察到

一些不足现象。其中一个主要问题是，传统的工程项目管

理往往局限于特定阶段，导致在项目的不同生命周期内存

在信息断裂和协作不足的情况。设计、施工和运营等各个

阶段的参与者往往各自为政，信息流通不畅，导致项目各

个阶段之间的协同性较差。这种分割式的管理模式使得在

项目执行过程中难以全面考虑项目的长期影响和整个生

命周期内的成本效益关系。此外，传统模式下项目团队通

常只关注项目初期的投资成本，而忽视了项目后期的运营、

维护和更新成本，导致项目整体成本的预估不准确，最终

可能导致项目运营困难或者资源浪费。 

3.2 全生命周期工程造价管理的优点 

全生命周期工程造价管理相较于传统模式，具有明显

的优势。它在整个项目生命周期内建立了紧密的沟通桥梁，

整合了项目的各个阶段。通过建立信息畅通的协作机制，

各个参与方能够更好地协同合作，及时共享信息，从而更

容易发现和解决问题。这种紧密的协作关系提高了项目执

行的效率和质量，减少了沟通误差，确保了项目的顺利推

进。全生命周期工程造价管理强调了全面的成本考虑。它

不仅包括了项目的前期投资，还关注中期运营和后期维护

等各个环节的成本。通过对整个生命周期的成本进行精确

估算和控制，项目团队能够更准确地预测和规划资源需求，

防止项目中途因为资金不足而停滞。这种全面的成本管理

不仅使得项目的成本估算更加准确，也降低了项目因为成

本超支而产生的风险
[2]
。通过降低项目的整体生命周期成

本，项目可以更好地实现环保、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可持

续发展目标。它促使项目考虑资源的合理利用，推动绿色

和可持续的工程实践。通过降低对环境的影响，项目得以

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和文化环境，增加了项目的社会可持

续性。同时，合理控制项目的整体成本也有利于项目的经

济可持续性，确保了项目的长期运营和维护，为社会和经

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支持。 

4 全生命周期工程造价管理范式的形成过程 

全生命周期工程造价管理范式的形成是多种学科观

念和社会观念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经济学、管理

学等学科的理论积淀，以及社会道德和政治观念的变化，

共同推动了全生命周期工程造价管理范式的形成和发展。

这种范式的形成使得项目管理更加科学、全面，有助于项

目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4.1 受到各种学科观念的影响 

全生命周期工程造价管理范式的形成是多个学科观

念相互交融的产物。其中，经济学的观念在塑造这一范式

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经济学强调长期效益，催生了人们对

项目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经济效益进行综合分析的需求。

传统观念中，人们往往局限在项目初期的短期投资和回报

上，而经济学家的研究使人们逐渐认识到，项目的价值和

效益应该在其整个生命周期内考虑。这种观念推动了对项

目从设计、建设、运营到维护等各个阶段进行经济效益分

析的需求，引领了全生命周期工程造价管理的发展方向。

另一方面，管理学的观念也对全生命周期工程造价管理产

生了深远影响。管理学强调项目的整体性和系统性，鼓励

综合管理和综合决策。全生命周期工程造价管理正是基于

这种观念发展起来的。它要求项目团队在项目的各个阶段

建立有效的信息流通和沟通机制，实现项目全程的协同管理。

这种综合管理的理念不仅使得项目团队能够更好地协同合

作，也使得项目的各个阶段能够更好地衔接和配合，确保项

目在各个方面都得到最佳的平衡。在管理学的启发下，全生

命周期工程造价管理范式得以更加完善和深入地应用。 

4.2 特定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社会道德思想及政

治观念 

特定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社会道德思想和政治观念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全生命周期工程造价管理范式的形

成。随着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深

刻的变化。过去，人们可能更关注短期经济效益，而现代

社会更加注重可持续性和长期利益。这种道德观念的崛起

使得人们开始认识到，资源是有限的，环境是脆弱的，需

要更加负责任地对待项目的建设和管理。人们开始强调资

源的合理利用，倡导绿色环保的工程实践，这与全生命周

期工程造价管理的理念高度契合。同时，政治观念的变化

也推动了全生命周期工程造价管理范式的普及。政府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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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划和管理方面的要求不断提高，对于环保、可持续性

的重视使得在工程项目中应用全生命周期工程造价管理

成为政策导向。政府的环保政策、可持续发展战略等，都

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全生命周期工程造价管理范式的推

广。政府的引导作用使得社会各界更加认同并采用全生命

周期工程造价管理的理念，这种共识进一步推动了全生命

周期工程造价管理范式在项目管理中的主流地位。 

5 全生命周期工程造价管理模式范式管理思维

及逻辑 

各类学科对于生命周期工程造价管理的范式提供了

多样化的视角，形成了综合性的管理模式。而在历史时期，

人们的观念也经历了演变，逐渐认识到项目管理需要跳出

传统、狭隘的视角，考虑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这种范式

的形成不仅体现了学科交叉融合的发展趋势，也符合人们

对于可持续、综合性发展的追求。 

5.1 各类学科对生命周期工程造价管理的范式 

各类学科对生命周期工程造价管理的贡献形成了一

个多元化而全面的观点和方法体系。经济学为生命周期工

程造价管理提供了关键的理论基础，强调了项目整个生命

周期内的成本效益分析。经济学家的研究使我们认识到，

在项目的各个阶段，包括规划、设计、建设、运营和维护

等，都存在着经济效益，而不仅仅是建设阶段的初期投资。

这种观点使得项目管理者更加注重在项目整个生命周期

内的成本控制，平衡短期和长期投资，实现长期回报的平

衡与持续性。工程学为生命周期工程造价管理提供了实际

操作的技术支持。它关注项目设计、施工和运营各个阶段

的技术和工艺，致力于提高项目的可靠性、安全性和可维

护性。在工程学的视角下，项目的各个阶段都被精心设计，

以确保在整个生命周期内项目都能够正常运行，减少维护

和修复的成本。环境科学的观点则强调了项目对环境的影

响，推动了绿色、可持续的工程实践。随着社会对环保意

识的不断增强，项目管理必须要考虑到生态平衡和环境友

好。因此，环境科学为生命周期工程造价管理提供了在项

目进行中考虑生态影响和采取可持续性措施的重要观点
[3]
。管理学为生命周期工程造价管理提供了组织、沟通和

决策方面的理论支持。它研究项目团队的协作、组织结构、

信息传递等问题，推动了项目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的高效管

理。管理学为项目管理者提供了跨学科的知识，使得他们

能够更好地整合不同学科的观点，确保项目在各个方面都

得到最佳的平衡。 

5.2 全生命周期的工程造价在历史时期中具备的观念 

在历史时期，人们对工程造价的观念经历了重大的演

变。在早期，项目的成功主要被界定为项目初期的投资和

建设质量。这种观念导致了在项目设计和建设阶段的高度

投入，而忽视了项目后期运营和维护的重要性。项目的成

功与否主要以建筑物的完工和外观为标志，而项目的长期

影响和整个生命周期内的成本效益往往被忽略。然而，随

着时代的发展，经济、社会和环境因素的变化，人们开始

认识到传统观念的局限性。资源的有限性和环境的脆弱性

日益凸显，使得人们意识到单纯追求项目初期投资和建设

质量的成功并不足够。这种观念的转变源于对资源的合理

利用和环境的可持续保护的日益加深的认识。人们逐渐认

识到，项目的管理需要更加全面、长远地考虑，不仅需要

关注项目的建设阶段，还需要考虑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

包括规划、设计、建设、运营和维护等各个阶段。在这种

认识的推动下，技术的进步和管理理念的更新也推动了工

程造价观念的演变。新的技术手段，例如信息技术、大数

据分析等，使得对项目整个生命周期的管理和分析成为可

能。同时，现代管理理念的崛起，例如项目管理、绩效管

理等，使得人们更加注重项目的全面质量、成本效益和风

险管理。这种综合性、全面性的观念使得项目管理逐渐趋

向于全面、综合、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6 结束语 

全生命周期工程造价管理作为一种全面、综合、长期

的管理模式，在面对日益复杂和多变的工程项目环境中，

展现出强大的优势和潜力。通过对项目的规划、设计、建

设、运营和维护等各个阶段进行全面管理，全生命周期工

程造价管理不仅能够提高项目的综合管理水平，确保项目

在各个阶段的顺利进行，还有助于项目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全生命周期工程造价管理作为一种前瞻性的管理模式，不

仅提供了更全面、准确的项目管理思路，也为未来工程项

目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期待，随着不断的研究和实践，

全生命周期工程造价管理将在更广泛的领域得到应用，为

建设更加绿色、智能、可持续的未来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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