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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们的社会正在快速的发展，科学技术也在不断的进步，BIM 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应用也是变得越来越广泛，而且应用

的效果也都很好，尤其是在建筑领域的应用更是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在建筑工程造价管理方面对于 BIM 技术的应用就非常

的普遍，大大的提升了造价管理的质量与效果，促进了造价管理水平的提升。下面我们就对建筑工程造价管理对于 BIM 技术

的应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探讨，希望能够更好的将其作用发挥出来，促进建筑领域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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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ur society is developing rapidl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also in constant progress. BIM Technology in various fields of 

applica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widely and the application effect is also very good,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construction 

application is playing a considerable role. In the aspect of construction cost management, the application of BIM Technology is very 

common, which greatly improves the quality and effect of cost management and promotes the improvement of cost management level. 

Next, we have an in-depth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n the application of BIM Technology in the construction cost management, hoping 

to better play its role and promot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onstruction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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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建筑规模也越来越大，建筑行业也不断的发展，对于工程造价的要求也变得更高。BIM 技术是以

计算机技术为依托建立起来，通过有关的数据建立工程的数字模型，将工程的各个细节呈现出来，相关部门就能够以

此为基础对项目过程进行控制。将 BIM 技术在造价管理中进行应用，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就能够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减少成本费用，提高管理的水平。 

1 基本概述 

1.1 定义 

BIM 技术也就是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在有了全面的数据与信息以后就能够建立工程的数字模型，通过比较直观的方

式将建筑的情况进行呈现，辅助进行管理，它是由四个主要因素组成的，分别是建模、优化、仿真以及模拟现实。这

一技术比较突出的优点就是信息的完整性以及仿真性，该技术最早是在美国出现的，诞生于上世纪 70 年代，进入新世

纪以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如今，这一技术已经成为建筑领域非常重要的一项技术，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1]
。 

1.2 应用 BIM技术的优势 

1.2.1 提升管理资源的水平 

科技一直在不断的发展与进步，如今的 BIM 技术也更加的成熟，原本的 BIM 模型也与时间、成本进行了结合，能

够构件 5D 的建筑模型，能够对施工的整个过程进行模拟，实现对实际施工过程的实时监控，包括施工的人员、材料、

设备和资金等元素都能够在模型中呈现出现，这样就能够对其进行更加科学有效的管理与安排，制定更完善的施工组

织计划，而且在施工出现问题以后也能够快速的作出反应，保证施工的质量与效率。而且利用这一模型还能够准确的

统计有关的数据与信息，因为有了详细的人工、材料以及进度方面的数据，就能够对造价进行非常有效的管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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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水平，对建设资源进行高效的利用
[2]
。 

1.2.2 使设计变更、索赔速度提升 

在传统的建筑施工模式之下，如果要进行设计变更的话，施工方就需要和多个单位进行联系，需要多方签字、盖

章进行确认，这就会耗费很长的时间，拖慢施工的进度。而在应用了 BIM 技术以后，在出现这样的情况以后，施工方

就能够直接在模型上进行调整，而且通过专门的软件还能够直接导出改变以后的工程量并进行汇总。而这些变动都是

在 BIM 提供的平台上共享的，模型也能够实时的变动，直接反馈给相关的单位与人员。BIM 技术还可以在施工企业进行

索赔的时候进行应用，模型能够提供详细全面的数据，这些是企业进行索赔的重要依据，而且还不会影响到施工的进

度，提高了索赔的效率
 [3]

。 

1.2.3 使工程量计算更为细化 

将 BIM 技术在工程量计量中进行应用，可以有效的融合工程相关的技术规范以及标准，可以动态记录那些设计变

更。并且，因为应用了计算机技术，所以 BIM 技术的计算精度是非常高的，而且能够远程传送信息数据，还能对其进

行交换和共享。电子档案以及信息数据的形势减少了信息流失的情况，相关成本也有了很大的下降。并且，BIM 技术还

具有参数化特征，而项目的信息数据又有许多具有关联性的，所以当某项数据出现变化时，相关的数据也能够自动变

化，而不需要工作人员重复的进行信息的录入，减轻了员工的工作量，提高工作效率，也节省了资源，对于进行成本

控制有着积极的作用。 

2 BIM技术在建筑工程造价管理中的特点 

2.1 可视化 

传统建筑施工图纸都是以平面效果显不，而设计人员在进行工程设计时要有很强的立体感，并通过平面图进行建

筑工程各项数据的体现，从而使施工人员能够了解施工方案。不过，现代建筑工程的规模越来越大，其复杂程度也不

能同日而语，工程设计人员凭借简单的线条图已经不能完全体现建筑工程的各项数据，而施工人员对于平面图的理解

也有很高的难度，基于这种情况，越来越多的建筑企业开始应用 BIM 技术，BIM 技术可以实现建筑工程设计的可视化，

能够直观立体的展现建筑工程设计。不仅如此，通过 BIM 技术在工程设计过程中，也能够标注重点施工阶段和位置，

对不同构件间的反馈与互动进行有效的结合，使工程设计的整个阶段都实现可视化
[4]
。 

2.2 模拟性 

运用到建筑工程的设计中，运用这一技术可以构件工艺现场模拟，可以有效的完善和改进工程设计。实际施工中

没有办法操作的可以通过这一技术的模拟性得到实现，企业可以通过这一大特点展开模拟实验，严谨的分析建筑工程

的各项设计，对于安全隐患以及不合理的地方能够及时的发现，并且在改进过程中，可以以这些信息为依据构件鲸鱼

和预防方案，确保顺利完成工程施工。 

3 建筑工程造价存在的问题 

3.1 缺少全面性 

最近几年，在我国人们生活水平以及社会全面的提升中，中国建筑行业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我国的建

筑行业一直处于现代化进行慢的情况，尤其是工程造价管理工作中的管理体系和制度不够完善，而且因为建筑工程都

具有施工周期长的特点，施工方对于管理体系和制度不足的情况，难以掌控建筑工程的工程造价，而且很多建造少对

全面管控工程造价的意识不够强烈或者没有，各部门之前切法有效的沟通和协调，长期这样下去，建筑工程的工程造

价管理将会成为一片混乱的局面
[5]
。 

3.2 信息没有协同共享 

在我国建筑行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如今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就像预后春笋一样越来越多，但是因为各机构的规章

制度都有所不同，而且机构之间也不存在任何联系，因此造成有关工程造价工作人员没有办法共享相关的信息数据，

无法提升工程造价管理工作的质量。当下，大多数工程造价管理机构运用的格式以及技术都存在着不足，同时影响到

了信息数据的协作共享，使工程造价的效率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4 BIM技术在建筑工程造价管理中的实际应用 

以某建筑工程为例，工程总建筑面积 7.99 万 m
2
，占地约 0.92 万 m

2
，地理位置处于当地发展第一的经济开发区。

本项目主体建筑是高达 33 层的综合办公楼，其中地上 31 层，地下 2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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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项目决策环节 

这对于建筑工程项目工程造价的管理工作来说，对其影响最大的就是企业的投资决策，如果这一环节存在问题，

以及决策上出现严重的失策问题，将会是企业造成无法预计的损失，甚至使企业在市场中的核心竞争力不足，从而造

成企业经济危机的出现。所以，企业必须高度重视这一环节。假如企业的实际建筑工程和醒目投资决策相一致，企业

就可以科学评估建筑工程的整个经济效益。因此，企业要对有关的投资方案和计划等进行全面的评估。在建筑项目决

策工作中充分运用这一技术，主要是为了让业主和企业能够共同平评估和必读最优质的方案，与此同时，在开展工程

造价工作中有助于企业积累并检索各种相关的历史数据，工作中运用到的时候可以快速的为企业提供对应的信息数据

供企业参考，在工程造价管理中作为重要的参考凭证。 

4.2 工程设计环节 

设计整体的深度、设计的准确度以及有关资料是否完整等直接影响到这一环节的编制概算的准确性，具体表现为：

针对于工程建筑项目涞水，其必须具有一定的深度和精准度，只有这样整个工程设计的合理性才可以得到保证；一般

情况中，如果没有将与项目有关的材料准备充足，只可以提供一些建筑项目的地点、规模以及工艺流程等比较简单的

材料，相关工作人员可以通过查阅其他同类工程项目的预算编制，并将其作为参考凭证，在此基础上，对后续施工的

各种参数进行动态调整，如果与工程类似的有关材料也不是很完善，相关工作人员就可以运用和编制概算指标有关的

设计图纸。 

5 结语 

建筑行业发展的方向是在建筑工程项目造价管理工作中运用 BIM 技术，这一技术的运用有效的促进了中国建筑行

业的现代化以及产业化发展。在工程造价管理工作中这种技术得到了防范的运用，运用这一技术可以使工程造价管理

工作中的一些问题进行充分的弥补。因此，要对这一技术在每个造价管理工作中的运用价值进行充分的研究。因此得

出，对建筑行业大力发展运用 BIM 技术，将会成为时代发展的一大方向，有效的促进建筑行业快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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