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工程与管理·2023 第5卷 第1期 

Architecture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2023,5(1)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183 

浅谈 BIM技术在工程造价管理中的应用 

陈杰群 

湖南昊坤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湖南 长沙 410100 

 

[摘要]建筑工程造价管理对建筑施工质量和经济效益都非常重要，作为建筑管理的一部分，工程造价管理需要结合建筑施工

项目实际情况，完成项目基础成本控制，同时结合建筑管理的相关制定，规范施工资金的流动情况。长期工程造价管理能够

有效提升建筑企业的施工质量，促进企业发展。其中 BIM 技术作为一种贯彻整个建筑项目的技术，技术管理人员结合项目情

况，提升质量管理的效果，优化工程造价的实际管理效果。文中分析 BIM 技术在工程造价管理中的，为企业管理提供更多的

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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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Discussion on Application of BIM Technology in Project Cos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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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cost management is very important to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and economic benefits. As a part of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the construction cost management needs to complete the basic cost control of the project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needs to standardize the flow of construction fund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relevant formul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Long-term project cost managemen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Among them, BIM technology is used as a 

technology to implement the whole construction project. The technical management personnel combine the project situation to improve 

the effect of quality management and optimize the actual management effect of project cos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BIM 

technology in project cost management and provides mor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enterpris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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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BIM 技术可以对建筑工程项目进行可视化和量化分

析，获取工程信息后可提升工程建设效率。BIM 构建建筑

工程模型的过程中，将工程生命周期过程中的所涉及到的

产品类型整合，能够为工程造价提供更好的管理方向，控

制工程成本的同时，保证工程质量。建筑工程造价管理过

程中，如何将 BIM 技术所具有的管理作用发挥出来，需要

结合工程实际情况，保证 BIM 技术的合理性。实际应用

BIM 技术的时候，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出发，提升工程

造价管理的动态性。 

1 BIM技术与工程造价管理的概述 

1.1 BIM 技术的概述 

BIM 技术（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为一

种建筑信息模型，在建设过程的全生命周期内，将工程所

涉及到的事物进行数字表达，然后根据这些数据进行施工

方案设计工作、施工进度控制、工程运营。在 BIM 技术的

指导下，通过模型参数所涉及到的相关信息，完成项目信

息的共享和传递，协调工程中设计单位、建筑施工单位等

工程主体的工作内容，提升施工效率。BIM 技术的特点有

两点，其一可视化。建筑行业中所涉及的空间物品较多，

可视化成熟应用对建筑业影响较大。从施工图纸方面分析，

图纸中的多个构件信息在线条绘制中表现出，需要建筑专

业的图纸人员才能识别构件代表的作用。建筑类型的多样

性，进一步增加构件类型，在复杂多样的构件图纸中，图

纸识别局限性较大。而 BIM 技术中的构件在三维立体模型

中展现，将构件所处的位置，具有的建筑作用都清楚表现，

实现建造过程可视化，让施工相关人员更好的在图纸指导

下完成施工。其二协调性。建筑工程项目管理涉及多个部

门，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工作效率，对工程施工质量将产

生直接影响。而 BIM 技术在构建工程模型前，对工程部门

的相关数据进行调查和分析，做好数据协调处理工作，有

效避免部门之间的碰撞问题发生。 

1.2 建筑工程造价管理的作用 

建筑项目的开展过程中，将会出现很多影响因素，对

项施工质量产生影响。而工程造价管理，在项目管理中，

具有成本控制管理的作用，对项目投资方的工程目标、在

科学合理的观察规划、设计工作，科学完成施工的预测、

计算、确定和监控工程造价通及其变动系统活动监管。工

程造价管理工作开展的时候，建筑企业根据市场变化，利

用法律手段和经济管理手段，对企业投资项目进行调整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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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我国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同时合理有效应用建筑工

程的各方面资源。随着建筑管理行业的稳定发展，“动态”

管理模式被引入到建筑造价工程管理工作中。动态管理的

原则是稳定经济根基，提升人力、财力、物力同组织结构

的合理性，在发展中结合创新发展，增加自身竞争能力。

这样可以计划性提升管理工作的领导效果，采取灵活的对

策来应变管理中出现的问题。BIM 技术在建筑工程造价管

理中，具有明显的动态管理作用
[1]
。 

2 BIM技术在建筑工程造价管理中的重要性 

工程造价管理中应用 BIM 技术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

提升工程造价管理的效率和精准度。工程造价管理为建筑

项目投资的组成部分，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合理的利

用企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保证工程的正常施工进度，

确保工程项目最终的社会经济和效益都将实现最大化，实

现精准管控资源。其次，还能够加快工程造价管理的简洁

化。现有的建筑行业模式从传统管理模式中改善，适应当

前的社会环境，其中 BIM 技术的应用，让工程造价管理的

建筑现场数据资料，通过施工建模体现出，然后进行不断

的优化，从而促进工程智能化管理发展
[2]
。最后，BIM 技

术让工程项目经过三维立体建模，提升工程信息的交流效

果，从而提升信息的利用率，实现信息化、智能化和集成

管理。 

3 BIM技术在工程造价管理中的应用 

3.1 在造价管理中的应用 

BIM 技术核心点为建模，经过软件处理工程信息，得

到最终工程建模。建模软件在设计单位、施工企业中应用

广泛。对于 BIM 技术的造价管理软件而言，市场常见的品

牌经过长期的发展，有自我成熟的生产基地、研发团队，

可以为造价管理提供科学的 BIM 技术软件。通过 BIM 技术

软件，进行造价工程的数据计算和建模，可以有效缩短人

工数据处理的工作时间，提高工程工作量，让工程数据的

处理效率提升
[3]
。BIM 技术软件在工程造价管理的整个过

程中，实现实时动态、精确管理，加强工作造价中相关部

门的协调工作效率，实现数据的共享和高效利用率。随着

造价管理模式的成熟和完善，动态管理产成为一种常态化

管理方式，在管理过程中，应用 BIM 技术所具有的作用，

将动态管理效率提升，这将进一步提升建筑企业的成本质

量控制效果。 

3.2 在施工中的应用 

建筑过程的现场施工所涉及的工程造价管理较为复

杂，随着 BIM 技术的应用和发展，有效提升技术的数据应

用和协调管理效率。施工中 BIM 家属的应用体现在不同方

面，根据工程特点实现科学的应用。（1）全过程应用。BIM

技术在施工的过程中，对项目所表现的全程过程应用，主

要在施工技术、施工进度、材料设备成本、质量、安全、

现场施工、工程交付和后期维护运营中体现，对整个施工

都存在可应用价值，根据施工内容，在 BIM 建模中选择可

用资料。当施工中有多个项目一同开展时，该技术可以同

时被应用，让工程项目的应用投入量与产出比成正比例关

系，因此，BIM 技术具有正面提升施工全过程管理的作用。

（2）集成化应用。作为综合性强的多专业施工工程，建

筑工程施工过程中，造价管理的难度角度，而 BIM 技术的

应用从数据处理的专业角度，实现技术控制和提升施工方

案的精准性。实际施工过程中，根据工程所需资源，结合

企业所能应用的资料，实现控制施工成本的目的，在保持

施工的进度和每个部分的施工质量时，让整个工程能够动

态得到管理
[4]
。（3）协同级应用。BIM 技术将工程项目管

理过程中可视化后，通过虚拟施工模型的观察，施工人员

可以对施工方案进行优化，通过对比建模结果，核查施工

的内容和进度。与此同时，施工项目中的各方参与单位和

相关部门，对施工进度进行查看和监督管理的时候，可以

通过 BIM 技术所得建模，可以更好的掌握工程施工的情况，

及时发现工程可优化内容。 

4 BIM技术在应用中的不足与改进措施 

4.1 BIM 技术在工程造价管理的不足点 

建筑工程造价管理的过程中，根据实际工程造价的管

理反馈结果，分析 BIM 技术的应用中不足情况，能够发现

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企业对建筑工程信息化的认识不够深入。工程

造价管理将建筑企业的相关工程项目的可用资源进行集

中管理，根据工程的部门的资源所需情况，提供性价比最

佳的资源，将企业资源的配置合理性提升，同时还能够控

制生产成本的同时，保证工程的施工质量符合国家对项目

质量管理的标准。但是在部分建筑企业的造价管理中，由

于利益关系，部分在职工作人员的思想存在局限性，对企

业工程信息化认识度不够，因此导致施工过程中，BIM 技

术的应用率低，没有发挥出该技术的工程造价管理作用。

BIM 技术在建筑项目管理中，其主要的应用阶段在建设前

期，对建设后期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BIM 技术作为一种

集成设计、管理和建造的数字化技术，应用在建筑项目的

设计和施工计阶段时，其具有的管理价值将贯彻项目的所

有参与方。项目中的施工设计图纸、造价工程咨询单位、

项目监理单位等，根据掌握的 BIM 项目建模，对整个项目

有基本的掌握。针对施工单位的 BIM 技术应用率不高问题，

需要管理人员提升 BIM 技术的施工管理和指导作用，而其

他项目参方在 BIM 技术的认识度不够的情况中，需要对其

进行 BIM 技术宣传，有效降低因信息化认识不够，导致

BIM 技术在工程造价管理推进度缓慢的问题。 

BIM 技术的专业人才不满足建筑市场需求。工程造价

管理对 BIM 技术人员的需求，决定 BIM 技术在工程造价管

理中的应用效果。当建筑企业对信息化管理工程造价的认

识度不够时，此时将影响 BIM 专业人才的社会发展，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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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导致企业忽视对 BIM 技术人才的培养，导致人才培养

力度不够，无法满足企业技术发展需求。随着 BIM 技术在

建筑市场的发展和成熟，技术相关的产业如 BIM 软件的研

发、BIM 建模、BIM 项目管理等人才需求量增大。当建筑

市场中工程造价相关 BIM 技术管理人员，缺乏系统专业知

识，则无法完成项目 BIM 的全程管理。因此能够发现，现

阶段 BIM 技术的专业人才在建筑市场中，有一定的职业发

展空间，该如何在市场中探寻到该专业的更大市场价值，

需要相关专业人员和建筑企业进行思考。 

4.2 BIM 技术在工程造价管理的改进措施 

工程造价管理工作中，对 BIM 技术的应用进行分析，

提升该技术的应用效果，促进工程造价管理进一步发展。

建筑市场的变化，对工程造价管理息息相关，抓住建筑市

场的发展特点，将 BIM 技术的发展可能性与其进行分析，

探寻信息化管理工程造价的发展方向。BIM 技术在工程造

价管理的改进措施中，提升企业对 BIM 技术工程造价管理

重要性的认识为第一步，随后在工程造价管理工作中，将

BIM 技术可应用领域都高效应用 BIM 技术，提升工程造价

管理的效果。 

（1）加强对建筑信息化重要性的认识。信息化在建

筑发展中为必要的发展方向，符合社会发展特点，因此建

筑企业适应社会发展，对 BIM技术等相关信息技术的应用

和管理重视，制定相关的管理有效措施。BIM 技术在项目

管理中具有应用价值，对项目的质量、成本和稳定推进具

有明显的表现。在建筑工程的招投、投资阶段中，BIM 技

术将工程量清单招投标，准确获取招标的工程量，让企业

快速做出反应。项目甲方单位与施工单位对项目管理施工

进行合作讨论时，BIM 技术可以通过项目建模提升招投标

的工作效率，让项目的精准的市场数据支撑，获取更大的

市场项目竞争力
[5]
。在施工进度管理中，BIM 技术针对项

目不同阶段的施工内容，进行建模展示，将工程的内部结

构更加清晰的展示出来，可以对施工原材料进行更好的结

算管理，实现工程精细化管理。工程施工完成进行质量验

收的时候，BIM 技术构建的项目信息管理系统，自动生成

项目档案信息，为项目后期运营提供档案模型，从而更好

的完成项目验收工作。 

（2）加强 BIM 技术专业人才培养、引进力度。建筑

工程在施工的过程中，各项施工种类复杂，稳定推进工程

项目内容时，当施工中出现一件突发事件后，可能对后期

施工产生影响。因此此时需要一份详细的设计图纸，将施

工过程中的精密繁琐工作进行详细设计规划，提升对突发

事件的预防性和处理及时性。传统的图纸设计规划都是在

平面图纸设计工作的基础上进行，在实际建筑施工过程中，

经常出现一些突发状况，造成建筑企业对的人力物力出现

很大的损失。而 BIM 技术的应用，将传统设计图纸存在的

构件复杂性解决，同时增强对工程造价管理的效率。因此，

工程造价管理的 BIM 技术长久稳定发挥其应用价值时，需

要建筑企业提升对 BIM 技术人才的培养力度，对企业引进

专业人才和软件设备。人才培养工作中，根据企业实际情

况设置奖励机制，鼓励员工在工作和学习中更好的学习

BIM 技术相关知识，让其考取取 BIM 专业技术能力等级证

书
[6]
。引进专业人才工作，可以通过校招、社招等方式，

提升企业 BIM 技术的综合专业技能，充实企业的人才库。 

5 结语 

动态管理能够优化建筑施工过程中工程造价的传统

管理，促进我国建筑企业的经济发展。而 BIM 技术在工程

造价管理过程中，利用其具有的全生命周期动态管理的作

用，对工程造价进行管理，将施工过程中的内容优化。BIM

技术作为一种建模技术的应用，在建筑行业中有应用价值，

工程造价管理对整个建筑项目进行统一成本、质量、资源

管理，可以提升企业资源的利用率。当 BIM技术被应用在工

程造价管理中时，可以进一步提升工程造价管理的动态性，

对建筑项目进行全过程应用，协调多部门一同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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