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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过程的建筑工程造价管理在建筑工程中的应用价值较为突出，全过程的建筑工程造价管理是指在建筑工程的全生命

周期中，从前期规划到竣工验收，从设计阶段到施工阶段，对造价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的管理和控制。在工程建设中管理人

员要重点关注全过程的建筑工程造价管理的原则价值、方法。通过深入研究和分析，进一步提升工作人员对于建筑工程造价

管理的认识，从而有效提高工程项目的经济效益和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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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Cost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Whole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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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full process construction project cost management in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is relatively 

prominent. Full process construction project cost management refers to the comprehensive and full process management and control of 

cost throughout the entire lifecycle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from preliminary planning to completion acceptance, from design 

stage to construction stage. In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personnel should focus on the principles, values, and methods of 

construction cost management throughout the entire process. Through in-depth research and analysis, further enhance staff's 

understanding of construction project cost management, thereby effectively improving the economic benefits and quality level of 

engineering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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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建筑工程在我们的日常

生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作为社会基础设施的一部

分，建筑工程对于城市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以及经济

的繁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建筑工程规模的

不断扩大和复杂性的增加，造价管理问题也日益凸显出来。

因此，如何在整个建筑工程的生命周期中进行全面、科学

的造价管理，成为了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1 全过程建筑工程造价管理的原则 

1.1 宏观性 

在全过程建筑工程造价管理中，宏观性表现为对项目

的全面把握和整体规划。首先，它要求建设单位和相关部

门在项目立项阶段进行充分的调研和分析，评估项目的可

行性和潜在风险。通过对项目所处的市场环境、政策支持、

投资回报等因素的综合考量，确定项目的建设规模和定位，

为后续的造价管理提供了基础。其次，宏观性要求在项目

设计阶段，建设单位和设计单位密切合作，共同制定合理

的设计方案和施工策略。在设计方案中，要充分考虑工程

的经济性和可行性，确定合理的材料和技术方案，避免不

必要的浪费和成本超支。同时，在施工策略的确定中，要

充分考虑人力资源、物资供应、施工工期等因素，合理安

排工程的进度和资源的使用，提高工程的效率和质量。此

外，宏观性还要求在工程实施阶段，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

紧密协作，进行全面的工程管理和监督。在工程实施过程

中，要加强对工程进度、质量和安全的监管，及时发现和

解决问题，避免造成资源的浪费和成本的增加。同时，要

加强对工程合同和费用的管理，确保合同的执行和费用的

合理支出，避免造成资金的浪费和成本的波动。最后，宏

观性还要求在工程竣工后，进行全面的验收和总结。通过

对工程质量、工程量和工程费用的审核，对项目的成本控

制和效果评估进行全面评估，总结经验教训，提出改进措

施
[1]
。通过对项目全过程的管理和控制，不断提高工程项

目的管理水平和成本效益，实现全过程的协调和优化。 

1.2 统一性 

统一性要求建筑工程的各个环节之间要相互协调，形

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规划设计阶段，各个专业的设计方

案必须相互衔接、相互协调，确保建筑的功能、美观、经

济等各方面要求得以充分满足。施工阶段，则要求各个施

工单元之间的协调配合，确保工程按照设计要求有序进行，

避免出现质量问题和安全隐患。最后，在验收交付阶段，

要求工程的整体质量能够符合规划设计的要求，满足用户

的使用需求。其次，统一性要求建筑工程的各个环节之间

的信息流畅和沟通顺畅。在工程管理中，信息的流通和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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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是至关重要的，它关系到决策的准确性和工程进度的掌

控。统一性要求各个环节之间的信息能够及时共享和传递，

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例如，在设计阶段，各个设

计单位之间要进行充分的沟通和协调，确保设计方案的一

致性和相互协调性。在施工阶段，工程管理者要与施工单

位保持紧密的联系，及时了解施工进展和存在的问题，以

便及时调整和解决。此外，统一性还要求建筑工程在施工

过程中各个环节之间的质量控制与管理要保持一致。无论

是材料的采购、施工工艺的选择，还是工程的验收交付，

都需要严格按照一定的标准和要求进行，确保工程的整体

质量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和保障
[2]
。统一性要求在工程管

理中建立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将质量控制贯穿于整个工

程的全过程，从源头把控，预防问题的发生，提高工程的

质量水平。 

2 全过程建筑工程造价管理的价值 

通过对建筑工程的造价进行全程监控和管理，能够确

保建筑材料的选用和施工工艺的合理性，从而降低工程质

量的风险。在设计阶段，通过建立合理的费用控制机制，

能够避免设计方案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不合理的变更，保证

工程进度的顺利进行。在施工阶段，通过严格的造价核算

和监督，能够杜绝施工过程中的质量问题，确保工程达到

预定的标准和要求。其次，全过程建筑工程造价管理能够

保证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在项目策划阶段，通过全面的成

本利益分析，能够确保项目的可行性和长期盈利能力。在

施工阶段，通过对材料和设备的选择以及施工过程的优化，

能够降低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实现绿色建筑的目标。在

竣工阶段，通过全面的验收和档案管理，能够确保建筑物

在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和经济效益。此外，全过程建筑工

程造价管理还能促进行业的进步和发展。通过建立标准化

的造价管理体系，能够提高行业的规范性和透明度，减少

不必要的纠纷和争议。同时，通过信息化技术的应用，能

够实现建筑项目的数字化管理和交流，提高工作效率和信

息的准确性。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建筑工程的质量和效率，也

为行业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最后，全过程建筑

工程造价管理还能增强企业和个人的社会责任意识
[3]
。在建

筑工程中，造价管理的过程中，需要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的平衡。通过合理的成本控制和投资回报分析，既能

实现企业的利益最大化，又能保障公共利益和社会需求的

满足。这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形象和声誉，提升企业在社会

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3 全过程建筑工程造价管理的方法 

3.1 设计方和施工方的前期造价管理规划 

设计方和施工方在建筑工程前期造价管理中起着重

要的作用。他们需要制定详细的前期造价管理规划，以便

确保项目的顺利进行和成本的控制。在这篇文章中，我们

将探讨全过程建筑工程造价管理的方法，特别是设计方和

施工方在前期造价管理中的角色和职责。其中，设计方在

建筑工程前期造价管理中的责任是最为重要的。他们负责

制定设计方案，并在设计过程中考虑成本因素。首先，设

计方需要进行项目的初步预算，以确定项目的大致造价范

围。随后，他们与业主和相关的专业人员进行沟通，以了

解项目的具体需求和要求，并将其纳入设计方案中。在进

行实际设计工作时，设计方需要不断与业主和项目团队进

行协商，确保设计方案能够满足预算和成本控制的要求。

设计方还需要在设计过程中考虑材料的选择和使用。他们

需要研究不同材料的性能和成本，并选择最合适的材料来

实现设计方案。此外，设计方还需要与供应商和承包商合

作，获取材料的最新价格和供货情况，以便在设计中控制

成本。另一方面，施工方在建筑工程前期造价管理中也扮

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需要根据设计方案制定施工预算，

并确保预算的准确性和可行性。施工方还需要评估建筑材

料和设备的价格，并与供应商进行谈判，以获取最优惠的

价格和服务。此外，施工方还需要进行工程施工方法的研

究和优化，以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此外，设计方和施工

方在前期造价管理中还需要密切合作，共同解决造价问题。

他们可以通过定期的沟通和协商，及时调整设计方案和施

工方法，以适应项目成本的变化。此外，设计方和施工方

还需要建立和维护一个完善的成本信息管理系统，以便及

时掌握项目的成本情况，并做出相应的调整。总之，全过

程建筑工程造价管理需要设计方和施工方的紧密合作和

协调。他们需要制定详细的前期造价管理规划，并在设计

和施工过程中密切合作，以控制项目的成本并确保项目的

顺利进行。只有通过设计方和施工方的努力，才能实现建

筑工程的经济性和可持续发展。 

3.2 设计方和施工方中期造价监督控制 

设计和施工是建筑工程实施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环节，

其中，中期造价监督控制是确保工程质量和成本控制的关

键。设计方和施工方在整个建筑工程项目中承担着不同的

责任和角色，通过有效的中期造价监督控制，可以实现项

目目标的顺利达成。在设计方面，中期造价监督控制体现

了设计团队对项目成本的把控和优化。设计方应根据项目

需求和功能要求，进行合理的方案设计和预算编制。中期

造价监督控制要求设计团队在设计过程中积极参与成本

分析和评估，对设计方案进行合理的成本控制。通过与施

工方的沟通和协调，设计方可以及时了解施工进度和成本

变化情况，及时调整设计方案，以实现成本控制的最佳效

果。同时，施工方在中期造价监督控制中扮演着负责实施

和管理的角色。施工方要根据设计方案和成本预算，制定

详细的施工计划和进度安排。在施工过程中，施工方要对

工程进展、施工质量和成本进行全面监督和控制。中期造

价监督控制要求施工方与设计方保持良好的沟通和协作，

及时反馈工程进展和存在的问题，以便设计方及时进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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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和优化。施工方还应定期进行成本分析和评估，确保施

工过程中的成本控制和优化。此外，中期造价监督控制的

核心在于信息共享和协同合作。设计方和施工方应建立起

高效的沟通渠道和信息交流机制，确保双方对工程进展和

成本变化的及时了解和反馈。同时，设计方和施工方还应

共同制定中期造价监督的评估指标和方法，确保评估结果

客观、准确、可比。通过共同努力，设计方和施工方可以

保证在中期阶段对工程成本进行有效的监控和控制，从而

确保工程质量的同时实现成本的最优化。与此同时，中期

造价监督控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是建筑工程全过程成

本管理的重要环节，对于保障项目质量、控制成本、避免

风险具有重要作用。设计方和施工方应共同认识到中期造

价监督控制的重要性，并建立起高效的合作机制。只有通

过紧密的协作和优化的管理，才能实现工程建设的可持续

发展和成本控制的最佳效果，快速的应对在造价管理中存

在的各项分析，以此来满足造价管理的要求。在未来的建

筑工程项目中，期待设计方和施工方能够更加重视中期造

价监督控制，创造出更加优质和经济的建筑作品。 

3.3 设计方和施工方后期造价审核 

在全过程建筑工程造价管理中，设计方和施工方的后

期造价审核是不可或缺的环节。设计方负责工程的规划、

设计和预算，而施工方则负责工程的实际施工和材料采购

等工作。通过后期造价审核，可以评估工程的施工进度、

控制工程的成本，并对工程的质量和效益进行评估。本文

将探讨设计方和施工方的后期造价审核方法，以提高全过

程建筑工程造价管理的效果。首先，设计方的后期造价审

核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设计方需要对工程的实

际施工情况进行核实，对施工方提交的工程量清单、施工

细部图纸等进行审核，以确保其与设计方案的一致性。其

次，设计方还需对施工方提供的材料报价进行审核，对比

市场行情，确保材料价格的合理性。同时，设计方还需要

对工程进度进行监控，及时发现和解决工期延误等问题。

最后，在工程竣工后，设计方应对工程质量进行评估，确

保其符合设计要求，并进行相应的修复和整改。而施工方

的后期造价审核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施工方需

要对工程量清单、施工细部图纸等进行仔细审核，确保其

与设计方案的一致性，并进行必要的调整和补充。其次，

施工方还需对工程材料进行采购，应该根据设计方提供的

材料报价，进行市场调研，选择性价比最高的供应商，确

保材料的质量和价格的合理性。同时，施工方还需要对工

程进度进行管理，确保施工工期不延误，并及时报告项目

进展情况。最后，在工程竣工后，施工方应对施工质量进

行检查，确保其符合设计要求，并对存在的问题及时整改。

为了有效实施后期造价审核，设计方和施工方在具体操作

中可以采取一些措施。首先，建立科学规范的审核流程，

明确审核的时间节点和责任人，确保审核工作的顺利进行。

其次，加强沟通和协作，设计方和施工方应保持密切合作，

共同解决审核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在必要时进行调整。

同时，加强信息管理，设计方和施工方应建立统一的信息

系统，方便审核过程中的数据交互和共享。此外，还可以

借助现代技术手段，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提高审核的

效率和准确性。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全过程的建筑工程造价管理是指在建筑工

程的全生命周期中，对造价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的管理和控

制。它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可以提高工程项目的经济效

益和质量水平。在实施全过程的建筑工程造价管理时，我们

可以采取多种方法和手段，同时需要面对一些挑战和问题。

只有通过加强管理、提高科学性，才能更好地实现全过程的

建筑工程造价管理目标，推动建筑工程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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