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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建筑行业的迅猛发展和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传统的工程造价控制方法已无法满足现代

工程项目对经济效益的高要求。因此,全过程造价管理模式逐渐成为现代工程造价的一种重要管理理念,

它强调在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中,通过科学的造价控制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与经济效益的最大化。研究

表明,当前全过程造价管理在实践中面临信息沟通不足、风险管理体系不完善、利益相关方协调困难以

及人员专业水平参差不齐等诸多挑战。这些问题不仅阻碍了造价控制的有效实施,也影响了项目的整体

经济效益。为此,本文将重点分析这些问题的根源,并结合实际案例,提出加强信息共享机制、完善风险

管理策略、促进利益协调和提升人员素质等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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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and the increasingly fierce market 

competition, the traditional engineering cost control method has been unable to meet the high requirements of 

modern engineering projects for economy and benefit. Therefore, the whole process cost management model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management concept, which emphasizes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the maximization of economic benefits through scientific cost control in the whole life cycle of the project.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current whole process cost management is faced with many challenges in practice, 

such as insufficient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imperfect risk management system, difficulties in stakeholder 

coordination and uneven professional level of personnel. These problems not only hinder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cost control, but also affect the overall economic benefits of the project. Therefore,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root causes of these problems, and combined with actual cases, proposed to 

strengthen the information sharing mechanism, improve the risk management strategy, promote the 

coordination of interest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ersonnel and other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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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当今快速发展的经济环境中,建筑行业的竞争日益激烈,

工程造价控制成为确保项目成功和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关键因

素。因此,全过程造价管理模式的提出,旨在通过系统性的思维

和方法,对工程项目从立项、设计到施工、运营的各个阶段进行

全面的造价控制,以优化资源配置,降低项目风险。全过程造价

管理不仅关注传统意义上的成本控制,更强调在工程生命周期

内的各个环节,如何有效整合信息、技术与管理手段,进而实现

对工程造价的动态监控与精细化管理。 

然而,尽管全过程造价管理模式的理念逐渐被行业认可,其

在实际应用中仍面临诸多挑战和问题。信息沟通不畅往往导致

项目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数据孤岛,使得造价控制的决策依据

缺乏真实性与时效性。诸多项目在风险管理的系统性与全面性

上显得苍白无力,经常导致预算超支和资源浪费。更为重要的是,

相关人员的专业素养和培训机制的缺失,严重阻碍了全过程造

价管理模式的深入实施。 

1 全过程造价管理下的工程造价控制重要性与基本

框架分析 

1.1全过程造价管理下的工程造价控制重要性 

在全球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建筑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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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组成部分,面临着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和激烈的竞争压力。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扩大,传统的工

程管理模式逐渐显露出其局限性。尤其是在工程造价控制方面,

传统方法往往仅限于施工阶段,缺乏对项目全生命周期的全面

考虑,导致工程成本的控制效果不佳,甚至出现严重的造价超支

和资源浪费问题。 

在此背景下,全过程造价管理(Whole Lifecycle Cost 

Management,WLCM)理念应运而生。全过程造价管理不仅强调在

项目的各个阶段(如立项、设计、施工、运营和维护)进行有效

的造价控制,更注重在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内实现成本的最优

配置。这种管理理念的提出,是对传统造价管理模式的有益补充

与升级,旨在通过全方位的、系统性的思维方式,提升项目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价值。在项目初期,通过科学的市场分析、需求预

测和造价估算,可以为项目决策提供更为准确的依据,降低因决

策失误带来的经济损失。尤其是在设计阶段,设计方案的选择对

后续施工和运营的成本影响深远,早期的造价控制能够有效引

导设计优化,避免后期的重复修改和费用增加。全过程造价管理

强调各参与方的协调与合作,这对于提升项目的整体绩效至关

重要。 

1.2当前工程造价控制的基本框架 

在全过程造价管理模式下,工程造价控制的基本框架主要

包括前期策划、设计阶段、施工阶段及运营维护四个关键环节。

这一框架旨在通过科学、系统的管理理念,确保项目在整个生命

周期内实现成本的最优控制。 

在项目立项阶段,需进行市场调研、可行性分析以及预算编

制,通过对项目目标、范围和资源的明确界定,为后续的设计和

施工提供坚实基础。合理的前期策划能够有效减少不确定性,

降低因决策失误导致的成本超支风险。设计阶段是造价控制的

关键环节,设计单位需要综合考虑经济性和功能性的平衡,运用

建筑信息模型(BIM)等先进技术,进行优化设计。通过比选不同

的设计方案,提前对造价进行评估和预测,可以有效避免后期因

设计变更而导致的费用增加。工程造价控制的重点转向施工过

程的管理。项目经理需要对施工进度、资源投入及现场管理进

行全面监控,确保各项工作按计划推进。同时,通过定期的成本

审核和预算跟踪,及时发现并解决潜在问题,以防止出现成本超

支的情况。在运营维护阶段,工程造价控制仍然不可忽视。通过

对运营成本的监测与分析,可以为后续项目的改进提供重要的

数据支持。 

2 全过程造价管理模式下的工程造价控制存在的问题 

2.1信息沟通不畅导致的数据孤岛现象 

在工程项目管理中,信息沟通不畅常常导致数据孤岛现象

的出现,这对工程造价控制和项目管理的整体效率造成了严重

影响。数据孤岛是指各部门或团队之间缺乏有效的信息交流,

导致信息资源的分散和重复,最终形成相互隔离的数据体系。这

种现象在建筑行业尤为突出,主要由于项目参与方众多、角色和

职能复杂所致。 

信息沟通的障碍使得不同部门在数据采集、处理和存储上

形成了各自独立的系统和流程。例如,设计团队和施工团队可能

使用不同的软件工具进行数据管理,导致其生成的数据无法互

通,难以实现有效整合。这不仅影响了各部门对项目进展的实时

掌握,也使得问题的识别和解决变得更加困难。当设计变更或工

程进度调整时,缺乏及时的信息反馈机制,可能导致工程预算难

以有效控制,最终影响项目的经济效益。在诸多项目中,信息共

享的意识并不强,各部门更倾向于关注自身的目标和绩效,而忽

视了整体项目的协同需要。这种行为不仅增加了信息传递的时

间成本,也使得项目沟通陷入低效状态,阻碍了问题的及时解决

和决策的迅速实施。尽管诸多公司已开始引入信息化工具,但缺

乏统一的数据标准和接口,导致不同系统之间无法有效对接,进

一步加剧了信息的不连贯性。这种技术障碍使得关键数据的获

取和使用变得繁琐,影响了项目团队的整体协作能力。 

2.2缺乏系统全面的风险管理措施 

在工程项目中,缺乏系统全面的风险管理措施是一个显著

问题,它直接影响到项目的进度、质量和成本控制。风险管理是

项目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识别、评估及应对可能影响项目

目标的各种不确定性。然而,现实中诸多工程项目在风险管理方

面存在盲点,导致潜在风险未被及时发现和处理。由于项目团队

对风险管理的重视程度不足,通常仅对明显的风险进行评估,而

对一些隐性风险缺乏足够的关注。例如,市场波动、材料价格上

涨或政策法规变更等外部因素,虽然影响深远,但由于缺乏系统

的评估机制,往往被忽略。一旦这些风险发生,项目成本可能会

急剧增加,造成预算超支。即便在识别出风险后,项目管理团队

往往缺乏相应的应对策略。一些项目仅在风险发生后才进行补

救,错失了事前预防的最佳时机。这种“事后诸葛亮”的策略不

仅扩大了风险对项目的负面影响,也使得项目团队在面对复杂

变化时显得无能为力。 

2.3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协调困难 

在工程项目中,不同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协调困难是普遍存

在的问题,这一现象严重影响了项目的顺利进行和最终成果的

实现。工程项目通常涉及多个利益相关方,包括项目业主、设计

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公司及相关政府部门等。由于各方在目

标、权责、利益和关注重点上的差异,导致协调工作变得复杂且

具有挑战性。 

项目业主往往关注成本控制和项目进度的及时性,而施工

单位则更注重项目的安全性和施工质量。这种目标上的分歧容

易导致各方在决策时产生矛盾,进而影响项目的整体进展。例如,

业主可能会希望压缩工期以尽快投入使用,而施工单位则可能

因安全考量而拒绝压缩工期,造成项目进程的停滞。各利益相关

方往往使用不同的信息管理系统,缺乏统一的数据平台,导致信

息传递不畅和误解发生,进一步造成各方在项目执行中的不协

调。一些关键决策的形成依赖于各方准确的信息共享,缺乏透明

度和及时反馈的沟通机制,使得各方难以对项目的动态变化做

出快速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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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全过程造价管理模式下的工程造价控制优化方案 

3.1加强信息共享与沟通机制的建立 

在全过程造价管理模式下,信息共享与沟通机制的建立至

关重要。当前,诸多工程项目在信息传递和沟通方面存在障碍,

导致各利益相关方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无法及时获取关键信息,

进而影响造价控制的效果。因此,加强信息共享与沟通机制的建

设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企业应开发或引入先进的信

息管理系统,将项目相关的所有数据和信息集中归档,以便各方

能够随时访问。这种平台应涵盖项目预算、进度、变更、合同

及其他重要文档,确保信息透明、实时更新,使得各利益相关方

能够迅速获取所需信息,减少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误解和冲突。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组织跨部门和跨利益相关方的协调会议,定

期汇报项目进展、讨论潜在问题,并及时调整策略,使各方能够

保持在同一信息水平上。这种会议不仅可以强化各方的沟通,

也能增强团队的凝聚力,确保大家朝着共同的目标努力。同时,

应鼓励信息反馈机制的建立,促进各方在项目中的互动。这可以

通过设立匿名建议箱或定期反馈环节,让员工和相关方可以自

由表达意见和建议,从而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利用现代通信工

具提高日常沟通的效率,可以减少传统沟通方式带来的延误和

误解。 

3.2完善风险管理体系与应对策略 

在全过程造价管理模式下,工程项目面临着多种风险,包括

市场风险、合同风险、技术风险和环境风险等,这些风险如果没

有有效的管理与应对策略,将直接影响工程的造价控制。因此,

完善风险管理体系与应对策略显得尤为重要。建立全面的风险

识别机制是风险管理的首要步骤,企业应组建专门的风险管理

团队,定期对项目进行风险评估,识别潜在风险。可以采用定性

和定量的方法,对风险进行分类和优先级排序,以便集中资源和

精力应对高影响、高可能性的风险。建立风险数据库,记录项目

历史中的风险案例和应对措施,帮助团队在未来的项目中快速

识别和应对相似风险。针对识别出的各类风险,项目团队应制定

相应的应对措施,例如,增强合同条款的严谨性,以规避合同风

险；通过采购市场调研与供应商管理,降低市场风险的波动影

响。同时,可以设置风险预警机制,监测关键风险指标,当指标超

出预警阈值时,及时启动应急预案以减少损失。项目各利益相关

者应保持密切沟通,及时分享风险信息和变动情况。当风险事件

发生时,必须迅速开展跨部门协作,形成合力,集中资源进行处

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实时监控平台,实现对风险的动态

跟踪和管理,提高响应速度。 

3.3促进各方利益的协同与合作 

在全过程造价管理模式下,各利益相关方的协同与合作是

实现有效工程造价控制的关键。然而,当前诸多项目在利益相关

方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与协调,导致各方目标不一致,进而影响

项目进度与造价管理。因此,促进各方利益的协同与合作,能够

有效提升项目的整体效益和造价控制水平。建立利益共享机制

是促进各方合作的重要手段,明确各方在项目中的利益关系和

利益分配机制,使得各参与方能够在项目成功的基础上获得相

应的利益。可通过制定合理的激励机制,如绩效考核、奖金制度

等,将各方的目标紧密结合。这样,各方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

也会自然推动项目的顺利进行,促进协同合作。建议在项目启动

阶段,组织各利益相关方召开启动会,明确项目目标、各方职责

和沟通渠道。定期召开项目进展会议,及时分享信息与数据,讨

论遇到的问题与解决方案。这种透明的沟通不仅可以减少误解

和冲突,还能增强各方之间的信任,形成良好的合作氛围。利用

现代建设管理软件和协作平台,实现实时的信息共享与数据交

互,使各方能够随时了解项目动态、进度以及造价变化,减少因

信息滞后而导致的决策失误。同时,在线协作工具还可以促进各

方之间的互动,便于快速响应项目变化和需求。企业应对员工进

行团队协作、沟通技巧和冲突管理等方面的培训,增强其合作能

力。同时,营造开放、包容的企业文化,鼓励各方积极参与项目

决策和管理,形成共同解决问题的团队氛围。 

4 结束语 

在全过程造价管理模式的背景下,工程造价控制不仅关乎

项目的经济效益,还与其整体质量和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通过

合理的造价控制方法和有效的管理措施,可以有效减少资源浪

费,提升项目的经济价值。然而,当前在实践中仍然存在诸多挑

战,包括协调各方利益、专业人员素质不足、信息共享不畅等问

题。为此,优化管理流程、加强人员培训与素质提升,以及促进

各方的协同合作,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只有通过多方努力,形

成合力,才能实现工程造价控制的科学化、系统化和高效化,从

而推动建筑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与创新进步。 

[参考文献] 

[1]陈国钻.项目全过程工程咨询模式下造价控制关键点及

对策研究[J].新城建科技,2024,33(01):178-180. 

[2]周轶.工程总承包模式下政府投资项目全过程造价管理

研究[J].居舍,2023(33):173-176. 

[3]高瑛.基于清单计价下的工程建设全过程造价管理与控

制探讨[J].江苏建材,2023(04):139-140. 

作者简介： 

贺成(1989--),男,汉族,四川成都人,本科,职称：工程师,研究

方向：全过程造价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