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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造价的动态管理及其控制措施
蔺晓婉

国家管网集团西南管道有限责任公司建设项目管理中心 四川 成都 610095

【摘 要】建筑工程造价的动态管理是确保工程项目在预算范围内控制成本的关键。本文首先介绍了建筑工程造价的重要性，并分析了其管理现状，接着

探讨了建筑工程造价的动态管理及控制措施，以提供对建筑工程造价动态管理的参考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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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筑工程造价管理的重要性

首先，建筑工程造价管理可以有效控制工程造价。在建筑工程中，预算是

一个重要的指导和控制工具。通过对工程造价的管理，可以确保项目在预算范

围内进行，避免造成资源浪费和成本超支。合理的造价管理可以对工程的投资

风险进行有效控制，保证项目的经济效益最大化。其次，建筑工程造价管理有

助于提高项目的质量和效率。通过合理的造价管理，可以对工程的质量进行保

证和监控。合理的成本分配和资源配置可以使项目在合理的时间内得到高质量

的完成。借助造价管理的工具和方法，可以对工程流程进行优化和改进，提高

项目进度和效率。

2.建筑工程造价管理现状分析

2.1.成本控制不足

在建筑工程项目中，成本控制是非常重要的一环，然而很多项目存在着成

本控制不足的问题。这可能是由于缺乏详细的成本计划和预算，导致无法有效

地管理和控制成本[1]。

2.2.进度管理不合理

建筑工程项目常常面临着工期紧张的情况，然而，进度管理却往往不够合

理。这可能是由于不准确的进度计划、人力资源不足或施工方案不合理等原因

导致的。

2.3.质量管理不规范

建筑工程项目的质量问题对项目进展和最终交付产生重大影响。然而，一

些项目在质量管理方面存在不规范的情况，包括缺乏详细的质量计划、不严格

的质量控制措施以及不完善的质量检测机制等。

2.4.变更管理困难

在建筑工程项目中，变更是常见的。然而，由于缺乏有效的变更管理机制，

一些项目难以妥善应对变更带来的影响，导致造价发生偏差和工期延误。

3.建筑工程造价的动态管理及控制措施分析

3.1.成本控制措施

首先，设计优化是成本控制的关键。通过深入分析和评估设计方案，可以

寻找到更经济、高效的设计选项。例如，可以优化结构设计，减少材料使用量，

优化空间布局，降低施工难度等。此外，还可采用先进的技术和工艺，提高施

工效率，降低成本。其次，材料采购与供应链管理也是成本控制的重要环节。

通过建立稳定的供应链网络，寻找具有竞争力的供应商，并与供应商进行有效

协商和谈判，可以降低材料采购成本。此外，合理规划和管理库存，避免过多

的库存或物资浪费，也有助于控制成本。劳动力成本控制是成本管理的重要方

面之一。通过合理的人力资源管理，包括招聘、培训和绩效评估，可以确保项

目的人力资源充足且合理配置。此外，还可以通过提高工人的技能水平和团队

协作能力，提高工作效率，从而有效降低劳动力成本。另外，建筑工程项目中

的预算编制和费用控制也是关键的成本控制手段[2]。在项目启动之初，应编

制详细而准确的预算，充分考虑各项费用，并进行风险分析和控制。随着项目

的进行，需要进行费用跟踪和监控，及时发现费用超支的情况，并采取相应措

施加以控制。此外，在成本控制过程中，需要及时识别和处理变更、索赔和风

险等因素，以避免造成额外的成本增加。

3.2.进度控制措施

首先，建设进度计划的制定是进度控制的基础。通过详细的工程计划，包

括工作分解结构（WBS）、甘特图、网络图等，可以清晰地描述项目各阶段的

工作内容和工期要求。确保计划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并且与项目参与方进行充

分沟通和协商。其次，施工进度的监控和调整是进度控制的关键步骤。通过实

时监测施工进展情况，及时发现延误或前进的情况，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调

整。这可能涉及到资源重新分配、工序优化、提前采购关键材料等。与相关方

保持紧密的沟通和合作，确保项目进度符合计划要求。此外，合理的项目管理

和协调也是进度控制的重要手段。项目经理和相关团队需要具备良好的管理能

力和执行力，协调各方利益，协调决策和资源分配，确保项目按照计划进行。

3.3.质量控制措施

首先，在建筑工程的造价控制中，质量管理可以帮助识别和纠正潜在的质

量问题，从而减少重工和修复成本。通过有效的质量控制措施，能够提早发现

施工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缺陷和错误，及时进行修正，避免在后期造成更大的成

本和延迟项目进程。其次，质量管理可以提高工程施工质量和可靠性，减少后

期维护和修理的费用。通过建立严格的质量标准和质量控制流程，确保施工过

程中的每个环节都符合质量要求，最大程度地减少施工缺陷和使用中的问题。

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后期维护和修复的成本，提高工程的可靠性和使用寿命。此

外，质量管理还可以促进供应商和承包商的质量责任意识。通过明确质量要求

和质量控制流程，要求供应商和承包商对提供的材料和施工质量负责，提高他

们的质量意识和责任感，减少因质量问题导致的额外成本和纠纷。

3.4.变更控制措施

首先，建立健全的变更管理制度和流程。制定详细的变更管理程序，明确

变更请求的提交、审查、批准和执行等步骤，确保变更管理的透明性和规范性。

建立变更控制委员会或评审委员会，由相关方代表参与，负责对变更进行评审

和决策，以确保变更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其次，要对变更进行全面审查和评估。

对每个变更请求进行认真审查，包括变更的原因、范围、影响、成本等方面进

行分析和评估。特别是对于大规模变更或影响重要性能指标的变更，需要进行

更加细致的评估，确保变更的可行性和经济性。第三，要建立变更控制的成本

管理机制。对于变更请求，要及时进行成本估算，评估变更对工程造价的影响，

包括工程量变更、材料价格变化、施工方法变更等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成本变化。

通过对变更造价的准确估算和控制，确保变更不会导致工程造价超支或资源浪

费[3]。

3.5.技术支持与信息系统应用

首先，技术支持和信息系统应用可以提供完整和准确的数据支持。通过建

立数字化的项目管理系统，可以实时收集、存储和分析项目相关的数据，包括

预算、进度、成本、工程量等信息。这些数据可以作为决策的基础，帮助项目

团队进行实时的监控和分析，及时发现问题和做出调整。其次，技术支持和信

息系统应用可以提供高效的协同工作平台。通过项目管理软件和云平台，可以

实现各个相关方的信息共享和协作，提高沟通和协调的效率。项目团队成员可

以通过系统上传和共享文件，进行在线讨论和审批，减少传统的纸质文件传递

和会议开销，加快工作进展和决策的速度。第三，技术支持和信息系统应用可

以提供精确的量化分析和预测模型。通过建立造价分析模型和预测模型，结合

历史数据和趋势分析，可以对工程造价进行预测和优化。这样可以帮助项目团

队更好地控制预算和成本风险，避免造价超支和资源的浪费。

4.结语

建筑工程造价的动态管理及控制措施需要综合考虑工程项目的整体情况

和目标，灵活应用相应的管理措施，通过优化管理流程和提高管理水平，实现

成本控制和风险防控的目标。本文的研究对于提高建筑工程项目的经济效益和

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希望本文能够为建筑工程造价的动态管理提供一定的参

考和启示，促进建筑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和成本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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