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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项目全过程造价管理效果评价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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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筑项目全过程造价管理涉及规划设计阶段、报规报建阶段、招投标阶段、施工阶段和结算审计阶段。每个阶

段的造价管理任务不同，因而导致建筑项目全过程造价管理的评价存在多阶段、多差异的特点。为了能对建筑项目的全过

程造价管理开展科学、客观的管理效果评价，以国内有关研究文献为基础构建量化评价指标体系和量化评价模型，继而通

过具体的案例分析，为广大同行业者们提供一点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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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由于建筑项目的造价管理周期长、涉及的阶段内容多，

故而以往大多数项目开发商或施工企业，均是以项目实施结

果盈利与否对造价管理的行为进行评价。本次探究，将围绕

全过程造价管理各个阶段的影响要素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

基于数学模型的量化计算规避人为主观因素的消极影响，这

对于科学评价全过程各阶段造价管理效果和最终管理效果而

言，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意义和实践创新价值。

1　国内有关研究现状

在国内，对于建筑项目全过程造价管理效果的评价研

究，已经出现了一些具有前瞻性的科研论述。朱峰在综合

对比国内外绩效评价差异的基础上，依托KPI绩效评价理

论，将建筑项目全过程造价管理评价指标体系划分为“投

资决策阶段指标体系、设计阶段指标体系、招投标阶段指

标体系和施工阶段指标体系”。[1]丁伟伟、夏华丽和方景辉

等人使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法，基于建筑项目全过程各阶段

的造价管理投入变量和产出变量构建管理效率评价指标体

系，以具体的造价投入现金流和产出现金流等数据统计开

展量化分析，得出各阶段造价资金投入和产出不平衡境况

下依旧可通过管理行为盈利的结论。[2]王莉娟着重以全过程

造价管理的参与主体之一（造价咨询服务企业）为研究对

象，将全过程造价咨询服务各阶段的工作影响要素纳入管

理效果评价，这为建筑项目各参与主体进行造价管理绩效

评价提供了新的思路。[3]张尧合郑晓奋利用BIM技术平台，

使用层次分析评价模型对造价管理开展量化评价，大幅提

升了管理评价的科学性和准确性。[4]层次分析评价模型的应

用也为本次量化探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李欣民在对电网

工程附属建筑设施项目进行管理成效评价时，将结算审计

阶段的费用偏差管理引入评价范围，拓展了建筑项目全过

程造价管理评价的业务范畴。[5]

基于上述国内有关文献为本次探究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和

量化模型提供理论依据，这将使得建筑项目全过程造价管

理效果评价的科学研究向更深层次推进。

2　建筑项目全过程造价管理效果评价指标体系

依托于国内有关研究文献，并通过咨询行业专家意见，

本次探究构建出如表1所示的建筑项目全过程造价管理效果

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事项
（A）

一级指标
（ai，i=1,2,3,4,5）

二级因素指标
（aij，i=1,2,3,4,5,6

；j=1,2,3）

建筑项目
全过程造
价管理效
果评价
（A）

规划设计阶段造价管
理效果评价（a1）

技术指标造价管理（a11）；
经济指标造价管理（a12）；
政策指标造价管理（a13）

报规报建阶段造价管
理效果评价（a2）

城市配套费管理（a21）；文
物勘探费管理（a22）；
人防建设费管理（a23）

招投标阶段造价管理
效果评价（a3）

清单编制管理（a31）；控制
价编制管理（a32）；
预备金设置管理（a33）

施工阶段造价管理效
果评价（a4）

人工费管理（a41）；材料费
管理（a42）；机械设备费管

理（a43）

结算审计阶段造价管
理效果评价（a5）

清单内费用管理（a51）；设
计变更费用管理（a52）；
增项增量费用管理（a53）

如表1所示的建筑项目全过程造价管理效果评价指标体

系，包含有1个目标事项，即“建筑项目全过程造价管理效

果评价”（用符号“A”表示），5个一级准则层指标（用

符号“ai，i=1,2,3,4,5”表示），15个二级影响因素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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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符号“aij，i=1,2,3,4,5；j=1,2,3”表示）组成。其

中“规划设计阶段造价管理效果评价”的影响因素指标分

别为“技术指标造价管理、经济指标造价管理和政策指标

造价管理”，“报规报建阶段造价管理效果评价”的影响

因素指标分别为“城市配套费管理、文物勘探费管理、人

防建设费管理”，“招投标阶段造价管理效果评价”的影

响因素指标分别为“清单编制管理、控制价编制管理、预

备金设置管理”，“施工阶段造价管理效果评价”的影响

因素指标分别为“人工费管理、材料费管理和机械设备费

管理”，“结算审计阶段造价管理效果评价”的影响因素

指标分别为“清单内费用管理、设计变更费用管理和增项

增量费用管理”。上述影响因素指标基本囊括了建筑项目

全过程造价管理各阶段、各方面的管理内容，能够为建筑

项目全过程造价管理效果评价提供较为客观的参考依据。

3　建筑项目全过程造价管理效果评价指标模型

在完成对于建筑项目全过程造价管理效果评价的影响

因素指标体系构建之后，需要进一步使用数学方法构建量

化评价模型。由于表1所示的评价指标体系具备多准则层、

多因素指标的特征特点，再加之众多的数学方法中，层次

分析法最为适用于针对多准则、多因素指标的量化分析评

价，故而本次探究将以层次分析法作为构建量化评价模型

的基础。层次分析法的具体实施步骤为：重要程度标度、

构造判断矩阵、一致性检验、计算指标权重、确定目标事

项评价等级。

3.1　重要程度标度

构造判断矩阵，对表1所示的15项指标开展两两比

较，借助有关专家的评估意见，得出如下所示的重要程度

标度数：

标度数值为1时，表明造价管理效果评价因素i与因素j

之间具有相同的重要程度；

标度数值为3时，表明造价管理效果评价因素i要比因素

j稍显重要；

标度数值为5时，表明造价管理效果评价因素i明显比因

素j重要；

标度数值为7时，表明造价管理效果评价因素i比之因素

j，显得非常重要；

标度数值为9时，表明造价管理效果评价因素i比之因素

j，显得极端重要；

当标度数值为2、4、6、8时，表明造价管理效果评价因

素i比之因素j，两个因素之间的互为重要程度介于上述相

邻标度数值之间。[6]

3.2　构造判断矩阵

在完成了如上所述的任意评价因素i与任意评价因素j

之间互为重要程度对比标度赋值后，便需要利用互为对比

标度值构造判断矩阵。假如某一“建筑项目全过程造价管

理效果评价”为最终目标层事项“A”，且影响最终目标

事项“A”评价的因素指标共有n个，便可以利用aij作为任

意两个因素指标之间的重要程度标度数值，由此使得n个

因素指标之间通过互为比较，构造出如公式1所示的判断

矩阵A=（aij）n×n，且在公式1中，aij,始终大于0，其中

i=1,2,...，n；j=1,2,...,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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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一致性检验

由于建筑项目全过程造价管理效果评价因素指标之间重

要程度标度数值，主要是依托专家问卷赋值这样较为主观

的判断而获得的，因此为了降低专家赋值阶段获取的数值

信息主观误差，进一步提升重要程度标度数值的科学性和

客观性。有必要对公式1所示的判断矩阵进行如公式2所示

的一致性检验。

∑
n

i

i=1 i

(AW) - n
nW
n -1CR = RI

                   （式2）

在公式2中，CR表示目标事项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指数，n

表示评价指标体系中影响因素指标的总个数，（AW）i表示

目标事项判断矩阵中向量AW的第i个分量，Wi表示目标事项

判断矩阵的特征向量W的第i个分量。RI表示目标事项判断

矩阵的引入随机一致性指数，关于RI的取值，借助文献查

阅的方式确定本次探究中所涉及的5阶矩阵RI数值为1.09。

基于公式1和公式2计算目标事项量化判断矩阵的一致

性，在通常情况下：

（1）当0＜CR＜0.1时，可以认为建筑项目全过程造价

管理效果评价因素指标判断矩阵满足一致性的检验标准，

借助专家问卷赋值所获得的重要程度标度数值信息是较为

科学、客观且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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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CR＞0.1时，则需要对建筑项目全过程造价管理

效果评价因素指标判断矩阵的对比标度赋值进行校正，通过

持续修正，直到CR值位于（0,0.1）这个区间为止。

3.4　计算指标权重

在完成对于建筑项目全过程造价管理效果评价因素指标

判断矩阵一致性检验后，需要对各个一级准则指标项的权

重再次进行专家赋值，而后依照专家赋予的权重值计算目

标事项“建筑项目全过程造价管理效果评价”的最终指标

权重数N。

3.5　确定目标事项评价等级

一般情况下：

当“建筑项目全过程造价管理效果评价”的最终指标

权重值N属于（0，0.1）区间范围时，评价等级应定为“

优秀”；

当“建筑项目全过程造价管理效果评价”的最终指标

权重值N属于[0.1,0.2）区间范围时，评价等级应定为“

良好”；

当“建筑项目全过程造价管理效果评价”的最终指标

权重值N属于[0.2,0.3）区间范围时，评价等级应定为“

合格”；

当“建筑项目全过程造价管理效果评价”的最终指标权

重值N≥0.3时，评价等级应定为“不合格”。

4　建筑项目全过程造价管理效果评价案例分析

位于我国内蒙古包头市的某政府投资建筑项目，其全过

程造价管理效果评价按照前文表1所示的5个一级准则指标和

15个二级因素指标构建量化评价指标体系，由此分别针对一

级准则指标层开展一致性检验和指标权重计算，得出如表2

所示的计算统计结果：

表2 案例项目一级指标层的指标权重和一致性检验

一级指

标层
a1 a2 a3 a4 a5 W

CR1=0.047＜0.1，

CR2=0.039＜0.1，

CR3=0.042＜0.1，

CR4=0.051＜0.1，

CR5=0.048＜0.1，

符合一致性检验

需求。

a1 2 1/2 1/4 1/3 1/4 0.06

a2 1/4 1 1/2 1/4 1/2 0.08

a3 4 2 2 1/2 4 0.32

a4 3 4 2 1 3 0.54

a5 1/4 1/3 2 2 2 0.41

依照表2开展专家问卷赋值，确认在内蒙古包头市的某

政府投资建筑项目全过程造价管理效果评价中，一级指标层

（规划设计阶段造价管理效果评价）的计算权重值为15%，

一级指标层（报规报建阶段造价管理效果评价）的计算权重

值为20%，一级指标层（招投标阶段造价管理效果评价）的

计算权重值为20%，一级指标层（施工阶段造价管理效果评

价）的计算权重值为30%，一级指标层（结算审计阶段造价

管理效果评价）的计算权重值为15%。那么由此计算得出案

例项目施工质量管理评价的最终权重N值如下：

N=0.15×0.047+0.20×0.039+0.20×0.042+0.30×0.05

1+0.15×0.048=0.04575。

根据前文3.5节所示评价等级可知，内蒙古包头市的某

政府投资建筑项目全过程造价管理效果评价最终权重计算值

N=0.04575，属于（0，0.1）这个集合区间范围，故而其评

价等级应定为“优秀”。

5　结语

梳理总结国内外有关研究现状，基于有关研究将建筑

项目全过程造价管理效果评价的影响因素指标体系确认为1

个目标事项层、5个一级准则层事项和15个二级影响因素指

标，继而借助层次分析法开展案例项目全过程造价管理效果

评价分析，以此为广大同行业者们开展科学、客观的建筑项

目全过程造价管理效果评价提供一点参考。

参考文献：

[1]王福颖.项目造价管理行为评价体系研究[J].建设监

理,2015(06):27-31.

[2]丁伟伟,夏华丽,方景辉.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法的

工程造价管理效率评价与实证研究[J].中国电力企业管

理,2016,(06):26-28.

[3]王莉娟.建设项目全过程造价咨询服务管理体系重点

工作及成果评价——以上海浦东某产业园区研发总部项目为

例[J].建设监理,2018,(05):66-69.

[4]张尧,郑晓奋.基于BIM的工程造价管理评价研究[J].

黑龙江工业学院学报(综合版),2019,19(03):64-70.

[5]李欣民.电网工程造价偏差分析与管理成效评价研究

[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1):56-65.

作者简介：

刘婷婷(1989.4-)，女，汉，内蒙古包头，研究生，建筑

工程师，研究方向:工程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