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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造价管理中的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

李贵霞
元亨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 烟台 264600

摘� 要：在建筑行业蓬勃发展的今天，建筑工程造价管理显得尤为重要。数据分析及决策支持在此领域的应用，

不仅提升了管理效率，更为项目的成功实施提供了有力保障。本文通过深入探讨数据分析在建筑工程造价管理中的多维

应用，以及如何通过数据分析为决策提供有力支持，旨在展现其在提升工程造价管理精准度和前瞻性方面的独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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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建筑工程的全生命周期中，造价管理是一个动态

且复杂的过程，它涉及项目成本的控制、预算的制定以

及资源的优化配置等多个方面。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数据分析正在成为优化这一过程的关键工具。本文将从

数据来源的多样性、数据处理方法的进步、造价数据分析

的深入以及决策支持的实效性等几个方面进行详细探讨。

1 数据来源的多样性与整合

建筑工程造价数据的来源日益多样化，包括但不限

于施工图纸、工程量清单、材料市场价格、劳务费用

等。这些数据不仅来源于施工单位、设计单位，还来自

材料供应商、劳务市场等。为了确保数据的全面性和准

确性，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数据整合平台，实现多源数

据的无缝对接和实时更新。

2 数据处理方法的创新与应用

2.1  数据清洗
数据清洗是数据处理的起点，其核心目的是消除数

据中的噪声和冗余。在建筑工程造价数据中，由于数据

来源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常常存在重复、错误或不一

致的数据。数据清洗通过识别、替换或删除这些不良数

据，确保数据集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例如，对于重复的

条目，我们需要识别并删除；对于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的

数据，我们需要进行核实和修正。

2.2  数据转换
数据转换则是为了满足特定的分析需求，将数据从

一种形式转换为另一种形式。在造价数据分析中，常见

的数据转换包括数据的标准化和归一化。标准化是将数

据按比例缩放，使之落入一个小的特定区间，如将数据

转换为均值为0，标准差为1的分布。而归一化则是将数
据映射到[0,1]的范围内。这些转换有助于消除数据的量纲
影响，使得不同量纲的数据可以进行比较和加权。

2.3  数据插值

数据插值则是在数据集中存在缺失值时，采用某种

方法估计并填补这些缺失值。在建筑工程造价数据中，

由于各种原因，如数据采集设备的故障或人为记录失

误，都可能导致数据的缺失。数据插值技术，如线性插

值、多项式插值等，可以有效地填补这些缺失值，使得数

据集更加完整，为后续的分析提供更为准确的数据基础。

2.4  数据处理的创新
然而，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大数据和人工

智能技术的崛起，数据处理方法也在不断创新。其中，

机器学习算法在造价数据分析中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

这些算法可以对历史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发现数据背后

的隐藏规律和趋势。例如，决策树、随机森林和神经网

络等算法可以用于预测未来的造价趋势，帮助管理者做

出更为准确的决策。此外，数据可视化技术也为数据处

理带来了新的可能性[1]。通过将复杂的数据以直观、易懂

的图形方式展现出来，如柱状图、折线图和饼图等，管

理者可以更为直观地理解数据，从而更好地进行数据分

析和决策。这种可视化的数据处理方式不仅提高了数据分

析的效率，也使得数据分析结果更为直观和易于理解。

3 工程造价数据分析

3.1  费用构成分析
在建筑工程造价管理中，费用构成分析不仅涉及项

目的总体成本，还深入到各个具体的费用项目，从而揭

示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影响因素。首先要明确费用

构成的基本元素。一般来说，建筑工程造价主要包括直

接费、间接费、税金和利润等部分。直接费是与工程直

接相关的费用，如人工费、材料费、机械使用费等。间

接费则是与工程管理和组织相关的费用，如管理费、财

务费等。这些费用在构成上有着明确的划分，但在实际

工程中，它们又相互影响，形成一个复杂的费用网络。

深入剖析各项费用的组成，我们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内

在联系。例如，材料费用的高低可能直接影响到人工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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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支出。如果使用了高质量的材料，可能需要更专业

的技术人员进行施工，从而增加人工费用。反之，如果

选择了性价比较高的材料，可能会降低人工费用。这种

内在联系提示我们，在进行造价管理时，需要综合考虑

各项费用的相互影响，以达到最优的成本结构。此外，

费用构成分析还能帮助我们识别成本的主要影响因素。

例如，在某些地区，劳动力成本可能是主要的影响因

素，而在其他地区，材料成本可能占据主导地位。通过

详细分析这些因素，我们可以更加精确地控制成本，提

高项目的经济效益。费用构成分析可以进一步细化为对

各项费用占比（各项费用在总费用中的比例）、费用增

长率（某一费用项目在一定时期内的增长幅度）分析

等，以更全面地了解费用结构。

3.2  动态成本分析
动态成本分析旨在紧密结合项目的实际进度和现场

情况，对成本进行实时监控和分析。这种分析方法的核

心在于“动态”，即随着项目的推进，不断地对成本数

据进行采集、整理和分析，以确保项目成本始终处于受

控状态。从项目启动开始，就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成本

监控体系，对每一笔成本支出进行实时跟踪。这包括但

不限于材料采购、人工费用、机械租赁、管理费用等各

项开支。通过与实际进度的对比，可以及时发现成本超

支的苗头，并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动态成本分析的关

键在于数据的及时性和准确性。为了确保这一点，需要

建立一个高效的数据采集和传输系统，以便实时获取项

目现场的成本数据[2]。同时，还需要配备专业的成本分

析人员，对数据进行深入地分析和解读，从而准确地掌

握项目的成本动态。在动态成本分析过程中，还需要特

别注意成本超支的风险。动态成本分析可以结合赢得值

分析（Earned Value Analysis, EVA）来进行，分析成本
偏差（CV）：实际成本与预算成本的差异、进度偏差
（SV）：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的差异两项数据指标。通
过对比计划成本、实际成本和已完工程预算成本来评估

项目的成本和进度绩效。

3.3  预测性分析
在预测性分析中，预测模型的选择至关重要。常见

的预测模型包括线性回归模型、时间序列分析、神经网

络模型等。这些模型各有优势，适用于不同的场景和

数据特点。例如，线性回归模型适用于探索自变量和因

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而时间序列分析则更侧重于挖掘

数据随时间变化的规律。预测性分析的过程首先需要对

历史数据进行深入地挖掘和整理，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

和完整性。这些数据不仅包括项目成本的历史记录，还

涉及市场价格波动、政策变化等因素。通过对这些数据

的综合分析，可以揭示出成本变化的潜在趋势和影响因

素。在预测未来成本趋势时，预测性分析还会考虑多种

可能的风险因素，如供应链的不稳定性、劳动力成本的

上涨、新技术的出现等。这些因素都可能对项目的成本

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在预测过程中必须予以充分考虑。

预测性分析的结果通常以报告或图表的形式呈现，直观

地展示了未来一段时间内成本的预测趋势。这些结果不

仅为预算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还帮助管理者更好地进

行成本控制和风险防范。

4 决策支持

数据分析在决策支持方面的作用不可忽视。通过精

确的数据分析，可以为决策者提供以下支持：

4.1  方案比较与优化
方案比较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个全面、客观的评价

体系。这一体系应涵盖成本、时间、质量、风险等多个

维度，确保每个方案都能在这些关键指标上进行量化评

估。数据分析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3]。通过对

历史项目数据的挖掘和分析，我们可以为每个评价指标

设定合理的基准和权重，从而确保评价的客观性和准确

性。以下是一个简化的建筑工程造价管理方案比较与优

化的示例，以及相应的成果数据表：

4.1.1  实例背景
假设一个建筑公司正在考虑三个不同的施工方案

（方案A、方案B、方案C）来完成一个商业建筑项目。
公司需要评估这三个方案的成本、工期、质量和风险，

并选择最优方案。

4.1.2  评价体系与数据表
评价体系包括四个主要维度：成本、时间、质量、

风险。每个维度都有相应的评价指标和权重。通过对每

个方案进行评分，并结合权重，可以计算出每个方案的

总得分。

表1 评价体系与数据表

方案 成本评分 时间评分 质量评分 风险评分 总得分

方案A 85 75 90 70 320

方案B 70 85 80 85 320

方案C 75 80 85 80 320

评分说明：成本评分：根据预算与估算成本的对比

进行评分，分数越高表示成本越低或越符合预期。时间

评分：根据预计工期与实际工期的对比进行评分，分数

越高表示工期越短或越能按时完成。质量评分：根据设

计方案、材料选择、施工工艺等因素综合评估质量，分

数越高表示质量越好。风险评分：评估供应链风险、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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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市场风险等综合因素，分数越高表示风险越低。

权重分配：成本：30%；时间：25%；质量：30%；
风险：15%
总得分计算：

总得分 = 成本评分 * 30% + 时间评分 * 25% + 质量评分 * 
30% + 风险评分 * 15%

4.1.3  方案选择与优化
在这个例子中，三个方案的总得分相同，但这并不

意味着它们完全等同。决策者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和项目

需求进行进一步分析。例如，如果项目对成本要求较

高，可以优先考虑成本评分较高的方案A；如果对时间要
求较高，可以考虑时间评分较高的方案B。同时，方案优
化也是一个重要环节。根据评分结果和实际需求，可以

对某个方案进行微调。例如，如果发现方案C在质量上有
优势但在成本上稍高，可以考虑在不降低质量的前提下

优化成本结构，从而提升整体竞争力。

4.1.4  注意事项
评价体系和权重分配应根据具体项目和公司战略进

行调整。数据分析和评分过程应保持客观、公正和透

明。在方案优化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各利益相关方的需

求和期望。

4.2  风险识别与应对
在建筑工程造价管理中，基于历史数据和当前项目

情况，我们可以系统地识别潜在的风险点，并据此制定

有效的应对措施。风险识别的第一步是深入分析历史项

目数据。通过对过往项目的详细剖析，可以发现那些反

复出现的问题和挑战，这些问题很可能在当前项目中再

次出现。比如，材料价格的波动、劳动力成本的上涨、

政策变动等都可能是影响项目成本的风险因素。除了历

史数据，对当前项目情况的全面把握也是风险识别的重

要组成部分。这包括项目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供应

链稳定性等多个方面。例如，项目所在地如果经常遭受

自然灾害，那么这就会增加项目的风险系数。在识别出

潜在的风险点后，接下来是制定有效的应对措施。这些

措施应该既具有针对性，又能灵活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

情况。例如，对于材料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我们可以

通过与供应商签订长期合同或采用固定价格的方式来锁

定成本。对于劳动力成本上涨的风险，我们可以通过提

高施工效率、引入自动化技术等方式来降低人工成本。

此外，还需建立一个完善的风险管理机制。这包括定期

的风险评估、风险监控以及风险应对预案的制定等。通

过这些措施，我们可以确保项目在遇到风险时能够迅速

做出反应，将损失降到最低。

4.3  资源优化配置
数据分析在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着核心作用。通过

对历史项目数据的深入挖掘和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各

类资源在不同项目阶段的需求变化。比如，在项目的

初期，可能需要大量的设计人员和前期工程人员；而在

施工阶段，则需求转向施工团队和相应的施工材料。基

于这些数据，我们可以预测当前项目在各阶段的资源需

求，从而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其次，人力资源的优化

配置尤为关键。根据数据分析的结果，我们可以确定项

目的关键岗位和人员需求，然后依据人员的专业能力和

经验进行合理分配。这样不仅能确保项目的关键环节得

到专业人员的支持，还能避免因人员配置不当而造成的

效率损失。此外，通过数据分析，我们还可以了解到哪

些材料或设备可以更有效地提高施工效率，进而进行有

针对性地采购和使用。除了人力和物力资源，资金也是

项目中的重要资源。数据分析可以帮助我们预测项目的

资金需求，从而制定合理的资金使用计划，确保项目的

资金流稳定。

结语

建筑工程造价管理中的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对于提

升项目管理效率和准确性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深入的数

据分析和科学的决策支持，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工程造

价的构成和变动情况，优化资源配置，降低项目风险，

并为项目的成功实施提供有力保障。展望未来，随着技

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领域的拓展，数据分析将在建筑工

程造价管理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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