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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生命周期视角下的工程造价风险管理框架研究

陈思倩
湖北广盛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 宜昌 443000

摘� 要：本文旨在探讨全生命周期视角下工程造价风险管理的框架构建，通过分析工程项目从决策、设计、施工

到运营维护等各个阶段的造价风险，提出相应的风险管理策略，以实现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成本的最小化和经济效益

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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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建筑行业的快速发展，工程项目的规模日益扩

大，复杂性不断增加，工程造价风险管理成为项目成功

的关键因素之一。全生命周期造价管理作为一种先进的

造价管理理念，强调从工程项目的全周期中考虑造价及

成本问题，为工程造价风险管理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

将从全生命周期的角度出发，构建工程造价风险管理的

框架，为工程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有力保障。

1 全生命周期工程造价管理的含义和意义

全生命周期工程造价管理，简而言之，是一种贯穿

于工程项目整个生命周期的造价与成本控制理念。它不

仅仅关注建设阶段的造价，而是从项目投资决策开始，

直至设计、施工、运营、维护直至报废的全过程，都纳

入造价管理的范畴。在具体实践中，全生命周期造价管

理运用科学知识和集成计算方法，对工程项目的投资成

本和预期效益进行全面评估。它强调在工程的每一个阶

段都要追求投资的最优化，确保资金的高效利用。其意

义在于，通过全方位、多角度的考量，选择出既经济又

实用的建设方案，为项目的科学决策和高效实施提供有

力保障，实现工程项目的长期价值最大化。

2 全生命周期视角下工程造价风险管理的框架构建

2.1  风险识别
风险识别是造价风险管理的第一步，也是最为基础

的一步。它要求我们对项目在全生命周期中可能遇到的

各种造价风险进行全面、细致的梳理和分类。

2.1.1  决策阶段风险识别
在决策阶段，项目主要面临的是可行性研究风险、

投资估算风险和资金来源风险。可行性研究风险主要源

于市场需求的变化、政策环境的调整以及技术方案的可

行性等。市场需求的变化可能导致项目预期收益下降，

政策环境的调整可能影响项目的合规性和审批进度，技

术方案的可行性则直接关系到项目的实施难度和成本。

投资估算风险主要源于估算方法的准确性、估算依据的

充分性以及估算过程的透明度等。如果投资估算不准

确，可能导致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出现资金缺口，影响项

目的顺利进行[1]。资金来源风险主要源于资金筹集的难易

程度、资金成本的高低以及资金使用的灵活性等。资金

筹集困难可能导致项目无法按时启动，资金成本过高可

能增加项目的财务负担，资金使用不灵活可能影响项目

的实施效率。

2.1.2  设计阶段风险识别
在设计阶段，项目主要面临的是设计方案选择风

险、材料设备选型风险以及设计深度风险等。设计方案

选择风险主要源于设计方案的合理性、创新性和可行性

等。如果设计方案不合理，可能导致项目在实施过程中

出现成本超支、质量不达标等问题；如果设计方案缺

乏创新性，可能影响项目的竞争力和市场吸引力；如果

设计方案不可行，可能导致项目无法顺利实施。材料设

备选型风险主要源于材料设备的性能、价格、供应情况

等。如果选用的材料设备性能不佳，可能影响项目的质

量和使用寿命；如果价格过高，可能增加项目的成本；

如果供应不稳定，可能影响项目的实施进度。设计深度

风险主要源于设计文件的完整性、准确性和可施工性

等。如果设计文件不完整，可能导致项目在实施过程中

出现漏项或重复施工等问题；如果不准确，可能导致施

工过程中的变更和返工；如果可施工性差，可能增加施

工难度和成本。

2.1.3  施工阶段风险识别
在施工阶段，项目主要面临的是施工进度风险、施

工质量风险和材料价格波动风险等。施工进度风险主要

源于施工组织的合理性、施工资源的充足性以及外部

环境的干扰等。如果施工组织不合理，可能导致施工过

程中的窝工、怠工等现象；如果施工资源不足，可能影

响施工进度；如果外部环境干扰大，如天气恶劣、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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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畅等，也可能影响施工进度。施工质量风险主要源于

施工技术的熟练程度、施工管理的严格性以及施工人员

的责任心等。如果施工技术不熟练，可能导致施工过程

中的质量问题；如果施工管理不严格，可能出现偷工减

料、违规操作等现象；如果施工人员责任心不强，可能

影响施工质量和安全。材料价格波动风险主要源于市场

供求关系的变化、政策环境的影响以及材料供应商的定

价策略等。如果材料价格波动大，可能增加项目的成本

风险。

2.1.4  运营维护阶段风险识别
在运营维护阶段，项目主要面临的是运营成本风

险、维护费用风险和设备更新风险等。运营成本风险主

要源于运营效率的低下、运营管理的不善以及运营成本

的控制不力等。如果运营效率低下，可能导致运营成本

的增加；如果运营管理不善，可能出现浪费、损失等

现象；如果运营成本控制不力，可能影响项目的经济效

益。维护费用风险主要源于维护计划的合理性、维护技

术的先进性以及维护人员的专业性等。如果维护计划不

合理，可能导致维护费用的增加；如果维护技术不先

进，可能影响维护效率和质量；如果维护人员不专业，

可能增加维护难度和成本。设备更新风险主要源于设备

技术的更新换代、设备性能的衰退以及设备维护的难易

程度等[2]。如果设备技术更新换代快，可能需要频繁更新

设备，增加更新成本；如果设备性能衰退快，可能影响

项目的运营效率和质量；如果设备维护难度大，可能增

加维护成本和时间。

2.2  风险评估
2.2.1  定量评估
定量评估主要采用概率统计、敏感性分析等方法，

对风险进行量化评估。概率统计方法可以通过历史数据

或专家经验，估计风险发生的概率和可能造成的损失。

例如，对于市场需求变化风险，可以通过分析历史市场

需求数据，估计未来市场需求变化的概率和可能对项目

收益的影响。敏感性分析方法可以分析项目经济指标对

风险因素的敏感程度。例如，对于投资估算风险，可以

通过敏感性分析，确定投资估算变化对项目净现值、内

部收益率等经济指标的影响程度。

2.2.2  定性评估
定性评估主要结合专家经验、历史数据等，对风险

进行主观判断。它旨在评估风险的严重性和紧迫性，为

风险控制的优先级提供依据。专家经验法可以邀请相关

领域的专家，对识别出的风险进行主观判断。专家可以

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知识，对风险的严重性和紧迫性进行

打分或排序。历史数据法可以通过分析类似项目或同类

风险的历史数据，估计风险的严重性和紧迫性。例如，

对于施工质量风险，可以通过分析历史施工质量事故的

数据，估计未来施工质量风险的可能性和影响程度。

2.3  风险控制
风险控制是造价风险管理的最终目的，它旨在通过

采取一系列措施，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和影响程度，确

保项目的顺利进行。

2.3.1  决策阶段风险控制
在决策阶段，可以通过加强市场调研和政策分析，

提高投资估算的准确性，优化资金来源结构等措施，降

低投资风险。加强市场调研可以及时了解市场需求的变

化趋势，为项目决策提供依据。通过市场调研，可以了

解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竞争对手的情况以及市场的发

展趋势等，从而更准确地估计项目的市场需求和预期收

益。加强政策分析可以及时了解政策环境的变化对项目

的影响。政策环境的调整可能影响项目的合规性和审批

进度，因此需要对相关政策进行深入分析，确保项目符

合政策要求，并争取政策的支持。提高投资估算的准确

性可以降低投资估算风险。投资估算需要充分考虑项目

的规模、技术方案、市场条件等因素，并采用合理的估

算方法和依据。同时，还需要对投资估算过程进行透明

化管理，确保估算结果的可靠性和可追溯性[3]。优化资金

来源结构可以降低资金来源风险。资金来源的多样性可

以降低资金筹集的风险，因此需要合理规划资金来源结

构，确保资金筹集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同时，还需要考

虑资金成本的高低和使用的灵活性等因素，选择最优的

资金来源方案。

2.3.2  设计阶段风险控制
在设计阶段，可以通过优化设计方案、提高设计深

度和质量、减少设计变更和成本超支的风险等措施，降

低设计风险。优化设计方案可以降低设计方案选择风

险。设计方案需要充分考虑项目的功能需求、技术可行

性、经济合理性等因素，并采用先进的设计理念和方

法。同时，还需要对设计方案进行多方案比选和优化，

确保选择最优的设计方案。提高设计深度和质量可以降

低设计深度风险。设计文件需要完整、准确、可施工，

并符合相关规范和标准。为了确保设计深度和质量，需

要加强设计过程中的审核和审批环节，确保设计文件的

合规性和可行性。减少设计变更和成本超支的风险可以

降低设计阶段的造价风险。设计变更可能导致成本超支

和进度延误等问题，因此需要严格控制设计变更的发

生。同时，还需要加强设计过程中的成本控制和预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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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等工作，确保设计阶段的造价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2.3.3  施工阶段风险控制
在施工阶段，可以通过加强施工组织和管理、提高

施工效率和质量、合理控制材料成本等措施，降低施工

风险。加强施工组织和管理可以降低施工进度风险。施

工组织需要合理安排施工顺序和资源配置，确保施工过

程的顺利进行。同时，还需要加强施工过程中的协调和

沟通工作，及时解决施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提

高施工效率和质量可以降低施工质量风险。施工效率和

质量直接影响项目的进度和成本，因此需要加强施工过

程中的质量控制和效率管理工作。通过采用先进的施工

技术和设备、加强施工人员的培训和管理等措施，可以

提高施工效率和质量水平。合理控制材料成本可以降低

材料价格波动风险。材料成本是项目成本的重要组成部

分，因此需要加强材料采购和管理过程中的成本控制工

作。通过合理选择材料供应商、优化材料采购计划、加

强材料库存管理等措施，可以降低材料成本风险。

2.3.4  运营维护阶段风险控制
在运营维护阶段，可以通过制定合理的运营和维护

计划、加强设备管理和维护、降低运营成本和故障率等

措施，降低运营维护风险。制定合理的运营和维护计划

可以降低运营成本风险。运营和维护计划需要充分考虑

项目的运营需求和维护要求，并合理安排运营和维护工

作的时间和内容。通过制定合理的运营和维护计划，可

以提高运营效率和质量水平，降低运营成本风险。加强

设备管理和维护可以降低设备更新风险。设备管理需要

建立完善的设备管理制度和流程，确保设备的正常运行

和维护。同时，还需要加强设备维护过程中的质量控制

和效率管理工作，提高设备维护的及时性和有效性[4]。通

过加强设备管理和维护工作，可以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

和性能水平，降低设备更新风险。降低运营成本和故障

率可以降低运营维护阶段的造价风险。运营成本和故障

率直接影响项目的经济效益和运营质量，因此需要加强

运营过程中的成本控制和故障预防工作。通过采用先进

的运营管理模式和技术手段、加强运营人员的培训和管

理等措施，可以降低运营成本和故障率风险。

3 全生命周期工程造价风险管理的策略

3.1  完善工程项目风险管理的控制环境
为提高工程造价风险管理的有效性，需首先完善项

目风险管理的控制环境。重点在于提升管理成员的素

质，尤其是造价工程师的专业技能和风险意识。通过定

期培训、专家讲座等方式，增强项目组成员对造价风险

的控制意识和主观能动性，使他们能够主动识别并应对

潜在风险。

3.2  对工程项目造价进行充分的风险评估
在项目开工前，应对影响项目造价的关键因素进行

全面梳理和充分准备。通过市场调研、专家咨询等手

段，识别并评估潜在的造价风险。针对已知风险，制定

具体的化解措施，如调整设计方案、优化施工方法等，

以降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影响程度。

3.3  建立良好的控制活动
根据业务流程设立控制活动，对关键业务环节制定详

尽的控制措施。例如，在招投标环节，严格审查投标单位

的资质和报价，确保公平竞争；在施工环节，加强现场管

理和质量监督，防止因施工质量问题导致的额外成本。通

过这些控制措施，确保风险评估结果的有效实施。

3.4  加强信息沟通与内部监督
建立项目信息系统，实现项目成员之间的信息共享

和及时沟通。同时，加强内部监督机制，定期对风险管

理措施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和评估，确保各项措施得到

有效执行，从而降低工程造价风险。

结语

全生命周期视角下的工程造价风险管理框架为工程

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有力保障。通过风险识别、评估

和控制等措施，可以有效降低工程项目的造价风险，提

高项目的经济效益。未来，随着建筑行业的不断发展和

技术的不断进步，全生命周期造价管理和工程造价风险

管理将更加注重信息化、智能化和集成化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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