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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如今，工程造价信息服务逐渐呈现出稳定化、成

熟化的发展样态。但面对大数据时代下的全新要求，其

也逐渐暴露出一定的纰漏与问题。因难以及时更新信息、

难以形成流畅的资源共享，导致服务质量无法提升。对

此，落实大数据本质要求，将其与工程造价信息服务平

台相互整合，成为相关行业创新发展的必要方向。基于

此，本文将立足于大数据视角，对工程造价信息服务的

数据需求展开分析，着重探索大数据驱动下建构工程造

价信息服务平台的具体内容。

一、工程造价信息服务的大数据需求【刘大同】

（一）工程定额信息服务需求

工程定额在工程计价、工程造价管理中，起到了至

关重要的影响。聚焦于工程定额信息服务需求，共包括

以下几部分。

一是定额的在线使用。以大数据技术实现定额的电

子化管理，以建立定额数据库的方式，辅助计价人员精

准完成计价工作。此外，针对生成的成果文件，计价人

员也可以通过上传至工程造价信息服务平台的方式，实

现资源共享。各方工程主体也可以依托平台，就工程中

存在的定额问题进行交流回复。

二是定额的在线编制。工程造价信息服务平台可以

为用户提供在线编制定额的功能服务，有效降低该项工

作难度，提升效率。并且，可以借助大数据技术，建立

完善定额编制数据库，实现稳定的数据支持。

三是定额的在线调整。在工程造价信息服务平台中，

可以实现定额反馈的需求，辅助工程主体及时就各类影

响定额因素的理解，及时提交数据材料，以便于造价管

理部门及时调整定额，做出高效率回应 [1]。

（二）材料机械价格服务需求

一是价格信息的在线采集。借助工程造价信息服务

平台，可以辅助供应商、施工单位以及评审单位等主体，

及时了解最新的采集信息；结合相关行业标准，建构完

善数据库，精准识别价格信息平台提供的信息数据，并

建立数学模型，精准预测价格变动趋势；二是价格信息

的全面共享。在工程造价信息服务平台中，可以实现信

息的全面流通与共享。用户可以结合平台信息，实现采

集成本的精细化管理，精准把控工程造价，实现全过程

造价管控，规避造价风险。

二、大数据驱动下建构工程造价信息服务平台的具

体实践

（一）建构工程造价信息服务平台的实践原则

深入贯彻国家有关于大数据技术应用的指导要求，

顺应时代发展趋势与技术发展特色，借助大数据切实发

挥工程造价信息服务平台的积极作用，推动大数据在相

关领域的深入发展，切实提升行业创新实践能力。在大

数据驱动下，推进工程造价信息服务平台的建构任务时，

需要充分遵循以下三点原则。

一是平台化原则。借助大数据技术，建立国家与工

程造价企业、部门之间的沟通平台，着力突破以往工程

造价信息服务中产生的“信息孤岛”问题，有效整合工

程定额数据、材机数据以及造价数据，实现造价信息的

跨地区、跨企业整合流通；借助大数据技术，扩展工程

造价信息服务平台，趋向于造价活动末梢，实现在线开

展计价活动的目标，以线上操作完成工程量的计算、材

料机械价格的询问以及造价成果的存储使用 [2]。

二是协同化原则。运用大数据思维，充分激发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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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产业的参与积极性，以建构精准化、智能化、便

捷化工程造价信息服务平台的方式，强化造价信息服务

能力与质量，实现造价信息服务的跨层级发展协作。在

大数据技术的支持下，充分整合社会资源，注重造价信

息服务方式的创新与升级，为从业人员提供功能更加丰

富的工程造价信息服务系统模块。

三是便捷化原则。基于大数据视角，充分把握工程

计价的核心，对现有造价服务信息资源加以有效整合。

结合云计算技术、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辅助，建构全过程

化、全面化造价信息服务体系。有效整合大数据技术应

用优势，实现工程造价数据、信息的全面分析，在过程

与结果的深入融合下，切实提升造价信息服务水平，推

动整体工程的个性化、智能化发展。

（二）建构工程造价信息服务平台的模块划分

结合大数据技术推进工程造价信息服务平台的建构

工作中，技术人员应形成清晰的工作思路，能够以工程

造价信息服务平台建设需求为基本标准，充分体现信息

数据资源的应用价值，辅以大数据技术的整合与归纳，

建构完善平台系统，精准划分平台功能模块。聚焦于工

程造价工作性质来看，大数据驱动下的工程造价信息服

务平台系统模块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种。

1. 造价数据采集形成系统

造价数据采集形成系统可以细化成三部分，分别为

要素价格、工程信息以及行业动态。在该系统中，主要

运用大数据技术实现与工程造价相关数据的统计采集。

建构系统的过程中，需要先生成统一的数据采集标准，

按照既定的标准格式导入采集到的各类数据，建构完整

数据库系统。其中包含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价格要素数

据、工程造价信息数据、计价依据数据以及国家政策法

规数据。在统一的数据交换格式标准下，形成稳定的数

据采集系统。

在要素价格模块中，主要采集并划分人工价格信息、

材料价格信息。以不同编码的形式，借助大数据技术形

成快速的信息查询与分析。此外，在收集信息时，需要

提前向管理员提交关键资料，如价格要素、发布地区。

若资料未通过审核，需要重新退回给供应商进行整改。

若资料通过审核，则可以自动入库。此外，供应商类别

比较丰富，如代理商、生产商、分厂商等。管理人员需

要对其展开全面的资格认定，利用大数据技术对其进行

技术画像。确保其通过认定标准后，赋予系统操作权限。

在工程信息模块中，主要收录着通过审核以及完成

的工程造价信息，共包括三部分内容，分别为工程概况、

技术经济指标以及工程特征。工程中涉及的资源信息、

环境信息、技术信息、工艺信息以及法规信息，也需要

被集中归纳到模块中。此外，基于工程信息收集模块，

工程企业接收到更加丰富的工程信息，有效拓展信息发

布源头，如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市场组织等 [3]。各信

息主体可以在通过审核后，自行发布工程信息，并实现

信息的共享与流通。

在行业动态模块中，系统可以为用户提供丰富的行

业动态信息、造价企业信息、竞争咨询信息。并且，在

大数据驱动下，模块功能更加丰富，可以辅助用户进行

信息监测与搜集，实现信息原文链接的自动储存。相比

于传统信息服务平台，融合了大数据技术的创新化平台

有效规避了传统模式形成的弊端，避免产生重复信息，

或产生过高信息费用，切实提升造价咨询信息的获取高

效性、便捷性。

2. 智能数据处理列项系统

智能数据处理列项系统主要包含两部分，一是大数

据技术支持下的人工智能数据库，二是智能列项模块。

在该系统的辅助下，可以切实提升造价信息数据的使用

效率，可以自动化形成数据的收集整理、分析应用以及

共享流程，确保工程量清单编制工作得以精准开展。

在人工智能数据库模块中，主要应用了大数据技术

以及人工智能并行算法技术。在技术的辅助下，实现海

量数据信息的自动化处理，且有效拓展分布式数据，使

之由以往的单机状态转化升级维持集群状态。此外，在

该模块中，可以标准化整理导入数据，并对国内主流计

价文件格式形成有效兼容。必要时，用户可以借助大数

据技术以及云技术，有效连接智能终端、物联网，实现

工程造价数据的全面积累与持续维护。

在智能列项模块中，主要应用了 BIM 技术原理，以

大数据技术、智能数据接口实现 BIM 设计模型的导入，

辅助用户快速整合项目空间物理属性与模型计算规则，

以输入数据的方式，快速且精准地建构工程量。在此基

础上，借助图形处理技术进行清单列项，以精准分析算

量模型、提炼构件信息的方式，实现数据与清单项的智

能匹配，并完成工程量、项目特征的精准表述，为工程

中造价数据管理工作提供稳定的数字化技术支持 [4]。

3. 工程造价过程计算系统

该模块广泛涵盖了工程任务的全过程，主要涉及决

策阶段、设计阶段、招投标阶段、施工阶段以及竣工结

算阶段的造价管理工作。通过整合大数据技术，建立工

程造价信息服务平台的方式，有效集成不同阶段的造价



27

工程建设与技术 | 第2卷/第10期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nd Technology

模型、计价依据与造价大数据，在智能算量组价的过程

中，切实提升造价管理综合质量。

组价过程中，工程人员可以通过在工程造价信息服

务平台中搜索的方式，查询与工程量清单描述相关或匹

配度较高的数据信息，以此为组价依据，精准设计组价

方式。并且，在大数据技术的辅助下，工程人员可以一

键调查市场报价信息，并生成最优报价方案，灵活调整

报价内容。

4. 技术经济分析决策系统

该系统中，主要包含两部分，分别为技术经济分析

模块以及智能决策模块。依托大数据技术，在工程造价

信息服务平台建构过程中，工程人员可以通过建构该系

统的方式实现造价要素信息的智能化处理，以建构数据

模型的方式，综合分析估算过程、概算过程、预算过程、

结算过程以及决算过程，精准完成技术经济指标的选择

与决策，提升工程造价管理科学性、指标性。

在技术经济分析模块中，主要依托于工程造价信息

服务平台的数据库。工程人员需要把握工程造价资金运

动以及概算，有效整合处于不同工程环节、时间节点下

的工程技术经济水平数据，在数据的有效关联下，实现

工程造价对比、分析以及预警管理的动态化、及时化，

精准把握不同阶段下的工程造价状态，有效控制不同阶

段可能会产生的超预算、超概算、超估算问题，切实维

护工程造价安全。

在智能决策模块中，工程人员可以借助大数据技术

实现经济控制指标的自动化生成。在充分考虑工程建设

标准、业主需求的前提下，运用大数据技术建构造价指

标库。这一操作的实施，一方面有助于工程人员提升工

程预算管理质量，既能够保证工程功能要求，也能够有

效降低工程全寿命周期成本；另一方面，有助于工程人

员及时修改招投标文件以及可能性分析报告，规避项目

经济风险。

5. 造价信息监督管理系统

该系统主要包含三部分内容，分别为造价数据管

理监督、从业人员诚信调查以及咨询企业诚信调查。在

该模块的辅助下，工程人员可以实现全面的项目监督管

理，有效规避造价数据风险、工作流程风险，以完备的

行业诚信数据信息，及时查处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

及个人。

在造价数据管理监督模块中，包含较丰富的造价管

理功能，包括但不限于概算管理、统计管理、采购管理、

变更管理、索赔管理以及核销管理 [5]。在这些功能模块

的辅助下，工程人员可以精准控制业主投资目标，降低

工程成本，切实提升工程综合效益。此外，借助平台中

的监控模块以及预警模块，工程人员也能够以实时监控

的方式，精准控制项目成本、进度以及质量，以智能化

数据项目管理，规避工程风险。

在从业人员诚信调查模块中，主要包含着从业人员

的基础信息，如个人学历、行业资质、从业经历等。同

时，也包含着其从业以来存在的过错记录。例如，从业

期间是否曾存在人证不一的情况、是否曾有过证书挂靠

的行为、是否在工程造价编制管理工作中做出过损害对

方利益的行为。若从业人员个人档案中，存在上述问题，

系统会自动化标记为黑名单人员，以助力造价企业提升

人员招聘精准性。

在咨询企业诚信调查模块中，主要包含着企业的基

础信息，如企业规模、法人变动、组织结构、资质等级

等。此外，对于企业成立以来存在的不良行为，也会形

成全面记录。例如，企业是否存在超资揽业行为、是否

存在借资揽业行为、是否存在出卖透露造价信息行为。

若企业存在上述情况，系统会自动将企业归入黑名单，

且限制其模块操作权限，维护其他招投标委托方的工作

安全性。

结论

综上所述，聚焦大数据视角，以此为核心构建工程

造价信息服务平台，具有较高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两者

的整合，有助于升级造价行业结构，充分满足行业发展

需求。为此，相关人员需要深入把握工程造价信息服务

的大数据需求，找准信息服务平台的建构原则，形成完

整平台建设构想，并精准划分平台模块系统。在深化大

数据融合的基础上，充分体现平台积极效应。

参考文献

[1]王琼.人工智能工程造价信息管理平台构建研究

[J].建筑经济，2020，41（10）：69-72.

[2]张润涛.工程造价信息化平台的建设规划研究[J].

工程管理学报，2021，32（06）：35-39.

[3]吴仁达.某公司国际工程造价信息服务平台建设

初探[J].水电站设计，2020，36（01）：41-45.

[4]张清凯.大数据技术在公路工程造价管理中的应

用[J].北方交通，2023，（05）：85-87+91.

[5]鞠佳.工程造价信息管理平台的建设与应用研究

[J].房地产世界，2023，（13）：118-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