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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ISM的工程造价咨询业

BIM技术应用障碍研究

李欣，刘朝松
(山东长恒信工程咨询公司， 山东济宁272049)

0引言

摘要：通过剖析BIM在我国造价咨询业中的应用现状，结合我国建筑行业的具体

情况，将BIM在造价咨询业中推广的障碍因素分为应用环境、技术方法和

组织管理三大部分，归结为9个主要障碍因素。利用解释结构模型(ISM)

描述了不同层次的障碍因素之问的关系。根据模型分析结果，提出在造价

咨询业中推广BIM的措施，从而充分发挥BIM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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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BIM技术在建筑设计和施工管理中的应用取得

了长足的进步．然而在项目造价管理方面的研究相对缓慢。

工程造价咨询业承担着项目成本管控的任务，对工程造价咨

询业BIM技术应用的障碍进行研究，能够为促进BIM在造价

管理方面的推广提供建设性的意见。

1造价咨询业中BIM技术应用现状

虽然工程造价咨询业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但依然面

临很多问题。比如现行的工程造价软件工程量的计算不够全

面，造价数据也不能按空间和时间维度等进行精细化分析．

难以满足造价分析的需求．造价软件也无法更好地进行数据

积累．造成咨询单位对专业人员的经验依赖比较强等。⋯而

BIM技术提高了工程量计算的效率．以最少的时间实时实现

不同流水段、工序和时间等多维度的统计．分析和决策．为

实现数据共享与积累提供了平台．有利于造价咨询业的健康

发展。

从造价咨询单位BIM应用的范围来看．国内BIM工程

多为大体量房建项目．市政、园林专业的工程较少：从应用

的层次来看．应用主体仍然局限于利用BIM模型进行工程量

的统计．尚没有利用BIM进行全过程造价管理：从应用主体

接受程度来看．虽然造价单位清楚国家逐渐重视BIM技术的

应用．部分公司也进行过相关的BIM建模培训．但是多数公

司在短期内并没有推广BIM的打算。综上．BIM在造价咨询

业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

2造价咨询业中B I M技术应用的阻碍因素

通过对BIM技术在造价咨询业应用现状的分析，结合我

国建筑业的具体国情，可以将影响BIM技术在我国造价领域

中应用的阻碍因素分为应用环境．技术方法和组织管理三部

分。‘21

2．1应用环境方面

2．1．1政府推行BIM力度不够

2016年4月，英国政府强制要求所有政府招投标项目都

必须满足BIM Level 2。这标志着英国BIM已经发展到新的

高度。然而，我国直到2015年7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才在

《关于推进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到2020

年末，建筑行业甲级勘察、设计单位以及特级．一级房屋建

筑工程施工企业应掌握并实现BIM与企业管理系统和其他信

息技术一体化进程应用。但是，这份指导意见中涉及的主体

缺少了能够接触到造价全过程的造价咨询单位。国家层面强

制性和鼓励性政策的缺失．使得B1M在造价管理方面的推广

应用缓慢．创新研究动力不足。

2．1．2 BIM标准尚不健全

美国和英国分别早在2007年和2009年就发布了各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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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IVl技术应用标准。经过不断的完善，这些标准为BIM在各

领域的应用提供了可行的指导。我国于2014年11月审查通

过了《建筑工程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上海、浙江等省

市也相继发布了BIM应用导则。纵观国内这些标准和导则，

它们只是对BIM实施模式，应用流程和技术应用点进行了阐

述．而对造价管理方面相关的内容却介绍得非常粗略。以浙

江BIM应用导则为例，这份导则仅在技术应用点里涉及到交

易阶段中工程量统计等方法．而对利用BIM在决策、设计、

施工阶段进行造价管理的具体方法和交付标准均未提及。由

于BIM造价管理整体解决方案还未形成，因此盲目地在造价

咨询业推广BIM技术．很容易走进应用误区。

2．1．3 项目业主应用BIM的驱动力不足

在市场规则还不成熟、指导标准还不健全的情况下．普

通项目业主对造价咨询单位尝试应用BIM进行造价管理多

持观望态度。因为现行的普通项目的BIM获益更多为碰撞检

查，而造价咨询单位利用BIM进行造价管理产生的效益还未

得到市场的认可。由于设计缺陷所增加的工程成本多在业主

的接受范围之内，因此．普通业主并没有充分的动机去要求

造价咨询单位应用BIM技术。口1

2．2技术方法方面

2．2．1 BIM软件与造价软件信息“不对称”

在工程量统计方面．利用BIM软件输出的算量结果并非

十分准确。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国外软件嵌入的统计规则

与国内工程量计算规则不完全统一。比如．BIM软件暂时无

法满足对面积较小的洞口做不扣除．不适应对门窗洞口侧边

的抹灰的计算规则等。【41二是BIM模型本身是用来传递设计

意图的．所以建模人员会更注重立面展示而忽略材料和规格

的选择。比如．混凝土强度等级不相同的多层外墙．贯通建

模比分层建模速度快．也能满足视觉要求；然而造价人员却

无法利用该模型分层统计不同强度等级的墙体工程量。三是

建模时间要求比较紧张，难以保证建模质量。l：L女n．建模人

员为了加快建模速度．会出现很多重叠的墙体模型。虽然这

样能够满足设计效果，但是会带来墙体工程量的重复计算。

2．2．2工作流程制约

目前我国应用BIM的工作流程存在一定的问题。一般为

设计单位BIM部门制作建筑、结构、暖通模型，然后造价人

员花费大量时间．对BIM模型进行校验和修改，以符合计算

要求。实质上并未减少工作量。《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规定，造价从业人员应对造价结果负完全责任。为了保证工

程量的准确性．造价人员需要在建模初期就和建模人员一起

定义构件信息。但是当前的项目工作流程使得造价人员难以

涉足建模阶段．所以也就无法利用BIM大幅度提高造价人员

一!!——一

的工作效率。

2．2．3知识产权问题

BIM模型信息的交互使用及上下游传递，使得知识产权

问题尤为突出。但是，没有任何国家有专门的法律规定来解

决BIM模型的知识产权归属的问题．而在遵循现行的知识

产权方面的法律规定的时候容易产生争议。比如BIM生成

的技术经济分析报告的知识产权问题以及项目完工后资料备

档模型的归属问题。此外．现有的BIM协同平台还存在诸多

不足，I；B女n对造价咨询单位在什么阶段、什么范围，什么条

件下使用模型尚不明确，很容易侵犯其他参与主体的智力成

果。

2．3组织管理方面

2 3．1人才问题

在规范与标准制定方面，现阶段要提高造价阶段BIM模

型利用的效率．需要建立健全设计模型与造价模型交互建模

规范。这就要求造价人才既要熟练掌握工程量计算规范，又

要对建模软件非常熟悉。在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制定方面．也

需要有精通造价、法律、计算机知识的复合型人才。高水平

人才的稀缺，给BIM在造价管理方面的创新带来了极大的挑

战。

2．3．2成本问题

进行投资估算、概算和计量计价的软件对电脑配置需求

往往不是很高．而BIM软件对机器的性能要求比较高。软件

的购买和硬件的升级会增加公司的运营成本．员工的技术培

训也会增加造价咨询公司的管理费用。相比之下，BIM技术

的应用却没有给工作带来明显的便利和收益。在BIM于造价

管理中的潜能没有被深入挖掘之前．多数造价咨询公司会选

择安于现状。

2．3．3协同问题

BIM的优势是能够将各参与方的数据整合到一个平台

上．从而方便沟通和协调。然而．现阶段从业主、设计到施

工对模型的信息共享度太低，多数参与方还不习惯新的工作

方式．而且对数据的分享持消极态度。这就造成在项目集成

平台共享的信息不能动态更新．造价咨询单位进行成本管控

的效率降低。

3解释结构模型(IsM)的建立

3．1解释结构模型(IsM)

ISM能够将复杂的系统分解为若干子系统要素．然后借

助实践经验和统计计算．把要素关系用直观清晰的多级递接

结构模型展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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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探究，归纳得出以下造价咨询业中阻碍BIM应

用的影响因素：①政府推行BIM力度不足i②BIM标准尚不

健全．应用方向无章可循：③项目业主应用BIM的驱动力不

足；@)BIM软件与造价软件信息“不对称”：⑤造价工作流

程制约BIM应用：⑥知识产权定义模糊；⑦造价管理中BIM

人才匮乏：⑧造价咨询业中应用BIM成本增加：⑨模型信息

共享度太低。利用ISM对以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可以比较

直观地得出各阻碍因素之间的关系。口1

3 2建立连接矩阵

用邻接矩阵爿=陋。]。表示影响BIM在造价咨询业中阻碍

因素之间的直接相互关系。其中：0表示a，和珥没有相互影

响．1表示珥和aj存在相互影响．则A表示为

A=

3．3计算可达矩阵

(A+I)表示上述邻接矩阵加上单位矩阵得到的矩阵，

采用布尔运算规则进行(爿w)“计算．直到(彳+，)n_l≠{爿¨)“=

(爿吖)”1=M为止，则M即为所求的可达矩阵，用来表示影响

BIM在造价咨询业中阻碍因素间的所有关系。

3．4对可达矩阵进行层级分解

根据可达矩阵，归纳各因素的可达集合【用尺(i)表示]和

先行集合【用A(i)表示]，如表l所示。

表1 各元素的可达集合和先行集合

序号 R(O 爿(f) 尺(，)n爿(D=月(f)

l I，3，6，9 l， 5 l

2 2，3，4，6，9 2 2

3 3，6，9 1，2，3，4，5，6，7，8，9 3，6，9

4 3，4，6，9 2，4 4

5 l，3，5，6，8，9 5 5

6 3，6，9 l，2，3，4，5，6，7，8，9 3，6，9

7 3，6，7，9 7 7

8 3，6，8，9 5，8 8

9 3，6，9 l，2，3，4，5，6，7，8，9 3，6，9

由R(i)nA(i)=刚i)确定第3、6、9号因素为第一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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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i划掉后．再用同样方法求得下一级各要素。以此类推．

便可把各要素按等级划分．对其主要影响因素的可达矩阵进

行重新排列，得到的解释结构模型，如图1所示。

⑨项目业主应用l l⑥知识产权l l⑨模型信息
BIM的驱动力不足l l定义模糊l I共享度太低

①政府推行I|④BIM软件与造价l l⑦造价管理中l l⑧造价过程中应
BIM力度不足||软件信息“不对称”l BIM人才匮乏l l用BIM成本增加

②BIM标准尚不健全，l I⑤造价工作流程
应用方向无章可循 I制约BIM应用

图1 造价咨询业影响因素的解释结构模型

4 B I M在造价咨询业中阻碍因素分析

4．1第一级因素分析

项目业主应用BIM的驱动力不足、知识产权定义模糊、

模型信息共享度太低．成为阻碍BIM在造价咨询业推广的最

直接因素。其解释如下：业主在招标文件中没有BIM要求．

包括造价咨询单位在内的参与方都会选择成熟的工作模式：

在参与方应用BIM技术的情况下．若模型共享度较低、信息

更新不及时，造价咨询人员难以借助协同平台获取实时有效

的工程模型和变更信息．工作效率并没有显著提升。【61女口果

造价咨询过程中产生的智力成果在BIM合同中缺乏明确的说

明，会使得造价咨询单位对BIM的应用存在担忧。

4．2第二层因素分析

业主应用BIM的驱动力不足主要原因：政府BIM推广力

度不足、造价管理中B1M人才缺乏、造价咨询业中应用BIM

成本增加。其解释如下：强制性政策的出台能够短时间内增

加应用主体，深入挖掘BIM在造价管理中的价值来增加业主

方的收益．进而提升业主BIM应用的动力，培养复合型人才

来为业主制定BIM工作标准和流程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持：而

模型共享度太低是由于设计模型与造价模型的用途不同，这

就需要BIM人才设计软件问的交互规范．以提高模型利用和

工作效率。

4．3第三层因素分析

BIM在造价方面相关标准的不健全和造价工作流程的制

约．成为影响BIM在造价咨询业推广的最为基础性的因素。

其解释如下：国家指导层面上标准的缺失，使得不同软件商

只能自行建立模型交互规范．市场认可度相对较低．导致

BIM软件与造价软件之间的”不对称”现象难以在短期内解

决；目前的造价流程下，造价咨询工作集中在设计阶段之后

的过程中．而BIM流程下需要造价人员尽早介入设计阶段，

(下转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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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降低了顶管机推进压力，使顶管机头在无压情况下推进

了约12 m后．顺利进入正常土层：继续覆土至设计荷载标

高，使后续顶管工作顺利推进至2号工作井。

通过施工过程中的各项对策和措施的实施，该项目按照

预定的计划顺利完成了顶管工程．为本工程复杂的城市排水

施工建设添上了浓重的一笔。

5结语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确保质量、控制工期、

尸rojec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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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文明施工的理念也深入人心。在各种先进的施工技术推

陈出新的大环境下．顶管技术作为一种成熟的技术手段．在

合适的条件和环境下能为我们减少成本、创造价值。我们有

必要在施工过程中不断创新．合理利用现有技术，使我们的

工程更好地满足人们的要求。

收稿日期：2017—06．09

作者简介 周敏刚，任职于上海浦桥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通信地址：上海市宛平南路75号2号楼2楼上海浦桥工程建设管理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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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我国现行法律不相符．因此国家的政策支持较少：而且

这种工作流程下也难以发挥BIM在决策和设计阶段成本管

控的作用，从而使得利用BIM在成本方面获得收益受到局

限。[7J

5建议

根据模型的解析得知，以改善基础层级影响因素作为着

力点，能对促进BIM在造价阶段的应用起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

(1)重点完善以下三方面的标准。一是制定模型建立的

标准，制定合理、全面的工程分解结构，将施工方法、施工

工序等造价约束条件能够在模型制作标准中得以体现．从而

提高模型利用效率。二是建立BIM合同标准，明确造价部门

模型使用范围以及智力成果的归属，减少知识产权争议。三

是制定业主方委托造价咨询机构实施B1M造价管理的应用标

准。从而帮助业主校核验收相关方提交的BIM成果。提高业

主利用BIM的积极性。口1

{2)综合交付模式由于能够实现多方在概念阶段就介入．

促进信息共享．提高合作效率，成为造价人员尽早参与项目

工作的有效方式，被认为是最适合BIM应用的一种项目交付

模式。在现行的法律条件下，造价工作流程的变革依然需要

多方的努力。

6结语

尽管BIM技术应用于传统的造价管理工作中面临着诸多

困难和挑战．但是随着政府由上而下的政策支持，高校对复

合型人才的大力培养，业主和项目参与方的积极响应，BIM

技术在造价管理方面的应用和研究将会越来越深入．从而为

各方带来更多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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