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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与执业资格认证一体化 目 

标下的工程造价管理课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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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以高等教育与执业资格一体化为指引，探讨工程管理专业中工程造价管理课程的教学目的、教学 

内容、教学方法等内容，并借用SEEQ量表对教学效果进行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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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提出：必须提高 自主创新能力，深 

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建筑业要发展节能省地型建筑，形成健 

康文明、节约资源的消费模式，必须重视建筑领域执业资格人员的教育培养，实 

现高等教育与执业资格的一体化。东南大学工程管理专业在 20多年的专业建 

设中，紧随建筑市场的人才需求变化，不断调整本科教学计划，从2005年开始在 

本科课程体系中增设了工程造价管理课程。笔者以高等教育与执业资格一体化 

为指引，探讨了工程管理专业中工程造价管理课程的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 

方法等内容，并借用 SEEQ量表对教学效果进行了综合评价。 
一

、工程造价管理方向专业能力培养的目标定位 

(一)工程造价管理从业人员的现状 

据统计，目前中国约有 80—100万人从事工程造价管理工作，这些人中只有 

三分之一左右有大专以上学历，且都是由土木工程、工民建、财经、管理类专业改 

行而来 l ；其中拥有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的从业人员只有 86 918人 2 J。目前中 

国工程管理从业人员管理素质不高，协调沟通能力欠缺，缺乏系统性、综合性、全 

局性的观念，资本运作能力尤其欠缺。 

按照中国加入 WTO与世贸组织达成的协议要求，从 2005年开始中国将全 

面开放金融、咨询服务和建筑业市场。中国工程造价从业人员无论从执业资格 

数量上还是从执业资格能力方面都不能满足国内建筑业发展的迫切需要，更何 

况还要面对国际建筑市场咨询工程师行业的激烈竞争。 

(二)高等教育与执业资格一体化的含义 

从国际建筑咨询行业发展的成功经验看，要提高造价管理从业人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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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大执业资格人员队伍，必须建立起高等教育与执 

业资格一体化的机制，通过行业协会对高校实施专 

业课程认可制度、专业人士管理制度和专业人士继 

续教育制 ，建立起工程造价咨询行业与高等教育 

之间的联系 ⋯。高校在专业课程的设置、教学内容 

的安排、教学方法的选用等方面，应该面向行业，面 

向市场，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使学 

生具有工程师的基本素质。 

(三)东南大学工程管理专业课程体系改革进程 

伴随中国建筑咨询行业的蓬勃发展，遵循高等 

教育与执业资格一体化的要求，东南大学工程管理 

专业在 20多年的办学历程中对本科教学计划进行 

了7次重： 修订(东南大学工程管理专业(本科)自 

评报告一建设部工程管理专业委员会的本科专业评 

估，2004 争1月20日)，建立起技术、经济、管理、法 

律4大课程平台，拓展了项 目管理、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投资与造价管理、国际工程管理、物业管理等专 

业方向课程。从2005年开始，东南大学工程管理专 

业在课程体系中增设了工程造价管理、经济法、投融 

资决策等课程，以满足咨询行业对执业资格从业人 

员不断提高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要求。 

二、工程造价管理课程教学目的确立 

(一)：连价工程师执业资格 目标下的造价管理课 

程教学宗旨 

50多年来，受严格的计划管理与投资管理的影响， 

造价管理从业人员比较注重实体工程量的计量和造价 

的计算工作，忽视了建筑市场上各利益相关者不同的造 

价管理需求，一般不具备承包商的成本控制跟踪和业主 

的投融资管理能力。而根据英国皇家特许测量师学会 

(eacs)对二[料测量师的定义  ̈(英联邦国家中造价工 

程师一般称为工料测量师)，造价工程师是建筑队伍的 

财务经理，他们要在建设项目全生命周期内对造价计 

划、合同管翌、价值工程分析、财务稽核等各方面提出建 

议和服务，：勾建设项目创造和增加价值。 

在上述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 目标的引导下，在 

工程估价等前导课程的基础上，工程造价管理课程 

开设的主要宗旨是培养学生战略和战术层面的全面 

造价管理能力，即从过程再造的角度，全面审视企业 

现有的经营过程，并从中找出存在的问题，然后对现 

有的经营过程进行全面的再造，同时从持续改善的 

角度，全面地、持续不断地改进经营与工作中所使用 

的具体方法，通过对方法的不断完善而获得造价的 

节约和降低 。 

(二)工程管理专业课程体系中造价管理课程的 

教 学 目标 

按照现行东南大学工程管理专业本科教学计划 

的安排，工程造价管理课程开设在本科四年级的上 

学期，即在学生完成了技术、经济、管理、法律平台课 

程学习并且具有一定的项目管理、合同管理、工程经 

济学、工程估价、会计学、财务管理等相关知识之后， 

在进入毕业设计学期之前。鉴于此，工程造价管理 

课程的教学 目标应注意前导课程的知识结构，充分 

培养学生厚基础、宽口径的专业适应能力，强调培养 

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 

能力。 

三、工程造价管理课程教学内容的安排 

(一)教学内容设置的注意点 

1．以前导课程为基础避免知识的重复传授 

建设项目工程造价的全面管理需要综合运用合 

同管理、项目管理、建设法规、经济法、会计学、财务管 

理等方面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学生在进入四年级学习 

前就已经接触并有一定的理解和掌握，因此，在工程 

造价管理课程教学内容安排时，应注意如何对这些知 

识进行提炼和深化，既与学生已有的知识结构衔接， 

帮助学生温习工程造价管理涉及的基本知识，又避免 

大篇幅的重复前导课程已传授的知识内容。 

2．学生实践能力培养中的承上启下作用 

东南大学工程管理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由 

认识实习、课程设计、生产实习、毕业设计等构成一 

个完整的体系。在这个实践能力培养体系中，认识 

实习主要通过系列参观活动，使学生对工程管理产 

生感性认识；课程设计则是对学生施工组织设计、招 

标投标、工程估价等各个模块能力的训练；生产实习 

是学生在工程现场用所学知识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 

预演；毕业设计是对学生大学四年综合运用所学知 

识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检验 J。2003年开始，东南 

大学工程管理专业以校级“提高工程管理专业毕业 

设计质量的研究与实践”的教改研究项目为契机，借 

助工程实际案例，对学生从房地产开发与经营、项 目 

管理、投资与造价3个方面进行能力训练。 

在上述实践能力培养体系中，工程造价管理课 

程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位置，该课程教学内容的取 

舍应充分考虑与毕业设计投资与造价方向的模块衔 

接，通过课堂讨论、专题讲座等方式模拟工程建设实 

http://www.cqvip.com


高等建筑教育 2007年第16卷第2期 

际，引导学生对已掌握的项 目管理、合同管理、企业 

财务管理等知识达到融会贯通的境界，为大学四年 

级的毕业设计打下坚实基础，培养学生作为工程咨 

询专业人士的执业能力、职业道德。 

3．造价工程师执业核心能力的拓展 

从全面工程造价管理的角度，遵循基于活动的 

造价管理、作业方法的持续改善、经营过程再造的工 

程造价管理规律，教学内容着重于学生在掌握工程 

估价等课程中的工程量计算、单价分析的基础上，掌 

握投资估算、设计概算、投标报价、合同结算、竣工决 

算等能力．教学重点与注册造价工程师的实践技能 

和专业训练相结合。 

4．教学内容组织的动态性和前瞻性 

工程管理平台课程和专业方向课程中，诸如合 

同管理、建设法规、经济法、财务管理、国际工程等课 

规的影响较大，知识内容更新较快，具体操作也受工 

程实践环境的变化而具有动态性。作为贯穿建设项 

目全寿命周期、涉及各利益相关者的工程造价管理 

事务，受此影响在基本概念、发展脉络、知识结构等 

方面也处在不断调整的动态发展之中，工程造价管 

理课程的安排应充分考虑到这些动态性特点注意教 

学内容安排的灵活性和前瞻性。 

(二)教学内容的框架安排 

目前国家培养本科生的原则是加强基础教育， 

淡化专业，拓宽口径，并要求压缩总体教学时间，为 

学生留取更多的自主学习空间。根据东南大学工程 

管理专业的本科教学计划，工程造价管理这门课程 

的教学时间设置为 32学时。经过两个教学轮次的 

探索实践，笔者将工程造价管理课程的教学内容总 

程受国际建筑市场行情、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法律法 结如下表所示。 

表 工程造价管理课程教学进度安排 

在教学内容的总体安排上，遵循全面造价管理 

的原则，按照建设项 目全寿命周期造价管理的重点 

设置了造价管理概论、投资估算、设计概算、投标报 

价等7个专题。考虑到工程估价等前导课程．没有 

将工程量计算、综合单价组价、工程结算等内容纳入 

到教学内容。同时，为了加深学生的感性认识，特将 

投资估算与竣工决算专题安排在一起，使学生能直 

观的比较工程造价控制初期和末期的差别。在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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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讲课内容部分，注意到学生已有的知识框 ． 

仅对案例讨论部分涉及的知识进行简单回顾，并结 

合工程管理实践的发展，引导学生从业主、承包商 一 

咨询方、政府监管部门等多角度思考问题 每 专 

题讲课内容之后，均设置了相应的案例讨论内容，案 

例多从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题 目和工程实例中 

选取，以激发学生韵学习热情；为其提供工作前的实 

战演练机会。在教学学时的分配方面，一般每个专 

题各安排两个学时的讲课和案例讨论，考虑到工程 

变更与索赔专题在理论上具有综合性，在实践中是 

工程项 目利益相关者争议的焦点，故特别增设了两 

个学时的案例讨论，引导学生从业主、承包商两大利 

益角度模拟工程争议的处理。 

四、工程造价管理课程教学方法的选用 

(一)以学生为中心的启发式教学 

鉴于工程造价管理课程设置在学生已经具备一 

定的工程管理理论和实践知识的大四上半学期，教 

学方式上可以摒弃传统的满堂灌的填鸭式教学，根 

据每个专题理论和案例的重点，在讲课内容部分列 

出知识框架，采用一些引导式的问题，帮助学生回顾 

已有知识内容，在此基础上由教师点出交叉学科知 

识间融会贯通的要点，进一步巩固学生知识结构的 

系统性。 

(二)案例教学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工程造价管理课程中采用的案例不再是针对若 

干知识点的零星举例，而是基于培养学生解决实际 

问题的综合性案例，一般由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考 

试的案例演变或从工程实例中提炼而来。例如，工 

程变更与索赔专题，笔者从七十多个工程实例中，按 

照变更与索赔的类型，精选出基于施工组织设计的 

帮助承包商摆脱困境的指示、基础工程现场条件变 

更等四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组织学生进行业主、承 

包商两方的辩论，引导学生对变更索赔依据、合同价 

款调整方法等进行深入思考，最后对每个案例由师 

生共同评价。案例讨论不再拘泥于标准答案的获 

得，而是引导学生将工程管理专业的基础理论知识、 

相关法律法规条文与工程造价实际联系，培养学生 

的实际工作能力 。 

(三)科研对教学的支撑和促进作用 

教学与科研是一种互动关系，教学没有科研作 

底蕴，就是一种没有观点 的教育，没有灵魂 的教 

育 ]。笔者充分注意将工程造价管理领域的改革动 

态和前沿热点问题纳入到讲课过程中 [7 ·m’“· ]，引 

导学生从世界工程造价管理的高度思考问题，以国 

际造价工程师的知识和能力标准培养 自己的执业能 

力，同时，结合史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在每个专 

题的教学内容结束后 ，给出一定的议题，引导学生分 

析研究工程造价管理改革中的难点热点问题。 

五、工程造价管理课程教学效果的评价 

在已发表的关于教学效果的评价量表中，影响 

较大的是澳大利亚著名教育心理学家 Marsh编制的 

SEEQ(Students’Evaluations of Educational Quality) 

问卷量表，该量表 白1986年正式发表以来，分别在 

澳大利亚、美国、新西兰、印度、香港等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大学里实施过。根据大量数据分析的结果，研 

究人员普遍认为该问卷在有关教学效果评价研究的 

诸多工具中更具有可靠性、有效性及适用性  ̈。经 

过周晓东等人(2005)的研究，发现 SEEQ量表在工 

科学 校学 生评价 教学效 果 时也具 有 良好 的适 

用性㈨ 。 

东南大学工程管理专业开设在土木工程学院 

内，比较注重学生技术基础的夯实，学生具有一定的 

工科院校学生的特点，故工程造价管理课程教学效 

果评价采用 SEEQ量表，共分 9个维度 34个子 

项I】 ，向2003级工程管理专业本科学生展开调查。 

同时考虑到工程造价管理课程开设在本科生毕业就 

业考研的学期，将“人际和谐”评价项目中的第 19项 

“教师对每个学生都很友善”改为“教师对学生的就 

业和考研都很关心”；基于前述的工程造价管理课程 

在内容安排上应该注意避免与前导课程重复，将“知 

识宽度”评价项 目中的第 23项“教师在讲课时能够 

比较各种理论与方法”改为“教师在讲课时对相关学 

科知识的取舍适当”。量表采用五点量表形式计分， 

共发放 48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48份。经数理统 

计，对工程造价管理课程的教学效果评价平均分为 

4．41，标准差为0．62，说明学生对工程造价管理课程 

的教学目的、教学进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 

的安排总体上比较满意。 

六、结语 

专业课程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安排 

必须面对执业资格的市场需求，与专业教学计划的 

整体 目标协调一致。工程管理专业本科的教学体系 

中设置工程造价管理课程，有助于学生从工程造价 

全面管理的高度，考虑工程参建各方对造价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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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锻炼执业素质和技能，培养执业道德。另一方 

面，工程造价管理课程的设置应充分注意与项 目管 

理、合同管理、工程经济、工程财务等专业课程的知 

识结构衔接，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工程 

实际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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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of the cost engineering curricula under the uniform target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 certification 

YUAN Fang，LI Qi—ming 

(College ofCivil Engineering，Southeast University，Nanfing 210096，China) 

Abstract：Under the uniform target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 certification，this paper analyzes 

teaching aim，teaching content and teaching method of the cost engineering curricula in the engineering manage· 

ment specialty．At the san3e time，this paper uses the SEEQ instrument to evaluate th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of the 

innovation of cost engineering curricula． 

Key words：cost engineering；engineering management specialty；profession certification；curricula innov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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