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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变迁视角下我国工程造价
专业知识结构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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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深刻影响我国高等工程教育体系，培养

高层次国际工程造价人才是建筑业推进智能建造和迈向全球高端价值链的重要支撑。随着国家经济体

制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建设工程项目造价管理从算量计价的局部管理走向建筑全生命周期的信息化

管控，工程造价专业的知识结构体系也从单一走向多学科知识的交叉融合。以产业结构变迁为逻辑主

线，将工程造价本科专业知识结构的演化发展分为 4个阶段，探讨各阶段工程造价本科专业知识结构特

征并进行经验总结，为培养多学科交叉的高素质复合型工程造价专业人才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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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面深入推进世界科技强国的建设过程中，我国将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

命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1］。为推动建筑业信息化建设增效，住建部在 2020年发

布的《关于推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出，以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为基

础，促进建筑业与信息产业等业态融合，并在 2022年指出以科技创新推动建筑业转型发展，大力发

展智能建造。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教育、科技、

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而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新工科建设目的

就是培养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需要的卓越工程师等高层次复合型人才［2-5］。根据国家战略部署，推

进建筑业智能建造需要培养融合土木工程、管理、经济及法律等多学科交叉的高素质复合型工程造

价人才；因此，站在新的历史征程上，从产业结构变迁的角度分析工程造价专业人才培养的变化规

律，探讨各阶段工程造价知识结构特征并进行经验总结，对推动培养具有新技术、新思想、国际竞争

意识的工程造价一流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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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工程造价专业知识结构的发展

我国工程项目造价管理研究著作最早见于北宋时期李诫编修的《营造法式》，之后有明代工部

编著的《工程做法》，以及清朝工部颁布的《工程做法则例》和《营造算例》。1949年以前，对建筑项目

进行工程估价和管理的主体是留学回国的建造师和营造厂［6-9］。1949年以后，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具

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飞跃式发展，建设工程项目的造价管理模式由“量价合一”的概预算管

理演化为“量价分离”的造价管理，工程造价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也发生了深刻变革。根据国家产业

结构布局，工程造价专业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从计划经济下指向性培养转变为面向行业企业需求

的培养，表明了工程造价专业高等教育和产业结构形成了正向的联动效应［10］。从20世纪初开始，工

程造价专业本科教育从响应国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改变为主动支撑建筑行业，一些优势工科高校

正在研究探索以“工程技术与工程管理”引领建筑产业信息化转型升级的发展［11］。对于工程造价专

业高等教育发展历程的划分，目前学界主要是以齐二石教授对于中国高等教育工程管理专业演变

发展史的划分为依据［12］。以齐二石教授划分工程管理专业发展史为基础，结合中国建筑产品价格

市场化的 3个发展阶段，尹贻林教授将工程造价学科的发展历程划分为 20世纪 90年代以前（20世

纪 50年代—20世纪 80年代）、20世纪 90年代（20世纪 80年代—20世纪 90年代）、进入 21世纪的工

程造价学科发展［13］。

二、我国产业结构演变和工程造价专业知识结构发展的四个阶段

高等工程教育发展过程中，工程造价专业人才培养与国家产业结构发展密切相关，从计划经济

体制下的指向性培养演化为主动支撑建造行业需求的培养［14-18］。因此，借鉴和参考国内学者的划

分标准，根据我国产业结构发展的不同阶段，将工程造价专业知识结构的演进分为4个阶段：建筑工

业化背景下工程造价专业的知识结构（1949—1977年）、建筑工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工程造价专业

的知识结构（1978—1997 年）、建筑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下工程造价专业的知识结构（1998—2009
年）、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下工程造价专业的知识结构（2010—）。因国内高校开设工程

造价类专业有不同层次（如高职、专科和本科等）和不同学术背景（如工程技术类、财经类和管理类

等），如果全部展开体系过于庞大［12-13］，因此，工程造价专业知识结构的发展历程主要定位于普通高

等学校本科专业，因产业结构变迁建筑领域面临转型升级（如智能建造）的需求，对工程造价专业知

识结构研究的对象也主要集中于工程技术类和管理类的高校。

（一） 加强和发展建筑工业化背景下工程造价专业的知识结构（1949—197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工业化基础十分薄弱，为实现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主义工业

化建设，我国制定和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援建了涵盖国防工业、机械工业和电子工业等 156
个建设项目，实行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基本建设管理模式。1956年，《关于加强和发展建

筑工业的决定》指出，要从根本上改善我国的建筑工业，使建筑业走向正规化和工业化的发展道路。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基本建设资金总额仅为78亿元，百业待兴的资金匮乏，高效合理利用有限的基本

建设资金成为中央政府造价管理的核心任务。在此核心任务下，我国从苏联引进并消化吸收了工

程概预算制度，国家统一颁发并实行适用所有工程项目的“量价合一”工程建设定额标准的工造价

管理模式［13］。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后期，为推行 156 项建设项目积累的基本建设管理工作经验，

1956年，同济大学创办了“建筑工程经济与组织”本科专业，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现西安建筑科技大

学）设置了“建筑工程经济组织与计划”本科专业［13，19］。这两个本科专业既是工程管理专业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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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工程造价专业的前身，1998年以前没有正式区分工程造价和工程管理专业，也意味着两个专业

的知识结构基本一致。1998年工程管理专业正式设立时，工程造价专业作为一个方向设立在工程

管理专业下［20-21］。2003年工程造价专业成为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外专业（专业代码

110105W）。2012年，工程造价正式进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为全面服务社会主义基本建设和发展建筑工业化，培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需要的专门人才，国

家全盘主导工程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根据行业发展需求设置专业和课程。根据教育部制定的全国

统一的土木工程学科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结合国家颁布的“量价合一”的工程建设定额标准，高

校工程造价（工程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设定为“培养通晓基本工程技术理论并能熟练运用于实

际操作的应用技术型人才”，此阶段工程造价（工程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知识主要来自于土木工程

学科中的知识结构体系［12］。此阶段的资料较少，特引用 1954年教育部颁布的全国建筑系统一教学

大纲和同济大学房屋建筑专业本科教学计划的主要课程（因各高校各阶段开设的公共基础课基本

同质，所以表格内容里不包含如数学、物理、英语和人文类等相关知识）［22-23］。此阶段的知识结构如

表1所示。

该阶段工程造价专业（同时也是工程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是既懂技术又懂管理的德智体全面

发展的建设管理人才。在专业设置上，集中力量对国家建设需要的专才进行“专业教育”，教学模式

上除学习理论知识外，还设置了到生产单位实地实习的实践性教学环节［12-13，24］。这一阶段的知识结

构决定了高校学生从事的工作偏向技术性，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也验证了毕业生主要从事的是设计、

施工和工程概预算等方面的技术性工作，没有参与基本工程建设项目全过程的工程造价控制管理

工作［24］。

为适应国家大规模建设发展的需要，1950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颁布了《关于实施

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为优先培养社会和经济建设急需的专门人才，培养模式从“通才教育”

转变为“专才教育”。借鉴苏联高等教育模式，全国范围大规模的院系调整于 1952年正式开始。根

据国家需要，华东地区的前交通大学和复旦大学等11所院校的土木工程系并入同济大学，成立了结

构系。1955年，同济大学邀请苏联专家前来指导工作，提及城市建设与经营专业的概念，并于 1955
年开始筹建“建筑工业经济与组织”专业（隶属于结构系，1958年更名为建筑工程系）。1956年正式

开始招收5年制本科生，以学年制来制定教学计划，培养目标设定为适应生产需要的“建筑施工企业

表 1　第 1 阶段工程造价本科专业的知识结构（1949—1977年）

知识层次

基础知识

核心知识

发展知识

工程技术、信息技术平台

能力模块

建筑工程技术

算量估价能力

项目技术和质量管理能力

主要课程

工程制图

力学（理论、材料、结构力学）

建筑概论

建筑构造

测量学

建筑材料

建筑工程定额及概预算

施工新技术

经济平台

城市建设经济

管理平台

建筑企业经营管理学

建筑工程经济组织与

计划

注：此阶段经济学和管理学相关资料较少，上表主要依据《1954 年建筑工程设计预算定额》、部分学校

的培养目标和就业方向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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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人才”，教学组织上采取“边教学边生产”的方式。培养的“建筑工业经济与组织”专业的学生不

仅是建筑师，还应具有与建筑施工相关的多工种专业经验的综合能手，进而实现对国家基本建设工

程项目的工程技术、造价预算和造价的整体把控［25］。此阶段的国家计划性教学体制凸显了社会主

义工业化专门人才培养模式的特征。

（二） 建筑工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工程造价专业的知识结构（1978—1993年）
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加快轻工业和基础工业发展，进入轻重工业协调发展时期，工作重点转

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为进一步推进

建筑工业化，1978年召开的全国建筑工业化规划会议明确指出，全国大中城市要在 1985年基本实

现建筑工业化，2000年全面实现建筑工业的现代化。降低建设成本和提升建筑产品质量是建筑工

业化的重要目标，因此，为确保建设项目资金合理利用和提升经济效益，开始逐步恢复和建立了与

建设领域造价管理制度相关的部门。1977年重建了造价管理机构并恢复了概预算管理制度，1983
年和 1985年分别成立了基本建设标准定额局（1988年更名为标准定额司）和中国工程建设概预算

委员会（1990年变更为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于十四大报告正

式提出，引进苏联“量价合一”的基本概预算制度已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工程造价管理的

需求，为此建设领域进行了重大变革。1992年，提出了“控制量、指导价、竞争费”的改革措施，逐步

对建设项目采用“量价分离”“静态管理转变为动态管理”的造价管理模式。

应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工程造价管理模式的改革，建设领域面临着现代化建设造价管理的人

才短缺，国家教委确立管理工程专业（工程管理和工程造价专业的前身）的培养目标为既懂技术又

懂经济的高级管理专门人才［26-27］。全国各高校在国家教委的指导下有序进行学科专业的调整和修

改，在此期间，工程造价（工程管理）本科专业先后经历了两个时期的调整：第一时期（1978—1988
年），重庆大学（原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原哈尔滨建筑大学）分别于1980年设置了

建筑管理工程专业，同济大学设置了管理工程专业（前身为建筑工业经济与组织专业），天津大学于

1981年开设了基本建设管理工程专业，清华大学和东南大学等高校在 1986年开设了建筑管理工程

专业［28-31］。随着我国对外国际工程承包项目和房地产建设投资规模快速增长，为适应市场经济体

制下国内外建设项目的工程管理，同济大学于1992年设置了房地产经营与管理专业，哈尔滨工业大

学和重庆大学也分别于 1993年设置房地产经营管理专业，天津大学在 1993年增设了国际工程管理

专业，其他一些高校在建筑管理工程专业下设置了项目管理、工程造价管理和国际工程管理等专业

方向［28，32-33］。

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在全面实现建筑工业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中，建筑领域

需要大量具备自然科学、土木工程技术和工程造价专业等知识的高级管理人才；因此，这一阶段的

知识结构由具备“管理学和土木工程学科知识”向具备“经济学、管理学和土木工程学科知识”转变，

培养通晓基本工程技术、管理学和经济学知识，可以从事建设施工全过程管理工作的高级管理人

才，成为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阶段工程造价（工程管理）专业高等教育的重要目

标［27，34］。因建设领域管理人才需具备土木工程知识的特殊性，工程造价专业“能管理”的知识结构体

系建立在掌握工程技术的基础知识上，这一阶段的知识结构体系如表2所示［35-36］。

这一阶段和第一阶段最大的不同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竞争机制的改革。一方面，工程建设领

域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国际承包商开始进入我国的建筑市场和国内建筑企业同台竞争；另一方

面，我国行业顶尖的承包商也进入国际市场承包工程，新形势下的客观需求推动了国内工程造价专

业知识结构的变化。在课程结构上，工程项目管理、地基基础、工程成本规划与控制等课程的开设

响应了建筑行业要求加强建设项目的成本、进度、质量控制等方面的需求。随着工程建设项目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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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利益多元化，工程项目建设的法律和合同管理问题开始凸显，因此，各高校增设了工程合同和

法律相关的课程［32，37］。这一阶段的培养目标是集中力量对国家建设需要的管理人才进行培养，向着

宽口径、多样化、产学研合作实践教学模式发展。

重庆大学（合并重庆建筑大学和重庆建筑高等专科学校）是为响应现代化建设需求对工程造价

管理专业进行体制改革的典型，是国家引导设立建筑管理工程专业首批学校之一。1980年在土木

工程系（原重庆建筑工程学院）设置了建筑经济与管理四年制本科专业，1981年更名为建筑管理工

程，划归在建筑管理工程系［38］。培养懂技术、能管理、会经营的建筑企业生产和经营管理人才是这

一阶段重庆大学的培养目标［30，34］。课程结构上，专业技术基础类课程与经济管理类课程并重，提升

工程管理专业课程占比，增加到建筑工程管理公司任职需要的技能和知识储备，增设实用性课程和

超前性课程（如计算机模拟）。教学方式上积极响应建筑工程项目管理形势发展变化，教学内容不

断更新，教学方法上采用讨论式、情景角色式以开拓学生多向思维能力。教学环节方面，实行校内

校外教育相结合，增加如社会专题调查、承担生产及管理业务和经济管理咨询等社会性的实践环

节。知识结构上采用通才型人才所需的立体型知识结构，人际关系学相关知识，建筑生产技术、经

济学和管理学相关知识。

随着我国建筑工业化速度加快和国际市场份额的稳步提升，建筑工程项目日益复杂和工程技

术水平的不断提高，重庆大学积极响应国家产业结构发展变化，2005年工程造价专业作为独立的本

科专业正式招生。经过几年的沉淀与发展，重庆大学的工程造价专业成为全国高校中规模与实力

领先的专业之一，2007年通过英国皇家特许测量师学会（RICS）的评估（认证）［38］。

（三） 建筑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下工程造价专业的知识结构（1994—2009年）
我国于 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进行了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成为了国际公认的

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国家。2003年颁布了《2003—2008年全国建筑业信息化发展规划纲要》，为

促使建造业向精细化、信息化、工业化、绿色化“四化”融合方向发展，应充分运用信息技术手段改造

和提升建筑业，使建筑业全面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为此培养“面向地方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等的高层次应用人才成为这阶段的主旋律［39］。造价管理体制改革紧跟形势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

表 2　第 2 阶段工程造价本科专业的知识结构（1978—1993年）
知识

层次

基础

知识

核心

知识

发展

知识

工程技术、信息技术平台

能力模块

建筑工程技术和信

息技术

算量估价能力

投资决策能力

项目技术和质量管

理能力

主要课程

工程制图

建筑力学

建筑学

结构工程

工程测量

建筑材料

地基基础

施工技术与组织

管理信息系统

计算机基础与应用程序

建筑工程定额及概预算

施工新技术

经济平台

西方经济学

会计学基础

统计学等

建筑经济学

建筑技术经济学

管理平台

建筑企业经营管理学

建筑工程项目管理

运筹学

工程成本规划与控制

工程经营管理能力

法律平台

经济法

工程合同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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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法》（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1999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1999年）

相继颁布，极大促进并丰富了造价学科的发展，使造价成为一门集技术、经济、管理、法律于一体的

复合学科［13，40］。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设领域的深刻变化，1998年教育部对高校本科

专业目录进行了调整，将原房地产经营管理、管理工程、国际工程管理和涉外建筑工程营造与管理

合并更名为工程管理专业，工程造价作为一个方向设在工程管理专业下，至此工程造价专业正式进

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1］。

为推动建筑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信息化和建筑工业化融合，高层次应用人才成为国内建筑工业

化发展的新需求。加入WTO和国际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为提高我国建筑业的国际竞争力，培养适

应全球化需要、满足国际人才标准（如国际评估和工程师资格认证的专门人才）的高素质工程造价

专业人才成为这一阶段的培养目标。根据国内外市场对工程造价专业人才的需求，工程造价专业

的知识结构由具备“经济学、管理学和土木工程学科知识”（少部分高校学生学习合同法和经济法知

识）向具备“与执业资格一体化的工程技术、经济、管理和法律等复合型知识”转变。这一阶段的迫

切任务是加快培养与国际造价工程师（英国和亚太地区称为工料测量师，美国为造价工程师）知识

结构体系基本一致的中国造价工程师，建立行业发展需要的“与执业资格一体化”的工程造价学

科［40-41］。2003年，与国际接轨的《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 50500—2003）正式发布，量价

分离、企业自主报价的清单计价制度开始在全国推广实行。

2003年，经教育部批准，天津理工大学正式建立了工程造价本科专业，这标志着工程造价成为

一门独立、完整的学科体系。面向国内外市场和行业发展的需求，培养目标设立为“培养具有较为

坚实的建筑工程技术知识、经济知识、管理知识和法律基础知识的复合型高级管理人才”［13，42-43］。因

此，在这一阶段，工程造价专业的典型特征是建立与执业资格一体化的工程技术、经济、管理和法律

等复合型知识结构体系，如表3所示。

在课程设置方面，结合中国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的理论知识，以造价工程师执业能力为基

础，增加建设法规、合同法和招投标法等与工程相关的法律课程，以行业学会提出的专业能力标准

进行课程教学内容的设置；同时增设工程造价信息化课程教学，如开设用于工程计价的算量套价软

件等方面的教学。同时，面向国际市场，在课程设置上满足国际工料测量行业组织对我国高校课程

认证要求。实践教学上，逐步建立“双师型”师资队伍（具备注册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的教师和外聘

经验丰富的工程造价从业人员），筹备建立工程造价专业实验室（工程计量和计价软件等）和实习实

践基地，重视造价工程师执业岗位所需的实践能力培养。制度保障上，评估评价制度不断完善，形

成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水平评估方案》，并沿用至今，逐步开始进行工程教育认证的研究工

作，探索建立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制度和工程师资格认证制度。

为与国际惯例接轨，满足建设项目投资控制的需要，徐大图教授于2002年在天津理工大学开设

工程造价本科专业。2003年，经教育部批准，天津理工大学正式设立工程造价专业，标志着工程造

价专业在本科教育中作为独立专业设置。自创办工程造价专业以来，天津理工大学确立了“与执业

资格一体化、国际化”的专业定位，多年来一直在努力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为提升

工程造价专业发展的国际化进程和专业品质，天津理工大学借鉴国际上工料测量行业协会的专业

人士能力评价制度，构建了以国际行业协会课程认证和国内行业协会认证的执业资格为核心的能

力标准课程体系，通过提供与行业“岗位能力”及工程造价人才“知识结构”相匹配的课程模块，以及

采用“双认证”制度，培养学生掌握工程造价专业领域最核心的知识和技术［43-44］。以产学研合作教

育的理念为指导，采用“学生为主体，能力为导向”的工作坊实践教学模式（识图算量工作坊、招投标

与合同管理工作坊、可行性研究工作坊），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构筑起基本能力、核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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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发展能力为一体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45］。

（四） 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下工程造价专业的知识结构（2010—）
为提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强有力的支撑，2010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决定培育和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46-47］。

住建部积极响应国家科技创新战略规划，分别在 2011年和 2016年发布了《2011—2015年建筑业信

息化发展纲要》和《2016—2020年建筑业信息化发展纲要》，将BIM技术作为行业“十二五”信息化发

展的重点，以BIM技术全面提升建筑业信息化水平［48］。2020年，住建部等十三部门发布的《关于推

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上取得

显著进展，2035年全面实现建筑工业化，迈入智能建造世界强国行列［49］。面向世界范围的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教育部在2017年启动新工科建设，“复旦共识”“天大行动”“北京指南”———新工科建

设“三部曲”接连奏响了人才培养主旋律，推动高等工程教育的创新和变革，教育的培养目标逐渐从

“专才”转向“通用型工程科技人才”［50-51］。为借力信息化提升工程造价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和推动高

等教育强国建设，教育部在 2012年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中，将工程造价专业

（代码120105）调整至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下［52］。

在国家科技创新的顶层设计下，住建部等部门联合推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智

能建造不仅是工程建造技术的变革创新，而且从建造方式、造价管理理念、建筑实物产品，以及数字

化运维服务等方面重塑建筑业，这要求工程造价专业人才必须掌握与智能建造相关学科的基础理

论和知识，做到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土木工程、经济管理、法律等多学科知识的交叉融合，成为满足智

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要求的具有创新型复合知识体系，并具有工程伦理意识、强烈的社会

表3　第3阶段工程造价本科专业的知识结构（1994—2009年）
知识

层次

基础

知识

核心

知识

发展

知识

工程技术、信息技术平台

能力模块

建筑工程技术和

信息技术

算量估价能力

投资决策能力与

项目评价能力

项目技术和质量

管理能力

主要课程

工程制图与识图

工程力学

建筑学

工程结构

工程测量

建筑材料

地基基础

施工技术与组织

管理信息系统

计算机语言及应用等

建筑工程定额

工程计量计价

工程计量计价软件

计量与计价新规则

施工新技术

经济平台

西方经济学

会计学基础

统计学等

建筑经济学

建筑技术经济学

金融与信贷*

工程项目投融资

管理平台

管理学

工程项目管理

运筹学

工程成本规划与控

制

房地产管理等*

国际工程承包*

工程造价信息管理

人际关系沟通

法律平台

经济法

建设法规

工程合同管理

FIDIC合同条件

新的建筑法律

和规章等

注：国际工程承包、房地产经营管理只在一些开设房地产经营与管理专业的学校设置，如天津大学、清

华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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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感、人文情怀和执业资格精神的工程造价专业人才［53］。这一阶段工程造价专业知识结构，由具

备“与执业资格一体化的工程技术、经济、管理和法律等复合型知识结构”向具备“以专业执业能力

为标准，新一代信息技术知识和多学科知识交叉融合的知识结构”转变，如表4所示。

课程结构体系上，以建设领域的“智能建造”（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BIM等）为先导，结合

国际先进的信息技术造价管理理念，进行土木工程、经济管理、法律等多学科知识的交叉融合。课

程设置上，根据工程建设领域多层次的岗位需求和执业类考试要求（注册造价工程师和注册建造师

等）的专业执业能力标准来设置［54］。实践教学上，以解决实际工程项目问题为导向，集成不同学科

背景的高水平教研团队的指导教师，以建筑信息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BIM）为基本，进

行工程建设项目投资决策、识图算量、项目过程的造价管理等集中实训，以实现对工程建设项目的

全生命周期的造价管理。

清华大学工程造价专业设在土木水利学院建设管理系的工程管理专业下，实行宽口径本科专

业“土木、水利与海洋工程”大类招生，其工程管理（工程造价）专业的培养目标为“培养具有坚实的

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基础、牢固的管理知识和技能等学科知识的建设管理人才，如项目评估师、咨

询专家、项目经理、建造师等”［11］。清华大学工程管理专业最早源自 1953年土木工程系成立的施工

教研组，1986年正式设立本科专业，名称为建筑工程管理，1999年调整为工程管理专业。2000年工

程管理专业设在土木水利学院（土木工程系和水利水电工程系合并）的建设管理系［55］。清华大学本

科专业实行以通识教育为基础、实施大类培养的培养模式，在培养工程管理专业学生的同时培养工

程造价专业方向的学生。为提升我国工程高等教育质量、培养支撑制造强国的卓越工程师，清华大

学设置了与国际接轨的具有国际实质等效性的课程体系及其相关的质量保障体系，是国内高校中

表4　第4阶段工程造价本科专业的知识结构（2010—）
知识

层次

基础

知识

核心

知识

发展

知识

工程技术、信息技术平台

能力模块

建筑工程技术和

信息技术

算量估价能力

投资决策能力与

项目评价能力

进度、质量、成本

与合同管控能力

工程审计能力

项目全生命周期

造价管理能力

项目利益相关方

管理能力

主要课程

工程制图与识图

工程力学

房屋建筑学

工程结构

工程测量

建筑材料

地基基础

施工技术与组织

管理信息系统

计算机语言及应用

建筑工程定额

工程计量计价

工程计量计价软件

BIM等信息

计量与计价新规则

经济平台

宏观/微观经济学

会计学基础

应用统计学

工程经济学

财务管理

工程造价案例分析

工程项目投融资

工程保险

管理平台

管理学

工程项目管理

运筹学

工程审计

工程风险管理

房建/水利管理等

信息集成管理

法律平台

经济法

建设法规

工程合同管理

FIDIC合同条

件新的建筑法

律和规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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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通过英国皇家特许测量师学会（RRICS）认证的学校，2011年建设管理系工程管理工学学士正

式通过项目管理协会（简称PMI）全球项目管理鉴定中心（简称GAC）国际认证［56］。为推动建筑业的

BIM技术应用和智能化建造，清华大学BIM课题组联合多家单位开展了中国建筑信息模型标准研

究，并于 2010年公布第一版《中国建筑信息模型标准框架研究》［57］。以强化“宽口径、厚基础、强实

践、多样化”的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融合，满足未来社会对创新型和复合型杰出人才的需求，实现从

“工程技术”到“工程技术与工程管理”的学科发展战略布局转变。

三、启示和建议

（1）明确各高校工程造价专业的人才培养定位，形成与产业结构相匹配的多层次培养目标。在

当前工程造价高等教育中，一些普通高校为响应国家战略发展要求，其制定的工程造价人才培养方

案和双一流高校基本相同。国家应出台政策，规范和引导各层次高校依据自身实际情况，明确高校

培养方案中的人才培养定位，双一流高校有与国家战略发展需求相匹配的高新技术资源，为使工程

教育先于产业，应以国际视角展开以前沿技术对接产业需求、引领产业发展，宽口径、厚基础、注重

综合素质的本科生培养；以工程科技创新为重点的工科高校应注重培养具备科学基础和行业背景

知识的产业创新型人才。专科院校，可以根据自身学科特色和学科优势，凝练自身的专业特色，培

养行业发展需要的工程实践能力强的技术技能应用型人才。

（2）设置面向产业结构发展需求和新一代信息技术要求的“多学科交叉融合”工程造价专业课

程体系，建立与新工科建设相匹配的专业支持条件。新工科建设明确了工程造价专业课程体系建

设中进行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因此，在工程造价专业教学中，应增强人文素质、环境、经济、法律等学

科知识的交叉融合，并将物联网、BIM技术、智能建造等引入教材建设和课堂教学中，推进新一代信

息技术与工程造价专业教学的交叉融合。设立与新工科建设相匹配的专业支持条件，包括教师队

伍建设、硬件条件和实践教学体系。工程造价专业硬件支撑条件包括实验室、教学设备、教材。同

时，为响应新形势下建设领域智能建造的发展要求，积极探索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校企协同人才

培养模式，通过“学校+企业”现场项目交互式工程实践平台，进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育，为培养具备

国际视野、实践应用能力强的高素质复合型工程造价人才打下坚实基础。

（3）以工程造价专业评估为基准，实行满足行业实践发展需要的专业认证。支撑国家发展战略

的新工科建设“三部曲”是第四次工业化革命下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工程造价专业评估是为满足

建设行业对工程造价人才的需求，而工程造价专业认证是响应国家发展战略需求和行业实践发展

需求的重要制度工具。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本科高校可以开设与国际接轨且符合我国行业需

求和国际认证标准的课程体系。针对全国高校，专业评估与执业资格考试相挂钩，对已通过评估的

高校进行专业认证，促使这些高校对人才培养方案、课程结构体系、创新能力培养模式，以及实践教

学等不断更新完善，以培养满足现代化建设需求的工程造价专业性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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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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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bstract: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characterized by digitalization，networking and intelligence is 

profoundly affecting China’s higher engineering education system，and cultivating high-level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cost talents is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to promote intelligent construction 
and move towards the global high-end value chain. With the reform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 system and the 
adjustment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cost management of construction project has moved from the partial 
management of takeoff and pricing to the information control of the whole life cycle of the building，and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system of engineering cost major has also moved from single to multidisciplinary 
knowledge.Taking the chang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s the logical main line，this paper divides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ngineering cost major undergraduat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structure into four 
stages，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ngineering cost undergraduat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structure at each 
stage and summarizes the experience，and makes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high-quality 
composite engineering cost professionals who cultivate multidisciplinary cross-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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