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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under the Digital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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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played a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effectively 
reducing the cost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construction projects can reduce the cost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d maximize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enterprises. 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of cultivating tal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train engineering cost professionals with higher professional qualities.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training plan of cost talents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cost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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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价背数字景下人才培养的研究
程莉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中国·广西 南宁 530007  

摘　要

科技的进步对建筑行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在建筑工程项目中有效地降低工程造价，可以降低工程项目建设的成本，并
使企业取得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因此在培养建筑行业人才的过程中，培养拥有较高专业素养的工程造价专业性人才变得非常
重要。论文基于数字造价背景下造价人才的培养方案进行了探讨，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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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前数字造价发展背景下，针对工程造价专业人才的

培养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就专业人才的综合能力以及分析

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所以，在当前的造

价专业人才培养工作当中，需要基于数字信息化技术的推动，

针对学生的专业技能以及创新能力的加强培养，在论文当中

对高校开展数字造价背景下人才培养工作面临的挑战及机遇

进行论述，充分发挥工程造价专业人才的作用。

2 传统工程造价人才培养

2.1 教学体系难以为继

在全球 BIM 市场规模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中国属于该技

术应用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所以在实际发展过程中提出了

多项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相应的人才培养工作也具有了更高

要求。正因为如此，中国各高校开始重点加强造价专业人才

教育教学改革工作，为企业输送更多拥有 BIM 能力的造价创

新性人才。但对于当前的大多数高校工程造价专业培养工作

来讲，本身培养模式是在土木工程以及工程管理等相关专业

体现的，因此人才培养本身的方案和教学方法缺乏创新性和

针对性，最终学生经过长达 4 年的学习之后，自身的实际发

展和行业的实际需要还具有很大的差距，所以自身的工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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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专业能力水平有待提升 [1]。

2.2 教育理念落后

对于各高校来讲，开展工程造价专业人才培养的过程中，

需要全面树立创新教育理念，使学生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养

成正确的价值观，并在教学过程中真正形成创新意识。因此

对于各高校教师来讲，开展相应工程造价教学工作时，需要

将创新意识以及能力的培养，在专业知识教学工作当中进行

全面的体现。中国当前所开展的工程造价专业人才培养工作，

因为入行门槛比较高，所以开展项目管理的协调能力要求也

在不断增加。对毕业生来讲，需要在正式上岗工作之前接受

大量的实践经验积累，这样才能够保证所学的相关知识可以

在工程造价过程当中真正发挥出来 [2]。

2.3 专业实践能力较低

因为在传统的功能都在人才培养工作当中，大多数都是

通过课程内实验以及课程设计等，让学生在专业实习以及认

知学习的过程中完成工程实习工作，因此这些工作本身缺乏

深度，无法与当前工程造价行业的整体发展相匹配。学生的

综合能力以及问题的解决能力在实训过程中没有得到培养与

锻炼。在学生毕业之后，无法对工作岗位上存在的问题进行

有效解决。此外，当前诸多高校开展工程造价实践能力培养

工作过程中，没有及时对工程建设行业的动态进行了解，所

以在实际教学工作中，数字化技术以及新的计价规则等，并

没有在教学内容中得到体现，学生无法紧随行业的变化进行

学习，在实践过程中就会受到相应的阻碍。

2.4 考核方式落后

在高校开展教育教学工作的过程中，对理论考核较为重

视，而实践考核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所以创新能力在实

现这些过程中的培养与运用非常微弱，学生本身的实践动手

能力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得不到充分的锻炼。在考核工作的

过程中，大多数都是通过试卷或者是考题对学生进行理论学

习成果的考核，而且考核内容也大多都是一些概念性和客观

题，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学生学习重点被转移，不能放在实践

能力培养以及创新性意识培养上。

3 数字造价背景下的人才培养探讨
3.1 改变人才培养方案

针对当前社会对工程造价专业人才的需求情况，需要在

开展教育教学工作的过程中，以社会发展实际需要对工程造

价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行创新改革。在这个人才培养方案创

新之前，需要对工程造价以及计价和造价管理这三个概念进

行准确解读，因为在数字造价背景下，高校本身所培养出来

的造价工作人才，不仅需要能够使用现代化信息技术以及计

算机软件对工程开展计量计价，也能够通过管理学以及经济

学和其他技术，对工程造价进行预测以及核算和评价。所以

为了能够保证行业对人才所提出的要求，在教育工作当中得

到满足，需要再开展工程造价人才培养过程中增加管理学以

及经济学和工程技术等相关专业知识内容，让人才培养可以

由造价员变成造价工程师，工作范围变得更广，实现复合型

人才培养 [3]。

3.2 新技术及政策的引进

在数字造价背景下，造价专业人才培养，工作要求和国

际先进技术接轨，所以在高校开展人才培养工作过程中，既

需要重视传统的定额以及计算规则跟进和更新，还需要对现

如今造价专业以及行业内衍生出的新技术以及新政策等加强

引进和落地。例如，BIM 技术以及大数据技术是加强建筑工

程管理信息化建设的有效工具，也是中国建筑领域开展信息

化改革工作的对主要支撑。因此在开展数字化背景下工程造

价人才培养工作时，需要就这些新的技术以及新的政策等，

在实际教学工作当中进行融合应用。让学生既能够充分了解

新技术，也能够依托新技术对自身的实践水平，以及综合问

题解决能力进行提升。

3.3 建设高水平的师资队伍

在实现全面素质造就背景下，工程人才培养工作的过程

中，需要基于当前的教师工作队伍整体素质以及教学水平开

展改革工作。因为数字化背景下的工程造价人才培养工作对

教师所提出的要求更高，除了需要掌握工程造价专业知识内

容之外，还需要能够针对新时期发展背景下，与数字化技术

有关的相关概念和技术等进行正确的理解以及应用，这样才

能够在实际教学工作当中，真正发挥出数字化背景下工程造

价人才培养的作用。所以各高校针对现有的教师，应当加强

培训与继续教育，让高校教师可以对数字化背景下，工程造

价人才培养工作的特点以及工作所需的相关技术等进行全面

的了解以及掌握，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增强自身的基础知识

以及专业水平。此外，则是应当面向社会，对外招聘拥有丰

富工作经验以及先进理念的，就是让这些优秀的教师人员能

够充实各高校的教师队伍，在根本上提高数字化背景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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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价人才培养的专业水平。最重要的则是对当前的绩效考核

工作制度以及激励政策等，要进行全面的改革与创新，通过

完善的绩效考核制度以及公平合理的激励制度，使当前教师

队伍的整体建设水平得到全面提升，激发教师教学以及自我

学习的主动性 [4]。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新时期发展背景下，工程造价专业本身的

重要性，在整个建筑领域内越来越突出，能够使企业在开展

工程项目建设是降低成本，同时提高工程项目建设质量为企

业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所以，针对工程造价专业人才培养

工作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并基于当前数字化背景下对人才

培养工作的创新模式进行探讨与论述，全面提升工程造价专

业人才培养工作效果，实现复合型人才培养与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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