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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建筑工程管理是一项复杂而多维度的任务，涵盖了

项目的设计、规划、施工、验收等多个阶段。传统的管

理方法由于其依赖手工操作和纸质记录，存在信息传递

滞后、数据易出错、协作效率低等问题，难以满足现代

大型工程项目的管理需求。我国建筑行业在近年来取得

了显著的成就，但同时也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工程环境和

高标准的质量要求。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信息化管理策

略的应用显得尤为重要。信息技术的进步，如BIM（建

筑信息模型）、GIS（地理信息系统）、大数据和云计算等，

为建筑工程管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一、信息化管理的概念和发展

（一）信息化管理的定义

信息化管理是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尤其是计算机

技术和网络技术，对组织内外部的信息资源进行有效的

收集、处理、存储和传输，从而实现对组织资源的优化

配置和高效管理。信息化管理涵盖了信息系统的建设与

维护、数据的分析与应用、信息安全的保障等多个方面。

其核心目标是通过信息技术的应用，提高组织的运行效

率和决策能力，促进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和智能化。

（二）国内外信息化管理的发展历程

在国外，信息化管理的发展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60 年

代计算机技术的初步应用。1970 年代，随着数据库技术

和管理信息系统（MIS）的出现，企业开始使用计算机进

行数据处理和管理。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的兴起和电

子商务的发展推动了信息化管理的迅速普及。进入21世

纪，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的应用，使得信

息化管理进一步深化，成为企业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国，信息化管理的起步相对较晚，但发展速度

迅猛。1980 年代，我国开始引进和应用计算机技术，逐

步推进信息化建设。1990 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

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对信息化管理的需求不断增

加。进入新世纪，国家大力推动信息化建设，提出“互

联网 +”战略和“数字中国”建设，进一步加速了信息

化管理在各行业的应用。截至 2023 年，我国的信息化管

理水平已处于全球前列，广泛应用于制造、金融、医疗、

教育等领域，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信息化管理策略在建筑工程管理中的具体应用

（一）项目管理信息系统（PMIS）的应用

项目管理信息系统（PMIS）在建筑工程管理中的应

用极大地提升了项目管理的效率和准确性。PMIS 集成了

项目计划、进度控制、成本管理、资源分配、质量控制

和风险管理等功能，通过统一的平台对项目各个环节进

行全面监控和管理。在进度控制方面，PMIS 能够实时更

新项目进展情况，利用甘特图和关键路径法等工具，帮

助项目经理及时发现和解决进度偏差。成本管理方面，

PMIS 通过预算编制、成本核算和费用控制等模块，确

保项目在预算范围内顺利推进，同时可以生成详细的成

本分析报表，为管理层决策提供数据支持。资源管理方

面，PMIS 通过对人力、物资、设备等资源的优化配置，

避免资源浪费和冲突，提高资源利用率。质量控制方面，

PMIS 集成了质量检查、缺陷管理和验收管理等功能，帮

助项目团队严格按照质量标准执行，确保工程质量达标。

风险管理方面，PMIS 通过风险识别、评估、监控和应对

措施制定，帮助项目团队提前发现和应对潜在风险，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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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全球科技的迅猛发展，信息化管理策略在各个行业中的应用日益广泛。在建筑工程管理中，信息化管

理策略的引入，不仅提升了项目管理的效率和精度，还促进了整个建筑行业的现代化进程。通过信息化管理工具的

应用，建筑工程可以实现高效的数据处理、精确的进度控制、有效的资源管理以及全方位的质量监控，从而大幅提

高项目的成功率，文章就此展开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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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项目风险发生的概率和影响。此外，PMIS 的文档管

理功能可以实现项目文档的集中存储和共享，提高信息

传递的及时性和准确性，促进项目各方的协同工作。通

过 PMIS 的应用，建筑工程项目的管理水平得到了显著提

升，不仅提高了项目执行的透明度和可控性，还增强了

项目团队的协作能力和应变能力，最终实现项目的高效、

高质量交付。

（二）建筑信息模型（BIM）的应用

建筑信息模型（BIM）在建筑工程管理中的应用彻

底变革了传统的项目管理方式，通过创建和使用数字化

的三维模型，实现了建筑项目的全生命周期管理。BIM

不仅包含建筑物的几何信息，还整合了建筑物的物理和

功能特性，通过参数化设计和信息集成，提供了一个可

视化、协调和分析的工具平台。在设计阶段，BIM 通过

三维模型直观展示设计意图，进行虚拟建造模拟和冲突

检测，有效减少设计错误和变更，提高设计效率和准确

性。在施工阶段，BIM 通过施工模拟和进度管理，实现

施工过程的可视化和动态管理，优化施工方案，减少施

工过程中的返工和资源浪费，提高施工效率和质量。在

运营维护阶段，BIM 集成了建筑物的使用和维护信息，

为设施管理提供全面的数据支持，实现设备维护、空间

管理和能耗分析的智能化管理。BIM 的协同工作功能促

进了设计、施工、运营各方的高效沟通和协作，通过共

享的数字模型，各方可以实时获取和更新项目信息，确

保信息的一致性和及时性，提升了项目的整体管理水平。

BIM 的应用还推动了建筑行业的数字化转型，通过与物

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的结合，实现了建筑物的

智能化管理和运营，为建筑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

的技术路径。BIM 的全面应用不仅提高了建筑项目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还为实现绿色建筑和智慧城市建设

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地理信息系统（GIS）的应用

地理信息系统（GIS）在建筑工程管理中的应用显著

提高了项目的规划、设计和管理效率。GIS 利用空间数

据和地理分析技术，为项目提供了精确的地理信息支持。

在选址阶段，GIS 通过地形分析、环境评估和资源分布等

数据，帮助决策者选择最佳的建筑位置，规避潜在的环

境和地质风险。在规划设计阶段，GIS 可以对项目区域的

土地利用、交通网络和基础设施进行综合分析，优化设

计方案，确保项目与周边环境的协调发展。在施工管理

阶段，GIS 通过实时监控施工现场，提供精确的地理定位

和动态更新的施工进度信息，帮助管理人员及时调整施

工计划，提升施工效率和安全性。GIS 的可视化功能使

得复杂的空间数据以图形化方式展示，便于各方理解和

决策，提高沟通效率。GIS 在资源管理方面，通过对水、

电、气等基础设施的空间数据管理，实现资源的优化配

置和科学调度，降低项目成本。在环境保护方面，GIS 通

过对污染源监控和生态环境评估，帮助项目团队采取有

效的环境保护措施，确保项目的可持续发展。GIS 与其他

信息化管理工具的集成，如 BIM 和 PMIS，实现了数据的

无缝对接和信息共享，增强了项目的整体管理能力。GIS

的广泛应用不仅提升了建筑工程的管理水平，还推动了

智慧城市和数字化建设的发展，充分体现了现代信息技

术在工程管理中的巨大潜力。

结束语

总的来说，信息化管理策略在建筑工程管理中的应

用，无疑为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变革。通过引入先进的技

术手段，我们不仅可以实现项目信息的即时更新与共享，

提升工作效率，还能通过数据分析优化决策流程，减少

资源浪费，保障工程质量和安全。信息化管理不仅代表

着行业技术的进步，更是管理理念的一次革新。展望未

来，随着科技的持续进步，信息化管理将在建筑工程领

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推动整个行业向更高效、更精

细化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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