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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推进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的重要性分析

章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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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信息化已成为现代的潮流，是实现科学化的管理和高效率的方法之一，也是促进建筑业发展，推动我国建设行业向

现代化迈进的重要途径。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建筑行业的竞争已经非常激烈。为了适应

新的形势和需求，必须加快推进建筑工程的管理模式创新，以信息技术为支撑，加强施工现场管理，提升工程质量和安全水

平，全面提升企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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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formatization has become a modern trend, is one of the methods to achieve scientific management and high efficiency, 

and is also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and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construction industry. With the continuous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the rapid chang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competi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has become very fierce.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new situation and demand, it is necessary 

to accelerate the innovation of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mode,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site management, improve the 

project quality and safety level, and comprehensively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with the suppor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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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推动工业互联网

创新发展，为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了重要保障。在

“数字中国”、“智慧城市”等重大国家战略的指引下，我

国建筑行业积极探索实践，逐步形成以BIM技术、大数据分

析技术、“云+端”等信息技术为支撑，涵盖工程全生命周

期的信息平台，有效提升建筑工程管理水平，助力企业实现

高质量发展。本文将重点论述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金海园

区二期项目建设工程过程中，如何通过“信息化”系统实现

节省造价、节能环保、保质保量、按时完工等目标，进而为

工程的建设保值增值。

工程概况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金海园区二期项目位于温州瓯

江口南岸龙湾二期南单元C-06、C-08地块，为浙江省重点

建设项目，列入浙江省优质公共服务投资行动计划，浙江省

扩大有效投资“千项万亿”工程重大项目实施计划，浙江省

高等学校基础能力建设“十四五”规划，温州市重大建设项

目“十四五”规划和温州市教育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总用地面积309179平米，总建筑面积341974平方米，其中地

上总建筑面积303539平米（包括教学实训楼、图书馆、室内

体育用房、行政办公用房、会堂及大学生活动用房、学生公

寓、教师宿舍、食堂、后勤及附属用房等）；地下建筑24998

平米，架空层13437平方米，可容纳全日制在校生9000人。

项目建成后，将提升学校办学实力，优化全省高校空间

布局，推动职业教育与地方主导产业体系和特色产业有机衔

接与深度融合，为浙江省经济转型发展提供技术人才支撑。

金海园区二期项目工程效果图如图1所示。

图1  金海园区二期项目工程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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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形势下推进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的重要性

1.1  提高工程建设效率和效益的重要手段

随着我国建筑行业的不断发展和壮大，传统施工模式面

临诸多问题，其中，进度控制难是影响项目工期和质量的突

出因素。当前，我国对房屋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就要求工

程项目必须按照相关规范进行设计，同时，还要合理安排工

序，确保各阶段工作顺利完成，从而保证工程的质量安全。

本项目运用BIM技术和普华项目管理普华项目管理大数据分

析技术，能够将整个项目的各项数据进行整合，使各个环节

的工作更加有序，已经成为高效率低成本的企业综合竞争

力。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应用BIM和普华项目管理大数

据等技术，对于促进温州市建筑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1.2  强化质量安全管理的有效途径

目前，建设工程领域存在着一些不规范的现象，导致

工程质量安全事故频发，严重损害了现场施工作业人员的安

全。因此，加强建设工程全过程质量安全管理十分必要。然

而，由于传统的施工现场监管方式较为粗放，无法准确获取

工程现场的相关数据信息，难以做到及时发现并解决实际问

题，进而造成事故的发生。为此，本项目借助信息化手段，

利用“大华智慧工地”大数据分析技术，对工程中存在的安

全隐患进行分析研判，进而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切实提高

建设工程的安全性。此外，通过应用BIM技术和“大华智慧

工地”大数据分析技术，可以全面掌握工程项目的信息，有

助于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进一步提升五方主体单位的管理

水平，从而降低风险，减少损失。

1.3  规范工程项目招投标活动,保障工程建设各方主体合

法权益

近年来，由于招投标缺乏有效的监管措施，一些招标代

理机构存在违规行为，导致中标单位与合同约定不符，甚至

出现转包分包等违法现象，损害了相关方利益，严重扰乱了

建筑市场秩序[1]。为此，应加快推进信息化，以大数据分析

为基础，浙江省建立统一的评标专家库，同时，温州市推出

了“瓯E管”合同履约监测系统平台，并依托信息技术开展

远程监控，确保评标过程公平公正。同时，还应强化事中事

后监督，加大失信联合惩戒力度，切实保障项目招标人和潜

在投标人的合法权益。

2  推进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对提高工程质量和效率的

作用

2.1  提升施工现场的管控能力

传统的建筑行业，受制于人力成本，建筑人员缺乏专业

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在施工过程中，容易产生各种问题。而

随着信息化的发展，本项目建立“工程项目管理系统”，平

台包括七大功能区：个人中心、管控中心、项目管理、前期

管理、工程管理、投资管理和系统管理。能够有效解决上述

问题。一方面，通过系统中的数据收集和整理，能够为管理

者提供决策依据，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另一方面，通过系统

的分析，能够发现施工中存在的风险隐患，及时进行预警，

从而降低事故的发生率。金海园区二期项目工程管理系统图

如图2所示。

图2  金海园区二期项目工程管理系统图

2.2  优化工程项目的组织方式

在传统的管理模式中，由于人员数量较多，因此，需要

根据不同的岗位设置不同的部门，这就导致了各部门之间的

协调性较差。而在信息化时代，本项目五方单位以通过互联

网及项目管理系统实现信息共享，这不仅大大提升了工作的

效率，而且也减少了沟通成本；此外，在信息化管理的模式

下，还可以实现对人员的精准定位，从而将合适的人安排到

合适的岗位上。

3  新形势下的工程管理信息化现状分析

3.1  我国工程建筑行业信息化水平总体不高

目前，国内大部分城市和地区尚未实现建设工程项目

全过程的电子化管理和监控，施工企业普遍缺乏对项目的动

态跟踪与监管，导致工程项目质量、安全及进度控制能力不

强，建设成本降不下来，严重浪费资源。同时，部分地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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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智慧工地过程中存在盲目跟风现象，没有结合当地实

际，盲目照搬国外先进做法，造成资金投入大，效果不佳，

甚至适得其反。

3.2  传统的信息化手段难以满足现代工程建设管理的

需求

工程建设项目规模越大，涉及专业越复杂，建设周期也

越长，传统的纸质文件传递方式已经难以适应新的要求[2]。

此外，由于当前建筑市场发展迅速，竞争激烈，一些承包

商为追求利润，通过降低材料设备采购成本来获取利润。因

此，必须采用科学的管理手段来加强内部管控，确保工程质

量。然而，传统的信息技术手段很难达到这一目标，需要利

用信息技术提高效率，减少人工干预，提升项目管理水平和

效益。

4  新形势下推进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存在的问题

4.1  缺乏统一的信息标准

建设工程领域涉及的专业知识较为广泛，不同专业之间

存在较大的差异。例如：对于土方工程而言，其涉及到土石

方的挖填运等，每个专业都有相应的规范要求[3]。但目前，

国内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土方工程的标准，这就导致各个专业

之间的衔接不够紧密，不利于后续工作的开展。另外，由于

没有标准的参考，一些地方和企业便自行制定相关标准，但

这些标准往往并不符合国家的规范，甚至有些内容已经落后

于实际需求。

4.2  缺乏有效的监管手段

传统的监管模式主要是依靠人来进行，但由于人的素质

参差不齐，且工作繁忙，很难做到实时监督，因此，很容易

造成问题的发生，进而影响整体的质量。而利用信息技术，

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一情况的出现。首先，可以借助

系统中的数据，对项目进行实时跟踪，并形成完整的记录，

方便后续的分析和总结。其次，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可以判

断出哪些行为是违规操作，进而及时进行纠正。

5  新形势下推进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策略

5.1  加强组织领导，完善相关机制

全面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持之

以恒加强党的自我革命。 目前，本项目应积极发挥党建引领

作用，项目五方主体单位通过开展“项目部就是战斗保垒，

红旗插在工地上”活动，还应进一步健全完善各项制度，形

成科学规范的项目管理制度，明确部门职责，强化监督考

核，确保各项工作有序进行。

5.2  创新工作思路，丰富应用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工程

建设领域作为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领域之一，其对

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民生具有重要意义[4]。因此，目

前，本项目充分运用互联网思维，积极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

信息化建设工作模式，运用先进成熟的新技术、新材料、新

工艺、新装备，持续深化改革，激发内生动力，努力打造具

有鲜明特色的现代化智慧型项目。

结束语：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建筑行业作为国民

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支柱，其发展水平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具有重要的影响。在当前新形势下，如何加快建设领域数字

化转型步伐，提升建设工程质量。近年来，浙江东方职业技

术学院金海园区二期项目工程建设中，工程管理信息化，在

工程设计管理、质量管理、安全管理、招投标管理、施工现

场管控、项目工程组织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

推动国内外大型工程建设项目全周期精细化管理和智慧工地

建设提供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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