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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双碳”背景下智慧建筑工程管理新模式 
朱家宝  韩明洋  姚树恒  鲍孜懿  丁纪成 

山东科技大学资源学院  山东泰安  271000 

摘  要：当前随着人们对精神生活需求的提高，全球产业结构开始向绿色低碳转型，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成为各行业新驱

动。在中国国内，建筑业不仅是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主力军，更是实施“碳达峰、碳中和”战略至关重要的落脚领域，因此，通过将一种

或多种信息技术相互融合，共同开拓科学、合理的智慧建筑工程管理新模式，提高项目工程相关活动的高效、有序展开，推动建筑产业低

碳转型进程，响应国家双碳的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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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t present，with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demand for spiritual life，the global industrial structure has begun to transform to green and 

low-carbon，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such as the Internet，the Internet of Things，and cloud computing have become the new drivers of various 

industries. In China，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is not only the main force driving the national economic growth，but also a crucial field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carbon peak，carbon neutrality". Therefore，by integrating one or more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we can jointly 

develop a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new mode of smart building project management，and improve the efficient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of 

project-related activities. Promote the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and respond to the call of the country's double 

carb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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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21 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需求早已脱离物质生活的层面，面对日趋严峻的环境问题，人民

的精神生活受到极大的威胁，生态环境意识得到进一步提高；2020

年，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大会上首次向全世界人民做出在 21 世纪 30

年代碳排放达峰、21 世纪 60 年代实现碳中和的庄重承诺[1]。因此，

中国各行各业抓住转型的本质，即绿色是核心、全面是关键、转型

是要害，积极寻找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共同创建绿色低碳的生产方

式和生活方式[2]。建筑领域作为中国国内三大碳排放源之一，在实

现“双碳”目标上具有极大的潜能，因此，怎样对建筑业进行产业

结构的低碳转型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首要问题[3]。 

为了解决建筑工程在产业结构转型中所面临的问题，本文确定

了基于互联网、云计算、BIM 技术、等信息技术相互融合开辟智慧

建筑工程管理的新模式，从而带动国内建筑业的再一次发展，致力

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2.智慧工程建设技术概述 

物联网（The Internet of Things，IOT）是一种将软件、传感器、

物理设备和网络连接起来的技术，使各类研究对象联系在一起并对

其相关信息进行实时采集。主要采集的数据内容包括各种设备和传

感器所产生的信息，如湿度。温度、光照强度、压强、GPS 等，通

过这些数据可以实现智能家居、智能城市等方面的发展。换言之，

物联网是一种基于传统电信网、互联网等网络的信息承载体，它为

所有可以被独立寻址的物理对象建立互通互联的网络[4]。 

建筑信息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BIM）是指利用

数据化技术对建筑的施工阶段、设计阶段、及竣工后的维护和运营

管理阶段的各种信息进行整合。从功能作用角度来说，建筑信息模

型的信息数据来源相较于其它技术而言较为独立，不涉及其它复杂

的无效数据，因此可以解决异构工程、分布式数据之间的全局共享

与一致性问题[5]。 

云计算（Cloud Computing）是一种以虚拟化技术为核心，以降

低成本为目标并基于互联网服务的动态可拓展的网络应用基础设

施，用户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购买对应服务的一种新型模式。使用

者仅需接入互联网购买自己需要的资源，然后将自己的指令发送给

“云”即可。通过整合资料，笔者发现云计算的主要设计目标是为

人们提供便捷高效的计算、应用和服务[6]。 

3.实行智慧建筑工程管理的概况 

3.1 智慧建筑工程管理的概念 

智慧建筑工程管理是一种以智能化技术和信息技术为基础的

建筑工程管理方案。通过将人工智能、大数据、传感器、物联网等

信息技术应用到建筑工程管理中，实现建筑工程管理协同化、智能

化、可视化和数字化，提高了建筑工程管理的质量和效率，降低建

筑工程管理的风险和成本。除此之外，智慧工程管理还会根据过去

的数据和当前的实际状态对未来工程发展做出准确的预测，实现项

目工程的自动化控制和管理。总之，智慧建筑工程管理在降低建筑

工程管理的成本、风险、提高工程管理的质量等方面，拥有巨大的

潜力[7]。 

3.2 建筑工程管理存在的问题 

建筑工程管理是一项复杂的工作，需要工程管理人员协调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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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源和工作人员，以保证项目工程能够按时、高质量地完成。目

前，现代技术和管理方法已经全方位的融入建筑工层管理的全生命

周期中，极大改善了传统建筑工程管理效率低、质量差的问题，但

面临纷繁复杂的社会和飞速发展的施工技术，现有的工程管理模式

在某些方面仍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如信息不对称，建筑工程

涉及许多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如设计师、业主、监理、承包商等，

由于相互之间信息交流不够及时透明，导致了工程合同变更、合同

纠纷等一系列严峻的问题；同时，许多建筑施工现场对于建材、施

工设备的购买、存放、使用处理不当，对建筑材料预期消耗、设备

的工作安排存在模棱两可的现象，导致材料和设备的机会成本增

加，突显工程管理人员缺乏科学的成本控制方法和技巧；环境保护

不足的问题。建筑工程在施工过程中会对周边环境造成破坏，如土

壤污染、噪声污染等。但目前许多管理者对环境保护的方法和意识

仍然不够强烈，缺乏科学的工程施工技术和系统的管理方案。 

4.信息技术在智慧建筑工程管理的实际应用 

4.1 物联网技术的应用 

（一）现场监控 

在建筑工程管理中现场监控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物联网技术的

运用打破了传统的监控弊端，有利于降低成本。施工现场的监控主

要分为两个方面，包括对人员和施工设备的定位与跟踪。由于建筑

现场各类信息纷繁复杂，人工无法高效、准确的完成该任务，施工

管理人员借助物联网技术的物联网装置和网络，可以精准的掌握机

器和员工的工作信息，省去了人工的成本。除此之外，物联网通过

射频识别标签和面部识别可以监测出非法人员进入禁区，保障建筑

工地的资产安全。 

（二）工程管理 

工程项目预算对于任何一个工程管理人员来说都是十分重要

的，如何在有限的预算内完成项目目标是工程管理人员首要考虑的

问题。通过物联网在建筑施工中的应用可以帮助管理人员高效、准

确的整合有用资源。此外，物联网设备可以通过对设备、车辆的监

测以及材料利用率预算，制定合适的采购、分工方案，既有助于降

低成本，又可以保持项目预算准确。 

4.2  BIM 技术的应用 

（一）项目合作 

在工程管理的发展过程中，如何提高工程各参与方的合作是一

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通过 BIM 技术可以为各参与方的沟通提供一个

平台。利用 BIM 技术搭建的平台可以对施工方、建筑开发商、业

主等工程信息的整合，让利益相关方在设计阶段充分了解建筑设计

的意图，保证后续工程的顺利进行。为了使项目的信息能够及时的

传达到各个单位，采用虚拟世界中心（VDC）技术或虚拟现实（AR）

技术，将工程进度信息以可视化的形式呈现给工程管理人员和施工

人员，方便各方一同对工程进度进行监控，减少因施工方案不合理

引发工期延误的风险[8]。 

（二）工程进度管理 

在管理方面，BIM 技术可以通过搭建进度管理平台、设置施工

进度三维仿真平台以及工程进度分析平台来实现，鉴于篇幅问题不

再赘述。 

4.3 云计算的应用 

（一）强大的数据处理和储存能力 

智慧建筑工程管理需要处理大量的数据包括建筑设计、施工计

划、材料采购、工人安置等等。这些数据需要被存储、处理和分析，

以便于管理人员能够高效地做出决策。而云计算技术可以提供高

效、安全数据存储和处理服务，使管理人员能够随时随地查询这些

数据。 

（二）智能化的分析和预测 

在智慧建筑工程管理，管理人员需要对各种数据进行分析和预

测，以便做出正确决策。云计算技术可以提供智能化的分析和预测，

如人工智能，使管理人员能够更加准确预测和规划项目进度和成

本。 

（三）可扩展的计算资源 

智慧建工程管理中，需要处理大量的数据和计算任务。云计算

技术提供可扩展的计算资源，以满足不同的需求。在高强度工作下，

还可以增加计算资源，以确保项目能够按时完成。 

结论 

本文主要针对当前建筑工程管理在绿色低碳大背景中存在的

一系列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结合时代特点将物联网、BIM 技术、

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合理的运用到建筑工程管理中，发挥各种信息技

术在建筑工程的施工安全、现场监控、工程进度管理等方面的优势，

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种具有广泛市场前景的智慧建筑工程管理的

新模式，推动建筑产业结构的低碳绿色转型，抓住行业发展的新引

擎，进而带动建筑业走向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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