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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问题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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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信息化时代的来临，对现代建筑工程管理模式的改革与创新提出

了新的要求。作为现代建筑工程企业而言，必须紧跟时代发展的脚步，

深入的分析建筑工程管理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才能在确保信息化

管理平台建设顺利完成的同时，为建筑工程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

坚实的基础。本文主要是就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问题进行了分析与探讨。 

关键词：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问题及对策 

 

 

1、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的作用 
1.1 降低成本 
建筑工程管理作为一项综合性特点突出的工作，由于其针对

的是建筑工程建设中的人、材料以及设备等各方面的管理，因此
需要企业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及财力才能确保建筑工程管理
工作的有序开展。而建筑工程信息化管理模式的推广和应用，不
仅降低了建筑工程管理中人力资源的投入，同时随着建筑工程管
理信息传输效率的提升，企业的工程管理工作质量也得到了显著
的提升。 

1.2 提升管理水平 
传统的建筑工程管理主要是在人力资源的配合与协调下进

行的，这种建筑工程管理模式不仅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资源，管
理工作效率低，而且不利于建筑工程建设施工的顺利进行。而建
筑工程管理信息化管理模式的应用，不仅降低了工作失误发生的
几率，实现了精准化管理的目标，而且对于建筑工程管理水平的
稳步提升也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1.3 促进建筑工程管理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信息化技术已经被广泛的应用

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中，而建筑工程管理同样也不例外。
建筑工程信息化管理平台的建设和应用，不仅有助于建筑工程管
理人员及时的发现和解决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同时也为整个建筑行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特点 
2.1 技术性 
只有以图像的形式将建筑测量的结果呈现出来，建筑工程施

工企业才能在准确分析建筑工程数据信息的基础上，建设出符合
建筑工程实际情况的信息化管理平台。由于传统的建筑工程管理
模式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存在着各种不足之处，所以，在信息
化管理平台建设的过程中，加强先进技术引入和应用的力度，才
能将建筑工程的实际状态准确清晰的反映出来。 

2.2 标准化 
如果将网络信息技术应用于建筑工程管理工作中的话，那么

建筑工程管理的工作效率和质量必然会得到大幅度的提升。由于
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平台建设效率的高低，是决定建筑工程项目
能否安全顺利建设的重要因素。所以，建筑企业在开展信息化管
理平台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在充分重视体制、技术、操作、调度
等方面因素的基础上，制定切实可行的建筑工程信息化管理平台
对策，才能确保建筑工程建设施工的安全顺利进行。 

2.3 管理化 
建筑施工企业应该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建筑工程管理中的

指导作用，积极的推动信息化建筑工程管理平台的建设工作。建
筑工程作为现代城市建设与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任何一个建筑
工程项目在施工开始前，施工企业都必须严格的按照要求做好工
程施工前的准备工作，掌握施工区域内的地质环境分布规律，并
以此为基础制定科学合理的工程施工管理策略，为建筑工程施工
的顺利进行做好充分的准备。 

3、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模式 

3.1 数据处理模式 
建筑工程管理人员必须掌握正确的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方

法，才能避免因为获取的地理数据与实际情况存在差异，而影响
到建筑工程施工的顺利进行。这就要求，建筑工程管理人员，在
开展工程管理工作的过程中，应该在深入分析建筑构造环境等各
方面因素的基础上，充分利用 3S 技术平台，为建筑施工企业获
取地理信息数据提供技术方面的支持，才能在尽可能的弥补传统
地理信息服务机制存在的缺陷的基础上，促进建筑施工企业地理
信息获取能力和质量的全面提升。 

3.2 现场调度模式 
建筑施工企业通过在建筑工程施工现场设立数据信息管理

系统的方式，不仅有助于施工现场管理效率的提升，而且为施工
企业精确分析建筑工程施工的数据提供了便利。所以，建筑施工
企业，在建设信息化建筑工程管理平台的过程中，必须加大先进
设备、技术以及人员等各方面投入的力度，充分发挥信息化技术
发展成果的优势，促进企业管理人员自主创新能力的稳步提升，
才能在促进信息化建筑工程管理平台与体系利用效果稳步提升
的同时，为建筑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充足的动力。 

3.3 数字调度模式 
科学技术的全面发展和进步，为我国建筑工程施工企业的发

展提供了新的契机。由于传统的建筑工程管理模式已经无法满足
新经济形势下建筑工程管理工作的要求。所以，加快建筑工程信
息化管理平台建设的步伐，不仅为建筑行业的发展注入了科技化
的元素，同时随着科学分析与精细化管理模式的推广和应，建筑
施工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数字化技术作为
科学技术研究的前沿技术之一，以数字系统布局理念为基础的建
筑工程管理，不仅实现了优化建筑工程施工资源配置的目标，同
时对于建筑施工企业综合效益的提升也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3.4 建筑区分析模式 
3S 技术为地理信息服务所提供的硬件设定、数据采集、数

据校准等各方面的操作服务内容，不仅是建筑施工企业工程管理
过程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且是影响建筑工程施工管理工作效率
的关键。为了确保我国建筑工程行业长期可持续战略发展目标的
顺利实现，建筑施工企业必须严格的按照信息化时代发展的特点
和要求，充分发挥现代信息化技术的优势，加强地区建筑勘查技
术创新和研究的力度，才能在促进建筑企业建筑勘查工作质量和
效率稳步提升的同时，为地理信息服务模式的创新提供便利。 

结束语 
总而言之，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信息化管理已

经成为了建筑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为建筑行业而言，在开展
建筑工程管理工作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信息化技术的优势，
建立现代化、规范化的信息管理平台，同时加强信息化管理技术
分析研究的力度，才能在逐步完善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体制的基
础上，为我国建筑行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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