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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互联网+”时代,建筑工程项目的传统模式正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

带来了无数新机遇和挑战。各行各业都在积极探索如何利用信息化手段提升效率,建筑行业也不例外。

从项目设计、施工到运营维护,信息化建设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环。它不仅可以优化资源配置,降低成

本,还能大幅提高管理效率和决策准确性。因此,研究建筑工程项目信息化管理,探索其在各个环节中的

具体应用,对推动行业整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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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Internet +", the traditional mode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is experiencing 

earth-shaking change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has brought countless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All walks of life are actively exploring how to use information means to improve efficiency, and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is no exception. From project design, construction to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has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link. It can not only optimize resource allocation, reduce 

costs, but also greatly improve management efficiency and decision-making accuracy.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d explore its specific application in 

each link to promot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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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互联网+”时代的显著特征是信息技术的高度融合与广泛

应用,特别是在传统行业中的深度渗透和应用革新。建筑工程作

为一个传统且复杂的行业,信息化建设能提高项目的透明度和

管理效率,并且促进各方协同工作,最终提高项目的成功率和收

益率。研究建筑工程项目信息化管理的目的是为了找到更有效、

更实用的方法,将先进的信息技术应用到项目的各个阶段。信息

化的建设不光是为了应对行业的技术变革,更是为了提升项目

的整体管理水平,增强决策支持能力,从而为项目的顺利推进提

供强有力的支持。 

1 建筑工程项目信息化管理的需求分析 

1.1项目参与各方对信息化的需求 

在“互联网+”时代,传统的纸质档案和面对面的沟通方式

往往导致信息传递不及时,数据更新不准确,而信息化系统可以

实现数据的实时共享和更新,方便业主随时了解项目进展情况。

以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为例,他们在多个大型项目中引入了

BIM(建筑信息模型)技术,通过三维建模和信息集成显著提升了

项目的管理水平,减少了沟通成本和工期延误。信息化系统还能

实现设计文档的集中管理和版本控制,确保各团队始终使用最

新的设计数据。以英国的Crossrail项目为例,这个欧洲最大的

基础设施项目之一通过信息化平台实现了多家设计单位的协同

工作,极大地提高了设计效率和准确性。施工方同样对信息化有

着强烈的需求,他们需要利用信息化手段来提高施工管理的精

细化程度。施工现场涉及大量的人员、设备和材料,传统的管理

方式往往难以实时掌握这些要素的状态,而信息化系统可以实

现施工现场的实时监控和数据分析,从而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施

工效率。以日本的大和房建为例,他们在施工中使用了物联网技

术,通过传感器和智能设备实现了对施工现场的全面监控,有效

降低了安全事故的发生率。这些案例充分显示了信息化在建筑

工程项目中的重要作用,各方需求的满足不仅提升了项目管理

的效率和质量,也推动了整个行业的数字化转型[1]。 

1.2信息化管理对提升项目管理效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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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管理对项目管理效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提高决策

速度和准确性、优化资源配置、提升项目协同和沟通效率。借

助信息化系统,项目管理者能够实时获取和分析大量数据,从而

做出更为迅速和准确的决策。例如,管理者用BIM(建筑信息模型)

技术对工程项目的各个方面进行详细模拟和分析,预判可能的

问题,及时调整方案。这样的决策过程减少了人为判断的失误,

也大大缩短了决策时间。以迪拜塔(Burj Khalifa)为例,在其建

设过程中,信息化手段的应用让管理团队可以快速响应各种变

化,从而确保了项目的顺利进行。在传统的项目管理中,资源调

配往往依赖于人工判断,难免会出现资源浪费或短缺的情况。而

通过信息化手段,项目管理者可以对资源进行精确的调度和监

控。例如,物资管理系统可以实时追踪建筑材料的使用情况,自

动生成采购计划,避免了库存积压或材料短缺的情况。日本的关

西国际机场在建设过程中,通过全面的信息化管理精确控制了

资源的使用,最终在规定时间内高质量地完成了项目。而且,传

统的沟通方式往往难以保证信息的及时传达和有效反馈。而信

息化系统的引入使得各方可以通过统一的平台进行交流和协

作。这样的平台能够记录和跟踪各类信息,确保各方始终在同一

页上。例如,中国的港珠澳大桥项目建立了一个高效的沟通和协

同平台,让跨部门、跨地区的团队能够顺畅合作,及时解决问题,

保证了项目的有序推进。 

2 信息化管理在建筑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的应用 

2.1设计阶段的信息化应用 

信息化手段的应用让建筑设计过程变得更加高效、精准、

协同。BIM(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在设计阶段的广泛应用无疑是革

命性的,BIM能够创建一个三维数字模型并集成建筑的各类信息,

如结构、材料、工期等,为设计团队提供了一个全面、动态的建

筑蓝图,设计师们能够更直观地理解和优化设计方案,节省了大

量时间和成本。利用云计算技术,设计团队不再局限于同一办公

地点,而是在云平台上随时随地访问设计文件,实时更新和修

改。在设计阶段,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的应用也是

信息化的重要体现,设计师和客户可以借此技术身临其境地体

验建筑的内部和外部设计,这有助于及时收集各方反馈来调整

设计。大数据分析则能分析历史项目数据和现有设计数据,设计

团队就能根据分析结果识别出最佳设计实践,制定更加合理和

可行的设计方案。这种数据驱动的设计方式,极大地提升了设计

质量和效率。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也使得设计阶段的信息化

应用更加便捷。设计师可以使用各类移动应用随时随地检查设

计、修改和沟通,大大提高了设计工作的效率和灵活性[2]。 

2.2施工阶段的信息化管理 

施工阶段的信息化管理在建筑工程项目中是一场数字化的

革命,这里需要的是用数据、系统和技术来驱动项目的每一个环

节,确保建筑项目在这个最关键的时期顺利推进。施工过程本身

工期紧张、资源调度频繁、人员众多,而信息化管理协调着一切

环节。通过信息化平台,所有的材料采购、设备调度、劳动力安

排等都能实现高效的在线管理,数据实时更新,情况一目了然。

每天的施工进展、物资的使用情况,甚至天气预报等影响施工的

关键因素都可以通过信息系统来追踪和预测,这种精准的数据

管理让工地上的每一步都更加稳妥。更重要的是,信息化管理让

各个环节之间的沟通更加顺畅,信息传递变得及时且准确,无

论是现场的施工团队还是后台的管理人员,大家都能通过系

统了解施工的进展和遇到的问题,及时调整计划,减少延误和

错误。信息化管理还赋予了施工过程更强的透明度和可追溯

性,每一个变更、每一个决策都被记录在案,这不仅有助于后续

的审计和复盘,也让项目的执行更加规范和专业。在施工阶段,

信息化管理的作用几乎无处不在,它是施工的保护伞,也是催化

剂,将传统的施工管理模式彻底革新,使得整个过程更高效、更

安全、更可控。 

2.3运维阶段的信息化服务 

运维阶段,建筑物已投入使用,其长期稳定、安全、高效运

行是关键。通过信息化手段,可以实现对建筑物的智能化管理和

高效运维。在设备维护上,运用传感器和物联网技术可以实时监

控各类设施设备,比如空调、电梯、供水系统等。系统会自动记

录设备运行状态并提前发出预警,避免突发故障导致的停机或

损坏。维护人员通过信息系统能迅速掌握设备健康状况,制定合

理的维护计划,及时进行检修,极大地提升了维护效率和设备的

使用寿命。在能源管理上,能耗监测系统对建筑内的水、电、气

等能源消耗进行精细化管理,系统能提供详尽的能耗数据分析

各个时段的能源使用情况,发现浪费环节会提出优化建议。例如,

智能照明系统能够根据自然光照强度和人员活动情况自动调整

灯光亮度,既保证了照明需求,又节省了电能。在安全管理上,

视频监控系统、门禁系统和报警系统等亦能对建筑物进行全方

位的安全监控。发生异常情况时,系统能第一时间通知相关人员

并记录事件过程,为事后分析提供依据。在空间管理中,空间管

理系统能够实时掌握建筑物内各个区域的使用情况,优化空间

资源配置。比如,对办公楼来说,系统能分析会议室的使用频率

并提出合理的调配方案,提高会议室的利用率。由此可见,信息

化服务在运维阶段的应用极大地提升了建筑物的管理效率和

服务质量。设备维护更加智能化,能源管理更加精细化,安全

管理更加全面化,空间管理更加优化。这些策略保障了建筑物

的正常运行,也为使用者提供了更好的体验。信息化的深度融

合让传统建筑焕发出新的生机,迎来了更加智慧、绿色、高效的

新时代[3]。 

3 “互联网+”下的建筑工程项目管理创新 

在“互联网+”的推动下,“项目协同管理平台的构建与应

用,供应链管理的信息化与优化,风险管理与决策支持系统的信

息化”这三个方面的创新无疑是这场变革的核心力量(详见表

4.1)。以往的项目管理往往存在沟通不畅、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这些问题在大型工程项目中尤为突出。如今,借助互联网技术,

项目协同管理平台能够实现各方实时在线协作,各个节点的信

息传递和反馈都变得更加快捷和精准。比如,项目经理可以通过

平台随时了解工程进度,设计师和施工队伍也能实时共享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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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和施工进展。建筑行业的供应链相当复杂,从原材料采购到

设备租赁,再到物流运输,每个环节都有可能影响到项目的进度

和成本。传统的供应链管理往往依赖手工记录和线下沟通,效率

低下且容易出错。而现在引入ERP(企业资源计划)系统和大数据

分析,企业能够实现对整个供应链的精细化管理。供应商的信

息、材料的库存状况、运输的实时动态都可以通过系统实时监

控和调度。这不仅能够减少库存积压和物资短缺的风险,还能够

通过数据分析优化供应链布局,降低物流成本,提高资源利用效

率。另外,建筑项目本身就是高风险的产业,各种不确定因素随

时可能影响项目的进度和质量。利用信息化手段可以建立起一

个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涵盖从项目立项到竣工验收的各个环

节。风险评估系统能够根据历史数据和当前状况,预测可能出现

的风险点,并提供相应的预防措施；决策支持系统则通过对多种

方案的模拟和评估帮助管理层做出最优选择。这样一来,即使面

对复杂的市场环境和各种突发事件,项目管理者也能够有条不

紊地应对,最大程度地降低风险[4]。 

表4.1 “互联网+”下的建筑工程项目管理创新 

创新方面 具体措施 优点

项目协同管理平台 实现实时在线协作、信息共享 提高效率、减少沟通失误

供应链管理的信息化与优化 ERP系统、大数据分析 减少库存积压、降低物流成本

风险管理与决策支持系统 风险评估、决策支持 提高应对风险能力、优化决策

 

4 结语 

在“互联网+”时代,建筑工程项目信息化建设是一道必答

题。通过构建项目协同管理平台,优化供应链管理,强化风险管

理与决策支持系统,建筑工程项目的各个阶段都能实现更加高

效、智能的管理模式。未来,建筑工程项目信息化建设的深度和

广度将进一步拓展,行业内的各方应积极拥抱变化,不断学习和

应用新技术,推动信息化建设的持续发展。希望各方共同努力,

推动行业迈向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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