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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oderniz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eply affects all walks of life and promotes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in various industries and fields. However,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especially in the management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not widely used, which mak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slow. In order 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s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standardization, scie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with reality, this paper ana-
lyzes and discusses how to us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carry out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in the era of “Internet +”, in order to 
bring some help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ed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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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互联网 +”时代下的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建设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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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现代化背景下，信息技术深刻影响着社会各行各业，不断推动着各行业、各领域的改革创新。但在建筑行业，尤其是建筑
工程的管理问题上，信息技术却应用的不够广泛，这就使建筑业发展速度缓慢。为解决上述问题，有效提高建筑工程管理的
规范性、科学性与有效性。论文联系实际，就“互联网 +”时代如何运用信息技术开展建筑工程管理进行分析论述，以期为
相关工作的开展带来些许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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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与传统的工程管理手段相比，基于互联网的信息化管理

具有明显优势。利用各类技术手段构建起工程管理体系，通

过 BIM 技术、大数据技术以及相关的计算机软件实现对大量

工程数据的收集、分析、计算与处理，不仅可大大减少人为

误差，提高管理数据的精准性 , 也能提高工程管理效率，降

低工程管理成本 [1]。下面联系实际，就基于“互联网 +”的

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建设措施做具体分析。

2 建筑工程管理的特征特点分析

建筑工程的施工周期长、空间流动性高、物料资源用量

大并且种类繁多，因而建筑工程管理也是一项难度较大的工

作。建筑工程管理不仅包括物料、机械设备管理，还包括人员、

资金管理等，并且由于在工程施工建设期间存在很多不确定、

不稳定因素，因而工程管理计划也需要常常变更，方能确保

计划、组织、分配以及控制的公平性、合理性。具体来说，

建筑工程管理工作具有以下特征特点。

2.1 建筑工程管理涉及层面广

在进行建筑工程管理时，不仅要考虑生产管理，还需要

兼顾其他方面，如工程测绘、招投标、合同管理等。可以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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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工程管理具有很强的综合性特征，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

要想确保建筑工程管理的科学性、有效性，不仅需要各责任方

的高度参与，还需要各单位、各部门之间的默契配合 [2]。

2.2 建筑工程管理工作量大

建筑工程管理贯穿建筑工程的全生命周期。从工程立项

到竞标，从工程测绘到施工，从工程竣工验收到后续的维修

养护等，不仅时间长，且管理内容十分多，工作人员需要做

好人力资源管理、施工材料管理、机械设备管理、安全管理、

技术管理、质量管理等各项工作，且各项工作都要做到全面、

细致。但在工作量巨大而管理手段又相对落后的情况下，极

有可能出现管理不彻底、不及时等问题，使建筑工程的施工

建设与正常使用受到影响。

2.3 建筑工程管理制约性较大

建筑工程管理有内在的规律要遵循。从项目管理到工程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每一个管理目标的实现都需要一定的

过程。在进行工程管理时，工作人员需要遵循内在规律与外

部的相关规定科学制定管理计划、合理采取管理举措方能确

保建筑工程管理工作的科学性、合理性与有效性 [3]。

2.4 建筑工程管理信息流量大

在建筑工程施工建设阶段会产生大量数据信息，而这些

数据、信息都是开展工程安全管理、质量管理以及进度管理

的重要依据。在工程施工建设期间，各人员、部门需要注重

收集信息数据，并要实现关键信息在部门之间的共享，要能

以信息数据为基础制定工程管理方案、调整工程管理计划，

从而提升建筑工程管理水平与效率。

3 “互联网 +”时代下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建

设措施分析

3.1 基于信息技术建设智慧型工地

在建筑工程施工建设期间，工作人员需要收集、分析大

量的数据信息，如机械设备的规格参数、施工材料各原料比

例、刚度、密度等。收集与分析这些数据不仅耗时耗力，而

且还极有可能出现人为误差，最终导致施工方案与实际情况

不符。因此，在“互联网 +”背景下，有必要将计算机、大

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引进工程的施工建设过程，利用各类技

术手段打造智慧工地，进一步降低工程管理难度，提高工程

管理的规范性、有效性，提高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水平。例如，

可基于计算机创设整体的工程管理系统，让各部门参与到该

系统中。在工程施工建设期间，各部门通过自己的应用端收

集与共享工程数据，促进数据信息在系统中汇集，让管理人

员有更多的参考数据。也可将物联网等应用于工程建设过程，

利用其挖掘、分析、存储以及分享工程数据，并提供建筑工

程施工郭晨预测、专家预案，从而实现建筑工程的可视化智

能管理，提高建筑工程管理效率与质量 [4]。

3.2 加强建筑工程软件开发与应用

在“互联网 +”背景下，可充分应用各类专门的管理软

件对建筑工程各要素展开精细化管理，避免出现人为误差，

提高建筑工程管理的科学性、针对性。在工程施工建设期间，

可根据建筑工程类型、用途、施工建设特点，根据建筑工程

管理内容开发与应用相应的管理软件，利用信息化软件进行

数据收集、计算、分析以及处理加工等。同时，也可将软件

运行与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实时关联，从而实现对工程施工现

场的动态化、全面化管理 [5]。

建筑工程施工建设期间，可利用工程预测、自动控制等

先进技术应用于工程管理工作，通过对信息技术的应用减少

人工操作量，在提高工程管理效率的同时提升建筑工程管理

质量。此外，在“互联网 +”环境下，可基于建筑规模、类

型、技术难度等级、施工区域自然环境特征等编制对应的程

序接口，让工程财务管理、采购管理等具有专门的对接平台，

从而提高各项管理工作的规范化程度，提高工程管理工作的

开展速度。除此之外，为了确保建筑工程各项信息数据安全，

也可利用相关的网络安全防护技术对建筑工程管理信息系统

进行保护。例如，通过设置系统访问权限、信息存储监督等

及时发现不规范、不合理的管理行为，避免各类重要信息被

窃取、盗用或是篡改。

3.3 利用 BIM 技术开展建筑工程管理工作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BIM 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建筑

行业，并取得了较好的应用效果。BIM 技术具有可视性，模

拟性，能实时、动态收集与建筑工程相关的各项数据，并对

数据做出分析、整理与保存。这样既减轻了工作人员的工作量，

也有效降低了因信息数据不完整、不准确而对建筑施工造成

的影响，从而为建筑工程施工质量与施工进度、施工安全提

供了保障。此外，将 BIM 技术应用于建筑工程施工建设中，

负责工程项目施工建设的各部门、各人员、各种专业技术都

DOI: https://doi.org/10.26549/gcjsygl.v4i9.4989



33

工程技术与管理·第 04卷·第 09 期·2020 年 09 月

能更好地进协调与沟通，从而也为施工活动的顺利开展打好

基础。

在建筑工程施工建设中，经常是多专业、多工种交叉施

工，施工现场比较复杂，秩序相对混乱，使施工现场的安全

问题以及施工质量得不到保证。为此，可在房建施工阶段利

用 BIM 技术构建起工程三维模型，根据模型中所反映的各项

情况先完成材料采购、设备租赁与养护、各工种施工顺序安

排等施工准备工作。通过这些前期性准备措施降低施工过程

中的管理难度，让施工现场的秩序得到有效维护。同时也可

利用 BIM 技术进行虚拟施工，并根据建筑模型所反映出的具

体信息提前规划施工场地，确定出材料堆放位置、机械存放

位置，以此保证施工现场的有序性、规范性。

图 1 基于 BIM 技术的建筑信息模型

在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相关责任人可随时将已经完工

的房屋建筑结构、设备基础的测量数据等数据编入 BIM 模型

（如图 1 所示），并根据现场情况定期更新现场管理方案，

将修正并经过各设计单位、监理单位确定后的 BIM 模型作为

办理设计变更的依据和现场施工的依据，进一步提升建筑工

程管理的针对性、有效性。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互联网 +”时代，建筑企业必须积极转

变思想，高度接纳先进的工程管理理念与管理技术，要能根

据建筑工程实际情况灵活采用大数据、云计算、BIM 等各类

先进信息技术开展建筑工程管理工作，提升建筑工程管理信

息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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