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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建设背景下的市政工程施工管理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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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智慧城市概念的兴起，市政工程施工管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革需求。本文旨在探讨智
慧城市建设背景下市政工程施工管理的新模式、新技术应用以及管理流程的优化，以期为市政工程施
工管理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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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ise of the concept of smart city，municipa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is facing
unprecedented change needs.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discuss the new mode of municipa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management，the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management process in
the context of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 in order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municipa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Key words] smart city；municipal engineering；construction management；change

引言
市政工程建设管理信息化体系是指在市政工程建设管理

过程中，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构建的一套完整的管理系统，旨在

提高市政工程建设管理的效率、准确性和透明度，促进城市基

础设施建设的科学化、规范化和可持续发展。市政工程建设管

理信息化体系的建立，不仅可以提高市政工程建设的管理水平

和效率，还能促进城市基础设施的可持续发展，推动城市现代

化建设的进程。

1.智慧城市的定义与特征
1.1 信息化基础设施

智慧城市的基础特征之一是拥有高度发达的信息化基础

设施，这包括高速宽带网络、无线网络覆盖、以及物联网（IoT）

设备的广泛部署。这些基础设施为城市提供了数据收集、传输

和处理的能力，使得城市管理者能够实时监控和管理城市运行

状态。例如，通过部署智能传感器，城市可以监测空气质量、

交通流量、能源使用情况等关键指标，从而实现对城市环境的

精细化管理。此外，信息化基础设施还支持市民的数字服务，

如电子政务、远程教育、在线医疗等，极大地提升了公共服务

的效率和质量。

1.2 智能化决策支持

智能化决策支持系统利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AI）和

机器学习技术，对收集到的海量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为城市

管理者提供决策支持。例如，通过分析交通数据，系统可以预

测交通拥堵情况，并自动调整交通信号灯的时序，以优化交通

流。在公共安全领域，智能化决策支持系统可以帮助警方预测

犯罪热点，提前部署警力，提高执法效率。这种基于数据的决

策支持使得城市管理更加科学、精准和高效。

1.3 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这意味着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要充分考虑环

境保护、资源节约和社会公平。例如，通过智能电网和分布式

能源系统，城市可以更有效地管理能源消耗，减少碳排放。在

城市绿化方面，智慧城市利用智能灌溉系统和水资源管理系

统，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保护生态环境。此外，智慧城市还

注重提升市民的生活质量，通过智能交通系统减少交通拥堵，

通过智能医疗系统提供便捷的医疗服务，从而实现经济、社会

和环境的和谐发展。

2.智慧城市建设对市政工程施工管理的影响
2.1 施工过程的数字化转型

智慧城市建设推动了市政工程施工管理的数字化转型，传

统的施工管理依赖于纸质文档和人工记录，而数字化转型则通

过引入建筑信息模型（BIM）、物联网（IoT）设备和云计算平

台，实现了施工过程的实时监控和数据驱动的决策。BIM 技术

使得施工团队能够在虚拟环境中模拟施工过程，预测潜在问

题，优化施工方案。IoT 设备则可以实时收集施工现场的数据，

如材料使用、设备状态、工人安全等，通过云计算平台进行数

据分析，提高施工效率和安全性。

2.2 项目管理的精细化，

智慧城市建设要求市政工程施工管理更加精细化，通过引

入项目管理软件和大数据分析工具，施工管理者能够对项目进

度、成本、质量等关键指标进行精确控制。例如，利用项目管

理软件，管理者可以实时跟踪项目进度，及时发现和解决延误

问题。大数据分析工具则可以帮助管理者分析历史数据，预测

未来趋势，优化资源配置。这种精细化的项目管理有助于提高

市政工程的质量和效率，降低项目风险。

2.3 风险管理的智能化

智慧城市建设促进了市政工程施工风险管理的智能化，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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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集成传感器、无人机、智能摄像头等技术，施工现场的风险

监控变得更加全面和及时。例如，无人机可以定期巡视施工现

场，及时发现安全隐患。智能摄像头可以实时监控施工区域，

自动识别异常行为。此外，利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可

以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预测潜在风险，提前采取预防措

施。这种智能化的风险管理有助于减少施工事故，保障工人安

全。

2.4 供应链管理的优化，

智慧城市建设对市政工程施工的供应链管理提出了更高

要求，通过引入供应链管理系统和区块链技术，施工管理者能

够实现供应链的透明化和高效化。供应链管理系统可以实时跟

踪材料和设备的供应状态，确保施工进度不受影响。区块链技

术则可以提高供应链数据的可靠性和安全性，防止信息篡改和

欺诈行为。这种优化的供应链管理有助于降低成本，提高施工

效率，确保市政工程的顺利进行。

3.当前市政工程施工管理存在诸多问题
3.1 信息不对称

在当前的市政工程施工管理中，信息不对称是一个普遍存

在的问题。由于缺乏有效的信息共享机制，项目参与方之间往

往存在信息壁垒。例如，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之间

的沟通不畅，导致设计变更、施工计划调整等重要信息不能及

时传达，影响施工进度和质量。此外，政府部门与施工企业之

间的信息不对称也较为严重，政府往往难以获取施工现场的真

实情况，而施工企业则可能因为信息不透明而无法准确把握政

策导向和市场需求。这种信息不对称不仅增加了项目管理的复

杂性，也降低了决策的准确性和效率。

3.2 资源配置不合理

资源配置不合理是市政工程施工管理中的另一个突出问

题，由于缺乏科学的资源规划和调度机制，施工过程中经常出

现资源浪费和短缺并存的现象。例如，在材料采购方面，由于

缺乏有效的需求预测和库存管理，可能导致材料过剩或不足，

影响施工进度和成本控制。在人力资源配置方面，由于缺乏对

施工人员技能和数量的精确评估，可能导致人员配置不当，影

响施工效率和质量。此外，设备资源的配置也存在类似问题，

设备利用率低或过度集中使用都会对施工造成不利影响。

3.3 施工效率低下

施工效率低下是市政工程施工管理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这

主要表现在施工进度缓慢、返工率高、安全隐患多等方面。施

工进度缓慢可能是由于施工计划不合理、施工方法落后、现场

协调不畅等原因造成的。返工率高则可能是由于设计变更频

繁、施工质量控制不严、材料和设备不符合要求等原因导致的。

安全隐患多则与施工现场管理不善、安全教育培训不足、安全

设施不完善等因素有关。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了市政工程

的交付时间，也增加了施工成本，降低了工程质量，给城市建

设和居民生活带来了不利影响。

4.智慧城市建设背景下的市政工程施工管理变革的
策略

4.1 推广 BIM 技术应用

在智慧城市建设背景下，BIM 技术能够在设计、施工和运

维全过程中提供三维可视化模型，实现信息的集成和共享。通

过 BIM 技术，施工团队可以提前模拟施工过程，优化施工方案，

减少设计变更，提高施工质量和效率。此外，BIM 技术还能够

支持施工过程中的冲突检测和风险评估，确保施工安全和进

度。BIM 技术的应用不仅限于设计和施工阶段，它还能够延伸

到运维阶段，为设施管理提供支持。例如，通过 BIM 模型，运

维人员可以快速定位设施问题，进行有效的维护和修复。BIM

技术还能够与物联网（IoT）技术结合，实现设施的智能监控

和预测性维护，延长设施的使用寿命，降低运维成本。为了推

广 BIM 技术的应用，需要从政策层面提供支持，鼓励和引导施

工企业采用 BIM 技术。同时，还需要加强 BIM 技术的培训和教

育，提升施工人员的技术能力和应用水平。

4.2 实施数字化施工管理

通过引入物联网（IoT）、云计算和大数据分析等技术，

实现施工现场的实时监控和数据驱动的决策。数字化施工管理

可以提高施工过程的透明度，优化资源配置，减少浪费，提高

施工效率。同时，数字化平台还能够支持远程协作和移动办公，

提升施工管理的灵活性和响应速度。数字化施工管理的核心是

建立一个集成的数字化平台，该平台能够收集和处理来自施工

现场的各种数据，包括材料使用、设备状态、工人安全、环境

监测等。通过云计算平台，这些数据可以实时传输和存储，支

持大数据分析，为施工管理提供决策支持。例如，通过分析施

工进度数据，管理者可以及时调整施工计划，避免延误。通过

分析安全数据，可以及时发现安全隐患，采取预防措施。技术

层面，需要投资建设高速的网络基础设施，部署智能传感器和

设备，开发和集成数字化平台。

4.3 强化项目风险管理

在智慧城市建设背景下，通过建立风险识别、评估和应对

机制，施工管理者可以提前预测和防范潜在风险。利用智能传

感器、无人机和智能摄像头等技术，实时监控施工现场的安全

状况，及时发现和处理安全隐患。此外，通过大数据分析和人

工智能技术，可以对历史数据进行分析，预测未来风险，制定

有效的风险应对措施。风险管理的核心在于建立一个全面的风

险管理体系，该体系包括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监控和风

险应对四个环节。风险识别需要施工团队对项目可能面临的各

种风险进行全面的梳理，包括技术风险、市场风险、法律风险、

环境风险等。风险评估则是对识别出的风险进行量化分析，确

定其可能性和影响程度。风险监控是通过实时数据收集和分

析，监控风险的变化趋势，及时发现新的风险点。

4.4 优化供应链管理

通过引入供应链管理系统和区块链技术，实现供应链的透

明化和高效化。供应链管理系统可以实时跟踪材料和设备的供

应状态，确保施工进度不受影响。区块链技术则可以提高供应

链数据的可靠性和安全性，防止信息篡改和欺诈行为。这种优

化的供应链管理有助于降低成本，提高施工效率，确保市政工

程的顺利进行。供应链管理的核心在于建立一个集成的供应链

平台，该平台能够连接供应商、施工企业和政府部门，实现信

息的实时共享和协同工作。通过供应链管理系统，施工企业可

以实时了解材料和设备的需求和供应情况，优化库存管理，减

少库存成本。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则可以确保供应链数据的真实

性和不可篡改性，提高供应链的透明度和信任度。

4.5 提升施工人员技能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施工方法的创新，施工人员需要不断更

新知识和技能，以适应新的施工环境和要求。这包括掌握 BIM

技术、数字化施工工具和智能设备的操作技能，以及项目管理

和风险管理的知识。此外，施工人员还需要具备良好的沟通和

协作能力，以适应多学科、多部门合作的施工环境。提升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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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技能的途径包括职业培训、继续教育和实践经验的积累。

职业培训可以通过专业的培训机构进行，提供系统化的技能培

训课程。继续教育则可以通过在线学习平台和研讨会等形式进

行，让施工人员能够随时更新知识和技能。实践经验的积累则

需要在实际施工过程中不断学习和总结，通过解决实际问题来

提升技能。

4.6 建立智慧施工监管体系

通过集成物联网（IoT）、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等技术，

实现施工现场的实时监控和智能分析，提高监管的效率和准确

性。智慧施工监管体系可以实时收集施工现场的数据，包括施

工进度、质量控制、安全状况等，通过大数据分析，及时发现

问题并采取措施。智慧施工监管体系的核心在于建立一个集成

的监管平台，该平台能够连接施工现场的各种智能设备和传感

器，实现数据的实时收集和分析。通过物联网技术，监管平台

可以实时监控施工现场的安全状况，及时发现安全隐患。通过

大数据分析，监管平台可以对施工数据进行深入分析，预测潜

在问题，提供决策支持。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则可以提高监管

的智能化水平，实现自动化的风险评估和问题识别。

结束语
在智慧城市建设的浪潮中，市政工程施工管理的变革不仅

是技术的升级，更是管理理念和模式的革新。通过推广 BIM 技

术、实施数字化施工管理、强化项目风险管理、优化供应链管

理、提升施工人员技能以及建立智慧施工监管体系，我们不仅

能够提高施工效率和质量，还能够实现施工过程的透明化和智

能化。这些变革策略的实施，将极大地推动市政工程施工管理

向着更加高效、安全、可持续的方向发展。随着技术的不断进

步和应用的深入，我们有理由相信，智慧城市建设将为市政工

程施工管理带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奠

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曾亮亮.市政工程建设管理信息化体系构建研究[J].中

国建设信息化，2024，（13）：74-77.

[2]罗洪，文祝，周贵富.基于智慧城市建设的多功能型井

盖应用分析[J].城市建筑空间，2023，30（S2）：208-209.

[3]欧林联.智慧城市理念在市政道路项目管理中的应用

[J].绿色建造与智能建筑，2023，（11）：127-129.

[4]张晶.智慧城市建设背景下市政工程档案管理研究[J].
兰台世界，2023，（08）：82-84.

[5]倪秀松.智慧城市背景下工程档案信息化管理研究[D].

福建师范大学，2022.

[6]周文波.论智慧城市建设与管理[J].中国市政工程，

2017，（01）：1-3+89.

上接第 257 页
市基础设施体系。充分运用第五代移动通信、工业互联网、大

数据等技术构建万物互联的网络体系，全面推进CIM平台建设。

以 CIM 基础平台为底座，推动物联网在城市基础设施、智能网

联汽车、智慧社区、智能建造、智能城管等领域的广泛应用。

实施智能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聚焦超大城市治理，加快

传统基础设施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深化新型基础设

施与传统基础设施跨界融合发展。重点实施智慧轨道、智慧路

网、智慧停车、智慧供水、智慧排水、智慧管网、智慧社区等

智能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智能网联汽车发展、智能

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

推进城市运行“一网统管”。打造“集约化、规范化、可

视化”城市管理大数据云平台，连接道路交通、水电气系统、

园林等各类基础设施全要素信息，通过对城市基础设施信息数

据的全面掌握、动态掌控及决策分析，掌握城市运行内在规律

和特征，创新数据治理，提供城市“智”理良方，提升城市精

细化管理与服务水平，实现城市管理事项“一网统管”。

三、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
（一）提升城市交通水平

着眼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战略机遇，构建主城都市区

“1 小时通勤圈”，提升“一区两群”内畅外联水平，以建设

多层次的一体化轨道交通网络、构建畅通高效的城市道路网

络、加快公交场站建设、构建高品质特色慢行系统、优化停车

设施供给等 5项举措为抓手，加快形成现代化的城市综合交通

体系，支撑西部国际综合交通枢纽建设。

（二）构建健康高效水资源系统

强化“上游意识”、担起“上游责任”、体现“上游水平”，

强化水资源的多元统筹、循环高效使用，加快补齐城镇供排水

设施短板，完善防涝体系，提升污水污泥收集处理能力，积极

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着力构建“城市用水—排水—再生处理—

水系生态补水—城市用水”水循环系统。

（三）打造生态园林城市

以构建多类型、多层次、多功能、成网络的高质量绿色空

间体系为目标，加大城市园林绿化建设，坚持以绿兴业、以绿

惠民，重塑城市和自然的关系，以塑造高质量绿色空间、彰显

“两江四岸”水韵之灵、着力打造城市“清水绿岸”等 3项举

措为抓手，着力建设以绿为体、山水相依的城市绿色景观系统，

彰显山水城市意象，为创建生态园林城市打下坚实基础。

（四）强化区域能源保障

紧扣 2030 年前碳排放达峰目标，统筹建设电力、天然气

等能源基础设施，加快调整能源结构，推进能源梯级互补利用，

突出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深化区域能源合作，以完善

多源多向的电力保障体系和天然气基础设施为抓手，构建内畅

外通、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多元智能的现代能源体系。

（五）提升城市安全韧性

以构建安全可靠的防洪体系、提升抗御地震灾害能力、构

建现代化消防救援体系、构建现代化人民防空体系、提升城市

管线安全水平等 5项举措为抓手，构建综合性、全方位、系统

化、现代化的防灾减灾体系，织密织牢全方位、一体化的公共

安全网，建设韧性城市，确保城市基础设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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