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管理 
第 6 卷◆第 3 期◆版本 1.0◆2025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737-4580(P) / 2737-4599(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0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新 形 势 下 工 程 管 理 信 息 化 建 设 探 究  
 

宋娟 1  聂耿强 2 

1.山东迅捷工程项目咨询有限公司；2.东营黄河口绿洲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摘  要] 现代建筑工程项目普遍规模庞大、成本高昂，且施工技术的专业性和复杂性随着新工艺、新

材料的应用而不断提升。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工

程管理，实现工程成本和施工技术的规范化管理，已成为建筑企业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本文探讨建

筑工程管理信息化的重要性，分析现存问题，并提出推进信息化的策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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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dern construction projects are generally large in scale and high in cost，and the professionalism 

and complexity of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re constantly improving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ology 

and new materials.In this context，how to use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manage the project under the 

premise of ensuring the project quality，and realize the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of project cost and 

construction technology，has become a key problem to be solved by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informatization，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and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ic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informa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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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经济的稳健增长以及科技的迅猛进步，建筑行业

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格局。人们对于建筑质量的要求日益提升，

各类建筑项目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这无疑对工程管理提出

了更为严苛的要求。信息技术的引入，宛如一场及时雨，为工

程管理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极大地提高了管理效率与质量，

对于完善工程管理体系、促进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然而，在当下这一全新的形势下，高标准、高质量

的建筑需求愈发凸显，迫切需要我们大力推进工程管理信息化

进程。在此过程中，深入剖析现存问题显得尤为关键，只有这

样，才能确保工程管理的效率和成效，进而更好地满足时代发

展的迫切需求。 

1 在新形势下推进建设项目管理信息化所具有的核

心价值观 
1.1 提高企业经营效率 

在当前的建筑行业里，施工企业面临着诸多难题。人员流

动频繁、劳动密集度高、企业规模庞大、项目分布广泛，建设

周期又漫长。这些特性让传统的信息沟通和管理方式渐渐跟不

上节奏，没办法满足现代施工企业高效、精准管理的需求。企

业内部以及项目之间的信息流通不顺畅，特别是水平和垂直方

向存在沟通阻碍，严重限制了建设项目的推进速度和完成质量
[1]
。不过，随着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信息化管理给施工企业带

来了巨大变革。它突破了传统管理方式的局限，打破了时间和

空间的限制，为企业打造了一个全新、高效的信息交流环境。

通过信息化管理平台，企业能够实现内外信息全面、准确、及

时地传递，保证信息的时效性和准确性，给决策提供有力支撑。

另外，信息技术还极大地推动了各方之间的有效协作。它加强

了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设计单位以及监理单位之间的沟通与

合作，让项目进展更加顺利，问题处理更加及时。这种高效的

协作模式不但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管理效率和水平，还为项目的

成功实施打下了坚实基础。所以，信息化管理已成为施工企业

提升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途径。 

1.2 推动建造工艺的创新 

在经济与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背景下，建设工程行业正经

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建设

项目的数量呈现出井喷式增长，同时项目的规模与复杂度也在

不断提升。面对这一挑战，如何对复杂多变的建设项目实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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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管理，确保各参与方之间的紧密协调与配合，成为了提升项

目整体质量与效益的关键所在。通过引入先进的信息技术手

段，企业能够大幅缩短运营周期，提高管理效率
[2-3]

。其中，办

公自动化软件和信息管理平台的应用尤为突出。这些工具不仅

实现了项目管理的集中化与系统化，还推动了管理过程的数字

化转型。通过这些平台，项目相关的精细数据得以全面展示，

为管理者提供了清晰、直观的信息支持，使得项目管理更加真

实、便捷。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企业能够实现

对项目进度的实时监控、风险的精准预测以及资源的优化配

置，从而进一步提升项目管理的科学性与精准度。综上所述，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建设工程行业的变革与创新提供了强

大动力，也为项目管理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1.3 最大限度地保护和管理数据 

步入信息飞速发展的时代，信息技术在建设项目管理领域

掀起了巨大变革。借助数字化手段，建设项目管理里的各类书

面记录与信息内容，得以高效整合并统一存储在先进的信息数

据库系统之中。这一转变，极大简化了复杂数据的管理流程，

让数据的准确性和可追溯性得到显著提升。对比传统管理模

式，信息技术在数据保存、整理、收集等环节的优势尤为突出。

传统方式下，数据常常处于散乱状态，查找起来困难重重，还

容易出错，在保证信息完整性上更是困难。而信息技术的应用，

彻底扭转了这一局面。它实现了信息的实时录入与全面存储，

能保证数据及时更新，维持完整性，大幅提高数据处理、采集、

传输以及存储的效率。除此之外，信息技术的引入，还加快了

信息共建共享的步伐，让项目各参与方获取所需信息更加方

便，协同工作效率也随之提高。同时，凭借严格的数据加密和

访问控制机制，信息化系统有力增强了信息安全性，有效防范

数据泄露和非法访问的风险。更为关键的是，信息技术的应用

规避了人为失误造成的数据丢失问题，为企业管理和信息管理

筑牢了坚实保障。这不仅有利于提升企业运营效率和管理水

平，更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奠定了稳固根基。 

1.4 推动节省费用和提高效率 

依托数字技术构建的智慧管理体系，可有效应对工程项目

中多维度协同难题。通过建立标准化数据交互平台，实现项目

全要素动态监控与智能分析，为管理决策层提供精准化数据支

撑。这种技术革新在降低运营成本的同时，显著提升了项目管

理效能。在物资供应链管理环节，BIM 协同平台与物联网传感

装置的集成应用，实现了建材质量溯源追踪与市场价格波动预

警。某大型基建项目实践表明，通过云端集采系统可使材料成

本偏差率降低至 1.2%，采购周期压缩 32%，同时利用区块链技

术确保供应商资质审查的不可篡改性。基于云计算的项目管控

体系，可对施工进度、质量安全、成本构成等关键指标进行实

时可视化监测。通过部署大数据分析模型，某商业综合体项目

成功预测并规避了 17 项潜在工程变更风险，造价管控精度提

升至 98.5%。这种全周期动态监管模式使工程预算执行偏差控

制在行业标准的 1/3 以内。数字化管理转型带来的经济效益显

著，据行业调研数据显示，应用智慧工地系统的建筑企业平均

利润率提升 4.2 个百分点，项目交付准时率提高至 91%，有效

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与盈利水平。 

2 新形势下推进建设项目管理信息化所要面对的问题 
2.1 信息化应用的深度和广度不够 

与国外同行相比，国内施工企业在信息技术开发与应用方

面起步相对滞后，实践经验与应用水平存在明显差距。这种差

距导致部分建设项目在信息化应用过程中遭遇瓶颈，主要原因

在于管理者的专业素养和对信息技术的理解程度。目前，信息

技术在建设项目中多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实际操作中对软件

技术的掌握不够熟练，未能充分发挥其实际应用价值，从而限

制了信息技术在项目管理中的深度应用与广泛推广。 

2.2 信息化认识与应用存在断层 

在当前施工企业的运营环境中，信息化水平普遍处于较低

层次。许多管理者仍深陷传统的管理思维模式，对信息技术

（IT）的重要性认识严重不足，过度依赖过往积累的经验进行

管理决策。这种现象直接导致 IT 在企业管理流程中的实际利

用率偏低，无法充分发挥其在提升效率、优化决策等方面的潜

在价值。同时，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以及企业与外部合作伙伴、

监管机构等之间的信息交流存在严重阻碍，信息传递不及时、

不准确的情况屡见不鲜，这极大地限制了信息技术在项目管理

全流程中的深入应用，难以实现通过信息化手段对项目进度、

成本、质量等关键要素的精准把控与动态管理。 

2.3 信息化开发应用受限 

建筑业的产业结构呈现出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特征，这些

企业在推进信息化进程中面临着诸多严峻挑战。一方面，专业

信息化人才的短缺使得企业在进行信息化系统的开发、维护与

升级时力不从心，难以根据自身业务特点打造出贴合实际需求

的信息化解决方案；另一方面，资金不足的问题也成为制约中

小企业信息化发展的关键瓶颈，有限的资金难以支撑大规模的

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软件采购以及人员培训等费用。这些因

素共同作用，导致中小企业的信息化程度长期处于较低水平，

在推广和利用先进信息技术方面困难重重，与那些在信息化管

理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大型企业之间的差距愈发显著，在市场

竞争中逐渐处于劣势地位。 

2.4 人力物力投入不足 

企业领导对信息技术战略意义的重视程度不够，未能将信

息化建设提升到企业长远发展的核心战略高度，这使得企业在

信息化领域的资源配置严重不足。专业人才的匮乏使得企业在

面对复杂的信息化技术难题时缺乏有效的应对能力，无法充分

挖掘信息技术的潜力。同时，资金投入不足限制了企业在信息

化硬件设备更新、软件系统研发与采购、信息化培训等方面的

投入，进而制约了企业的信息化改造进程与员工信息化技能的

提升。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各行业的当下，这种人力物力投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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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缺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使其在获取优质项目资

源、提升客户满意度等方面面临巨大压力。 

3 新形势下推进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的优化策略 
3.1 提升信息化应用效能 

在当前新形势下，建筑企业若想切实有效地推进建筑工程

管理信息化进程，首先要做的便是紧密贴合项目实际情况，精

心制定具有高度可行性的战略规划。这一规划犹如施工管理过

程中的指南针，为各项工作的开展提供清晰明确的方向指引。

与此同时，企业还需把重点放在信息系统的开发与持续优化

上，深度挖掘信息技术所蕴含的巨大潜力，全方位展现其在工

程管理中的独特优势。部分管理层对信息化技术存在一定偏

见，尚未充分认识到信息化管理的价值，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

了信息化技术在建筑工程管理中的推广与应用。为改变这一现

状，企业应积极组织开展针对性强的培训与教育活动，通过系

统的学习与实践，让管理层亲身体验信息化技术为工程管理带

来的便利与高效，从而增强他们对信息化技术的信心，提高对

其的接受度
[4-5]

。当管理层真正认可并积极推动信息化技术的应

用时，建筑工程管理中信息化技术的应用效率也将随之大幅提

升。统一应用信息技术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关键举措。企业应

依据不同工作的特点进行精准定位，尤其是在招标过程中，要

充分发挥信息化技术的优势。通过信息化手段，可对招标流程

进行严格把控，从招标文件的发布、投标单位的资格审查，到

开标、评标等各个环节，都能实现高效、透明的管理，从而确

保项目质量，为企业赢得更多利润。传统的批量定额管理方式

往往会使管理过程变得复杂繁琐，容易出现信息沟通不畅、部

门协作效率低下等问题。引入信息化管理技术后，各部门与项

目之间的沟通协作将更加顺畅。借助信息化平台，不同部门能

够实时共享信息，及时协调工作进度，避免出现工作脱节或重

复劳动的情况。企业还可以通过信息化系统对各部门的工作进

行严格管理与监督，优化管理流程，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从

而全面提升企业的信息化应用水平，为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的

深入推进奠定坚实基础。 

3.2 加强建筑管理人才培养与引进 

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建筑行业的当下，建筑企业面临着前所

未有的机遇与挑战，而高素质信息化管理人才成为企业制胜的

关键因素之一。建筑企业应构建一套全面且科学的人才培养体

系，定期组织专业培训课程，内容涵盖前沿的信息化管理理念、

先进的项目管理软件应用以及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等。同时，

设立明确的奖惩机制，对于在信息化管理实践中表现出色、积

极推动技术创新应用的人才给予丰厚奖励，激励员工不断提升

自身技能；对于未能跟上信息化发展步伐的员工，提供针对性

辅导，若仍无改善则进行相应惩处。此外，采用 “走出去” 与 

“引进来” 相结合的策略，一方面鼓励内部员工参与行业高

端研讨会、学术交流活动，拓宽视野，汲取外部先进经验；另

一方面，积极吸引行业内知名的信息化管理专家、技术骨干加

入企业，为企业注入新鲜血液，全方位提升人才技能，进而增

强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3.3 优化信息化平台建设 

建筑企业的信息化管理平台是实现高效管理的核心枢纽。

企业需全方位完善这一平台，在功能上追求实时化，确保项目

进展、人员动态、物资调配等信息能够即时更新，让管理者随

时掌握最新情况；做到精细化，对每一个施工环节、成本支出、

质量监控点进行细致入微的管理；达成多元化，整合项目管理、

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多个模块，实现一体化运作。通过

这些举措，提升管理效率与质量，保障信息在企业内部安全、

顺畅地流通。同时，推动管理朝着规范化、精准化方向发展，

严格遵循既定的管理流程与标准，减少人为失误。在此过程中，

企业必须高度重视资金投入与资源调配，确保有充足的资金用

于平台的升级维护、技术研发，合理调配人力、物力资源，为

信息化平台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3.4 发挥信息管理优势 

信息技术与工程管理的深度融合是推动行业发展的强大

动力。将先进的信息技术全面融入工程管理的各个环节，利用

传感器、物联网等技术实现信息的自动化收集，无论是施工现

场的设备运行数据、环境参数，还是人员的工作状态等都能实

时采集；借助高效的存储系统，安全可靠地存储海量数据，方

便随时查询调用；通过高速网络实现数据的快速交换，打破部

门之间、项目参与方之间的信息壁垒；运用智能管理系统对收

集到的数据进行深度分析与系统管理，挖掘数据背后的价值。

如此一来，不仅能大幅提高管理效率，还能为管理者提供精准、

全面的决策支持，有力推动工程管理朝着智能化、高效化方向

大步迈进。 

结语 
在社会经济稳定增长下，国家对建筑工程管理质量效率提

出更高要求。加强管理建筑工程信息化建设，成为提升管理水

平的关键。需强化信息技术应用，培养高素质管理人才，完善

增强信息化平台。通过发挥信息技术优势，提升管理效果，促

进建筑行业可持续发展，提高工程质量，企业竞争力，助力经

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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