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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设项目管理是一个涉及面较广并且还复杂的科学。从横向上看，建设项目部除了与直接业务管理单位（即总承包单

位建立定期）进行沟通外，还应该与工程设计部、工程建设部、工程监理部、管理部、工程分包商等多个实体部门相合作，

达到协调发展的长远目的；从纵向上看，其中包括建设项目管理人员管理、材料管理、机电设备管理、招投标管理、成本管

理、安全管理等多种管理模式。并且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建设项目的结构也早已随着时代的发展开始日趋复杂，其

中包含的一些建设专业性也越来越强。为了提高建设项目管理的效率，必须建立先进的管理手段。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和工程

建设的发展，BIM技术与建设项目管理的结合成为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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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is a science which involves a wide range and is complex. From a horizontal perspective, 

in addition to communicating with the direct business management unit (i.e. regular establishment of the general contractor),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department should also cooperate with the engineering design department, the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department, the engineering supervision department, the management department, the engineering subcontractor and other entities to 

achieve the long-term goal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From the vertical perspective, including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personnel management, material management,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quipment management, bidding management, cost 

management, safety management and other management modes. And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the 

structure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has already become more and more complex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including some of 

the more and more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we must establish 

advanced management mean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he combination 

of BIM Technology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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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BIM 建模技术即建筑信息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这是一个基于建设项目中土建、安装设计、管

网财务、空气技术、材料等相关信息的虚拟施工模型，它是由计算机技术创造的，清晰地反映了施工过程中的真实情

况。它为工程项目的所有组织提供了一个开放的信息平台，大大提高了设计、施工、运营等方面的合作能力。确保数

据和信息的一致性和相关性，确保施工过程是可预测的，并为优化施工进度、项目管理和设计开辟一条新途径。 

1 BIM技术在建筑工程管理中的作用分析 
1.1 构建沟通平台 

建筑信息模型设计中的 BIM 技术可以解决二维设计图过于专业化的问题。一般来说，在系统学习之前很难解释高

度、切入点和层次，因此在应用过程中，管理者只能通过管理渠道进行管理，对项目的理解往往是片面的
[1]
。建筑信息

模型完全理解项目建议书。三维模型可以直观地发现存在的问题，也可以提高对管理项目的理解。该模型可以生成图

形和合成图。在设计、施工和运营过程中，也可以以可视化的方式进行沟通和决策，澄清问题，提高沟通效率。 

1.2 实现事前协同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建设单位和业主召开接口协调配合会议，找出接口问题的根源和解决办法，并对

各自市场出现的接口问题冲突及时进行补救，这种现象时有发生。BIM 平台建成后，可以实现预处理，有效反映接口问

题，以便在实施前解决问题
[2]
。最典型的是设计项目中的管道施工。BIM 碰撞控制程序可以识别管道中存在的问题，因

为改进可以产生进一步的效果。在改善了一般问题后，将再次进行碰撞，不断优化配管，制定合理有效的施工方案，

在项目实施前对整个项目效益的实现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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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国建筑工程项目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2.1 管理制度不健全，人才培育制度不完善 

传统的项目管理工作贯穿于整个项目周期的各个阶段。由于各方观点不同，项目管理不可避免地存在关注度不高、

协调困难等问题。管理水平参差不齐，没有足够的技能培训，甚至没有施工管理水平。这些问题导致建筑要求和工程

资质标准不明确，不能保证施工顺利进行
[3]
。 

2.2 成本管理被动，预算超额严重 

建筑工程公司往往根据市场资料，如材料的市场价格和固定的人工成本来预算一个项目的成本，却忽略了实际施

工环境、缺乏控制项目总成本能力等问题。在材料发包过程中，由于财务制度不完善，材料标准与设计图纸不一致，

容易造成浪费和材料积累，不能保证工程质量。许多建筑公司在施工阶段与开发商反复交涉，严重影响了工期的施工

进程，甚至造成预算过高或实际收入远高于预算成本的现象。 

2.3 项目进度的把控难度大 

工程建设阶段往往涉及建筑协调配合、施工、电气工程、空气工程、消防等方面。在传统的施工项目中，施工图

往往与现场不符，设计人员没有进行有效的现场勘察。一些经验丰富的施工人员擅自改变管道、桥梁等场地位置，造

成工程移交时图纸与场地不符，严重影响工程进度。鉴于建设工程的连续性和互联性，如果不能按照时间表的要求及

时完成任务，现阶段的任务就不能顺利进行。如果计划不能及时、科学地加以调整，将影响整个工程的进程
[4]
。 

2.4 项目信息的流通性差 

开发商、建设单位、设计队伍与项目管理人员沟通不及时，导致设计图纸不适应实际施工环境，设计条件不能满

足开发商的要求，项目管理不能顺利进行。缺乏资源信息共享平台，各部门对项目总体进度缺乏了解，无助于项目过

程的优化设计和改进，难以为未来的工程项目提供科学的推广方案。 

3 BIM建模技术在建筑工程项目管理中的应用 
3.1 用于建筑工程三维设计 

如果用二维工程图来表达建筑工程设计，这不仅缺乏直观效果，难以实现业主的愿望，而且设计的有效性也很低。

工程变更时，必须对图纸进行修改，延长设计周期，影响工程进度。BIM 技术在三维建筑工程设计中的应用有着明显的

优势：一是可以提高投影工作的效率；二是因为它构建了一个三维的视觉模型，设计表达比二维平面图更直观；三是

在与业主沟通时，设计师可以转向三维建筑工程设备在计算机上显示出空间效果；四是能方便地进行方正变换，优化

工程设计，并提供各种抹灰材料供业主选择
[5]
。 

3.2 建立建筑工程项目平台 

二维建筑工程图过于专业化。如果不进行系统的研究，一般人很难通过立面、剖面、平面来理解设计师所表达的

思想。业主、项目经理以及施工工作人员在对建筑工程项目的理解往往都是片面性的，很难会形成一个较为统一的理

解。假如说使用 BIM 建筑的信息模型，三维立体图能够直观的能够显现出设计之后的效果，其他的一些客户就会比较

简单的发现其中的一些毛病。建设项目各方在可视化虚拟建筑设施平台框架内进行沟通、协调和决策，大大提高了效

率，有利于提前实施协调。在建设项目开始前，制定合理可行的建设制度，防止人力、物力、财力的再加工。 

3.3 现场勘查与现场分析 

在方案设计过程中，首先要进行现场勘察，全面论证和分析场地的地形、地质、地貌、运行等条件。BIM 可以连接

定位系统，模拟整个场地及周边环境，获取相应的数据，为建设项目的规划设计给予出一些可靠性比较强的依据。从

而避免了传统的那些过度重视定性解析而忽略了定量解析的一些问题，不但变得更加快捷简单，还节约了很多的人力

资源。此外，BIM 还用于在一个可以 24 小时每天进行的虚拟环境中进行实地研究，相关数据可以方便地存储和传输。 

3.4 建筑工程项目施工管理 

如果施工项目不符合现场实际情况，将给施工管理带来重大困难，施工项目难以达到设计要求的效率。对于 BIM

提出的建设项目，在进行施工设计时，采用建筑信息模型比以往的二维工程设计更容易实现施工过程的选择和设计的

准确性。 

结束语 
总的来说就是，BIM 建模技术他使我国的项目管理的体制发生了改变。建筑工程师应该要明确 BIM 的建模技术的一

个重要性，努力的去适应工程设计要从二维模型转换到三维模型的一个重大变化，要不断的去更新一些有用的知识。

要充分的去发挥出 BIM 建模技术的一个优势，从而有效的去整合以及充分的开发该项目的建设各个阶段，完善项目管

理资源，拓展中国建筑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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