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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建筑工程行业中将信息化技术加以实践运用可以有效的促进管理工作整体规范性和合理性的提升，不但能够促进工

程施工效率和施工质量的提升，并且也可以增强建筑工程项目的整体综合性。但是就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实际情况来说，整

体水平还没有达到成熟的状态，其中还存在诸多的问题，从而为民众的出行带来了一定的限制，务必要加以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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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overall 

standardization and rationality of management, not only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efficiency and 

construction quality, but also enhance the overall integration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However, in terms of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informatization, the overall level has not yet reached a mature state, and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which bring certain restrictions for people's travel, so 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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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信息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这种发展形势下我国社会诸多领域的

信息化水平也随之逐渐的提升，尤其是在我国建筑工程行业中信息化程度十分的关键，将信息化技术切实的引用到工

程管理工作之中，在促进项目工程施工质量和施工效率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并且也可以有效的控制工程的整

体成本，促使施工单位能够获得更加丰厚的经济收益，为建筑工程行业的未来稳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的重要意义 

社会的稳步快速发展为建筑工程行业的发展壮大带来了诸多的机遇，从而促进了建筑工程规模和数量的不断增加，

建筑管理标准也随之提高。建筑工程项目管理工作的效果与建筑工程施工质量密切相关。当下我国很多建筑工程施工

单位因为一味的追求获得更加丰厚的经济收益，所以还在沿用以往老旧模式带动管理方法，这样对于是无法有效的规

避突发情况的发生的。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能够切实的提高建筑工程项目管理工作的效率，确保工程是质量能够达到

规定的标准要求。在建筑工程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建筑的整体规模也在逐渐的壮大，从而促进了建筑工程管理工作涉

及范围的扩展，其管理工作内容也越发的复杂。以往老旧的建筑工程管理模式已经无法在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了，从

某种层面上也会对建筑工程行业的发展形成巨大的阻碍，并且也会损害到建筑工程施工效率，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的

运用能够切实的规避上述问题
[1]
。将信息化技术切实的引入到建筑工程管理工作之中能够促进管理工作整体水平的提升，

建筑施工单位管理工作人员也可以利用信息化技术来增进各个部门的沟通和联系，尽可能的控制沟通成本。在组织实

施建筑工程项目施工工作的时候，施工方案的制定、施工材料的准备、施工方案的实施、现场管理工作的落实、工程

验收等多项工作都会对建筑工程管理工作造成巨大的困难，以往建筑工程管理模式的运用往往会增加工程管理的成本，

而将信息化技术加以实践运用可以切实的提升各类资源的利用效率，尽可能的缩减管理成本，增强建筑工程施工单位

的综合实力。 

2 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的基本情况 

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可以说是工程设计、施工工作信息化在整个行业的渗透，就其本质来说，其可以为生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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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作的良好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并且对于控制工程成本也可以起到良好的辅助作用，从而促使施工单位能够

获得丰厚的经济收益。在实践中，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与生产信息化的侧重点存在明显的差别。在整个生产领域中，

计算机辅助设计是信息化的突出特征，其可以提供的工具主要被运用在生产环节之中。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将关注力

放在了管理要素中，所以其可以提供的工具往往都被放在管理工作中。部分企业选择运用信息化管理系统来出对生产

管理要素进行模拟，这样能够有效的提升管理工作的整体水平
[2]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我国就逐渐的开始将简单

的信息管理技术在工程建设和管理中加以实践运用，有效的提升了管理工作的整体水平。在历经了三十年的发展之后，

我国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技术被大范围的运用到了实践管理工作之中，这些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方法和技术的运用往

往都依赖于计算机的辅助，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完成了人工智能的转变，从而能够有效的规避人工操作造成的诸多

风险和隐患，其次也可以有效的解决以往人工计算所存在的效率低下，信息处理质量高低不齐的问题。就建筑工程管

理信息化发展的历程来说，主要历经了六个阶段，也就是：初始阶段、传播阶段、控制阶段、集成阶段、数据管理阶

段、成熟阶段。在各个阶段中技术所表现出来的特征也是不尽相同的。其中初级阶段实质是壹计算机为核心，项目或

者是管理工作的实施都是运用计算机加以统计和计算的，在步入到传播阶段的时候，各个部门之间通过相互交流和学

习来进行攒波。在控制阶段、集成阶段，企业针对所有部门的管理要素和信息化管理工作都会进行同意的管理、优化、

集成。在数据管理过程中，将数据当作是企业要素的重点资源来实施管理。
[2]
 

3 信息化在建筑工程管理中的应用现状 

3.1 信息化管理的程度低下 

当下，我国信息技术被切实的大范围运用到了管理工作之中，但是并非是各项管理工作都可以实现信息化，其中

也会存在人工操作的情况。很多施工单位都没有彻底的摆脱以往老旧的管理模式的舒服，在实施资源管理工作的时候，

只会在施工资料以及机械设备额运送到施工现场之后才会实施管理工作，工作人员应当及时的对数据信息进行统一的

收集和管理，如果不能实现将信息化管理工作加以落实，那么必然会对工程项目施工效率和施工质量造成巨大的影响
[3]
。 

3.2 项目管理的信息化水平低下 

在实际组织实施建筑工程项目信息化管理工作的时候，工作人员务必要加强软硬件设备的操作，但是就管理工作

实际情况来说，部分建筑施工单位信息化专业人才较少，无法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这样对于企业信息化管理工作的

发展必然会造成诸多的限制。其次，部分施工单位的施工技术的运用具有较强的局限性，在实践中还在沿用老旧的人

工管理的方式，这样必然会影响到管理工作的整体效率和效果，并且会对工程管理工作带来诸多的隐形风险。 

3.3 共享信息交流和传播程度低下 

当下，我国正处在信息化快速发展的阶段，人们生活中会接触到诸多信息技术产品，所以为了切实的提升信息技

术的使用效果，还需要加大力度实施信息技术的宣传推广工作。基层工作人员应当对信息技术加以全面的了解，这样

才可以确保在实践中加以信息技术加以高效的运用。 

4 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的措施 

4.1 加大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系统平台的建设力度 

要想从根本上对建筑工程施工质量和施工效率加以保证，那么就需要增进工程各个参与到的协调何所，所以加大

力度实施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系统的建设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4]
。将先进的信息技术加以切实的运用为建筑施工单位创造

出能够给予交流和沟通辅助的平台，增强建筑工程所有参与方的联系，这样才可以促进信息资源共享效率的提升，尽

可能的促进信息化管理工作整体水平的不断提高。在这种模式中也可以促进各个部门之间的通力协作，尽可能的控制

管理成本，促使施工单位能够获得更加丰厚的经济收益和社会收益。 

4.2 强化企业信息化管理意识 

要想切实的将信息化管理工作的作用发挥出来，那么最为重要的就是需要建筑施工单位各个层级工作人员都能够

拥有良好的管理意识，所以施工单位需要对信息管理工作具有的重要性加以正确的认识，从而在实践中对信息化管理工

作给予更多的关注，这样才可以保证信息化管理工作能够按照既定的计划按部就班的进行，并且实现既定的效果目标。 

4.3 重视数据信息的分析和处理 

建筑工程施工持续实践相对较长，并且施工工作量较为巨大，施工工作具有较强的复杂性，并且工程施工建造中

需要运用到诸多的专业施工技术，施工过程中极易受到外界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所以为了从根本上对管理工作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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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效率加以保证，还需要对数据分析处理加以侧重关注，加大力度实施建筑结构和地理环境的分析工作，结合实际情

况和需要来挑选适合的方式方法，这样对于提高信息化管理工作的水平和质量都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
[5]
。 

4.4 加强信息化技术业务培训，提升工程管理人员综合能力 

构建科学培训体系、提升工程人员的专业素质，对于更好地实现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是知

识素质。根据现阶段工程管理人员的素质现状，需要解决好知识素质的问题，既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素质，又要具备先

进管理知识与管理能力。大多数企业在实施管理时，都要求具有较强的管理素质与经济素质，同时在经济学、管理学

等领域也需要具有一定的技术能力与经验要求，这样才可以确保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的构建效果。随着市场经济的快

速发展，知识素质也成为每一个业内专业人员必不可少的素质。其次是能力素质。能力素质是建立在知识素质基础上

的专业素质，包括沟通协调能力、应变能力以及创新改造能力，能力素质也是每一个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管理人员需

要掌握的素养。最后是人格素质。所谓人格素质，主要包括工程对社会的重要作用以及管理职业特殊性条件下的素养，

还包括一些特殊职业道德以及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作为管理者，具有良好的管理能力是必要的，但是良好的道德品质

与经营管理品质更是实现科学管理的必备条件
[6]
。 

5 结束语 

总的来说，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在组织开展信息化管理工作的时候，最为重要的是需要切实

的扭转遗忘老旧落后的思想观念，积极的落实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建设工作，并且对人才队伍建设工作给予关注，这

样才可以促进企业稳步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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