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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方案简介 

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已进入信息化大数据共享时代，国家层面也非常重视企业信息化

建设。住建部于 2016年 8月印发《2016-2020年建筑业信息化发展纲要》，提出要全面提

高建筑业行业信息化水平。2020年 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提出加快 5G网络、物联网、

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基建建设，赋能传统基建行业数字化转型，寻求可持续健康发展。 

在基建行业具有一些独特的特征：体量大、建设周期长、资金投入大、项目地点分散、

多专业、多关系方、流动性强等，这些使基建行业的数字化、信息化的应用发展稍缓于其

他产业。较多的应用还是停留在个人电脑办公终端，处于非联网的数字化信息软件阶段，

在信息和数据的流通以及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的应用上还没有得到大范围的利用。运

用新型信息技术升级改造空间很大，新型互联网技术将各个建设过程的数据收集、采集并

快速流通，实现数据的资产化，并通过大数据技术分析整理反哺基建建设的各个过程带来

效果也将明显，为企业经营形成大数据时代下的新生态，提高企业竞争力。 

二、 总体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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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项目实施案例 

《西部某地级市基建互联网平台项目》 

1. 项目痛点 

企业目前处于高速发展过程中，各项目管理的流程和管控模式的统一较弱，管理水平及

管理颗粒度不够细化。特别是在基建行业外部形式下所带来的管理粗放、决策随意、效率

与效益下降等问题，如此巨大体量的行业，信息化应用水平却不高，需要寻找方法得以缓

解或消除。 

 项目建设体量大、资金投入大； 

 项目建设的周期长，管理不规范，过程数据不精确； 

 施工计划与工程实际偏差大； 

 项目现场事故频发，设备使用效率低； 

 各业务部门的数据统计口径不一； 

 项目运营成本不透明； 

 基建行业劳动力老龄化严重； 

 分包相关企业对资金的需求量大； 

 项目地点分散、多专业、多关系方、流动性强。 

2. 项目目标 

本项目现阶段目标是解决项目管理瓶颈，主要包括“人”的管控（人员基础信息、安全

生产培训、人员动态监测等），“机”的管控（设备信息风险评估、设备运行信息、设备

检测信息、周界防护系统），“法”的管控（风险滚屏提示、事故隐患排查情况、应急工

作信息、整改任务进、工程管理进度等），“环”的管控（气象信息及预警、项目地理信

息、施工环境预警等）。最终实现形象进度远端呈现，物料、人员等统计、变更管理；实

现质量控制单元划分、成品质量过程追踪、缺陷监测和问题处理、构件材料试验信息管理

等质量管理功能；实现隐患排查治理状态可追踪、过程检查 app化、安全风险评估和监测、

安全教育培训在线化、设备安全装置信息物联网上云等安全管理功能。同时建立项目管理

文档系统，实现知识库建立、工程文件管理、项目管理文件上传分发、在线文档协同办公。 

3. 项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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