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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机场建设工程项目中的施工信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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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航空业的蓬勃发展，机场建设任务日益繁重，相比其他建设工程项目而言，机场建设工程具有

规模庞大、技术复杂、涉及专业面广、建设周期长等特点，项目实施过程中有大量信息在流转。如何有效地收集、处

理、储存、分析这些信息，进而使有价值的信息为后续工程项目有效利用，就成为提高工程管理效率的重要手段。本

文对机场建设工程项目中的施工信息管理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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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ing�in�the�process�of�project� implementation.�How�to�effectively�collect,�process,�store�and�analyze� these�information�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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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the�ef�ciency�of�engineering�management.�This�paper�discusses�the�construction�information�management� in�ai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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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机场建设工程项目中的施工信息管理现状及薄弱环节

图1��指挥部模式下的工程信息管理架构图

在传统的施工信息管理模式中，大多数采用的是由各业务部门的资料员进行文件签收传递，信息处理完毕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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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简单的留存归档备查。这种传统的信息管理模式在不同施工项目之间的信息共享方面显得力不从心。在国内机场建

设工程管理模式中，大多数是以建设方为主导的建设工程指挥部模式。通常情况下，建设工程指挥部采用传统的职能

组织架构模式。这种组织模式一般是在指挥长一级的高级管理层下，按工程管理专业职能设置各专业部室。在各部室

中设置一名资料管理员负责本部室的资料收发及归档工作>�@。（见图�）

在这种管理模式下，大多数资料员兼任各部门的文秘工作，其具体的工作为资料收发及整理，而整理过程只是按

文件形式进行简单的分类保管，并没有按照工程信息类别进行归纳储存。大量的工程信息只是分别储存在各职能部门

内，很难在各部门之间直接共享，在后续建设工程中也因不便于检索而很难重复利用有价值的信息。

2��机场建设工程项目中的施工信息管理系统模型

�����组织类信息资源

主要指各参建单位及与建筑工程有关的单位、组织及专家的信息。主要包括：施工企业、监理单位、设计单位、

材料生产企业及分销商、试验及检测单位、政府行业主管部门及各专业的专家的基础信息。具体包括这些企业的资质

级别、主要业绩、主管人员联系方式等>�@。

�����管理类工程信息

如工程进度、工程质量、工程安全、进度款支付等施工管理过程中的动态信息。

�����技术类工程信息

工程规范、设计要求、施工方案、工艺要求、技术措施、操作流程、检验与检测方法、勘测与测量方法、产品及

设备信息、安装方法。

�����法规类信息

建筑相关的法律、规章，各行业主管部门的办事流程、建设程序、现场施工及安全制度>�@。

�����经济信息

各材料、设备的市场价及政府指导价，工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措施费等。因此，大部分的施工信息应该是在日常

的施工管理活动中通过既定程序自然地积累、沉淀在施工管理信息系统之中，而无需信息管理员进行大量的信息分类

汇总工作。并且这一信息管理系统不应该位于组织架构的部门层级内，否则将难以实现信息共享的目的。基于目前国

内项目管理的水平，我们可以尝试构建基于传统的职能式组织模式下的施工信息管理系统模型。

3��机场建设工程项目中的施工信息管理方案

图2� 传统模式下施工信息归档模型

要想建立共享的信息平台，要求各职能部门在日常工作过程中将信息进行归类，如材料报审表、业务联系单、现

场签证单、设计变更、施工方案、施工组织计划、总施工进度计划、月施工进度计划、周施工进度计划、材料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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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施工人力计划、施工周报、施工安全措施等，然后按照不同类型的表（单）分别建立档案目录分类管理。而不

是像以前那样，所有不同类型的文件仅靠一本流水的收发文本登记。而这些信息如何进入信息共享平台呢？据笔者观

察，施工管理单位无论是施工企业、监理单位还是业主，在针对一个大型项目的施工管理时，多数情况下施工管理人

员的管理范围是按照工程专业�分管工作区域来划分的。（见图�）

图�反映出，某大型项目某一专业部门下每个分管同一项目不同区域的管理人员均要面对几类不同的工程信息，

然后再把这些信息的处理结果汇总于该部门的资料管理员处进行归档。如果按照这一方式进行管理，往往会出现这样

的问题：如果在不同区域出现同一类质量问题时，信息会分别由不同的管理人员进行处理。而进度、安全等问题更是

普遍存在于整个项目中，这种不同管理人员处理同一类信息的情况，很容易导致责任不清、效率低下等问题。此外，

单纯按工程专业及工作区域划分工作范围，还会因施工进程不同导致在同一时点下不同施工区域的工作量不一致，从

而出现有的工程管理人员很忙、有的却无所事事的现象。对于一个大型机场的建设项目而言，一个工程包可能涉及的

施工区域很广或包含多个建筑单体，出现上述情况的可能性非常之大。为解决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在进行部门内管

理人员分工时，除了考虑专业、工作区域要求外，还应该按照信息管理类别进行工作划分。这样不但可以提高管理效

率，更便于信息收集，使信息在传递过程中不会过多地出现分支（即：不同的管理人员都要对同一类信息进行处理的

情况）>�@。见图�。

图3�施工信息进入信息管理系统的渠道模型

按照图�的模式，工程质量管理员可以专注于该项目的质量管理工作，负责审核工程质量信息，可独立编制质量

情况巡检报告。如果规模较大的工程项目可设置工程质量管理小组（科室），在小组内再根据需要按工程区域或专业

进行细分，如：暖通专业质量管理员、给排水专业质量管理员、土建结构质量管理员等，由该组长（科长）将信息处

理完毕后，负责相关信息归类汇总。采用这种模式的好处是：所有施工信息经工程主管人员处理完毕后自然形成了分

类的档案，可以很方便地经部门专职档案员汇总后提交施工信息管理系统，避免了以往因档案员不熟悉施工项目而无

法对资料进行分类管理的弊端。这种模式在实际工作处理中也可以灵活组合，如负责进度控制的管理人员除根据工程

进度情况负责工程进度款审核外，也可以兼职负责办理设计变更及现场施工签证等与工程款支付有关的工作。这样，

部门负责人在每月的工程进度款支付时可根据施工进度、质量、安全情况报告，考虑是否需通过进度款支付的经济手

段促进施工管理效率。通过这种信息管理模式，各类施工信息被汇总于信息管理系统中，即使是一个新参加工作的工

程管理人员，在施工管理经验不多的情况下，也可以迅速通过施工信息管理系统找到相关信息来推进自己的工作>�@。

4��结束语

目前国内机场建设正在走向集团化，在某一机场建设工程指挥部的管理下可能有若干个机场的迁建、改建及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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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在进行，而各机场间的距离往往是跨区域的。因此，在机场建设工程指挥部内搭建一个运行有效的施工信息管理

平台，利用现代网络计算机系统的优势，避免因各机场建设管理分部距离太远而造成的管理成本增加、效率低下，是

值得今后继续探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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