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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管理信息化建设研究

张 晋*

摘 要：伴随第三次科技革命深度发展，信息化浪潮在全球兴起，传统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管理手段已经无法满足

新时代发展理念要求，需顺应时代做出相应改变，保证更高的安全管理水平，更高的行政审批和执法效率，减少中间

环节，让数据多走路，让群众少跑腿。在提高施工企业安管水平和行政主管部门服务水平和执法效能的基础上，切实

加强安全生产工作，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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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安全管理工作尤为重要，集行政、法律、经济、教育和科学技术手段等多重因素于一体，协调建设工程

与安全生产的关系，满足参建单位和个人的安全生产的需求，保证建设项目顺利实施，保障社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众所周知，建设工程设计单位的相关工作早已进入信息化管理体系，以BIM等为建筑生命周期管理提供优化的应用载

体和信息手段也进入全面普及阶段；施工单位借设计单位第二次信息化革命浪潮为契机，逐步将项目管理工作与信息

化进程相融合。但作业项目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安全管理工作，并未紧跟信息化建设的步伐，仍然处于纸质化、

书面化和形式化的局面。相应的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其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及行政审批工作也处于相对落后的水平。因

此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管理工作信息化建设迫在眉睫。

1 信息化技术在安全监督管理工作中的应用价值

信息技术在建设工程安全监督及管理体系中其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信息化技术是本质上减少建设项

目风险源的有效途径。建设、设计、施工及建立单位可以应用BIM等技术，利用计算机模拟构建虚拟模型，在源头详

细模拟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防护措施。通过建模分析和推演，选择最佳的施工工艺和方法，并识别作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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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的重大风险源，将安全管理工作实现前置。第二，在项目建设阶段，利用信息化技术，营造智慧化管理环境，通

过人脸识别、智慧监控等方式，实时监测人员的实名制、安全防护用品的佩戴和安全操作，加强人员管理、减少“三

违行为”，保证施工作业安全有序的进行第三，伴随扬尘治理及宜居型城市建设等要求，建设工程产生的噪音和粉尘

等问题凸显，采用信息技术建立工地扬尘噪音监管系统，通过信息技术连接设备终端、小型气候检测设备、视频监控

设备以及噪音监控设备等，如施工噪音和扬尘超过规定上限，系统自动预警，施工企业按照管理部门要求，调整施工

计划，将产生的噪音和扬尘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2]。第四，通过信息化手段，及时向企业传递各参建单位要认真贯彻

落实安全生产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标准、规范、规程，督促企业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做到安全责任、安全管

理、安全投入、安全培训、应急救援“五到位”，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

全的“三个必须”原则。第五，行政主管部门的安全监督管理信息化建设是顺应时代变化，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对

网络购物、城市缴费服务、智慧化城管、天眼系统等其他行业部门的信息化建设进程，建设工程监督管理工作的信息

化步伐明显滞后，应通过信息化建设满足放管服、优化营商环境和疫情防控等要求。

2 建设工程企业安全管理信息化建设现状及存在问题

在我国的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管理工作中，仍旧存在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如企业各部门之间的安全管理工作配合

度不高，新材料、新技术监管无相应安全管理标准规范等，建设工程的体量急速增长，功能日趋复杂，也增加了安全

管理工作的难度和安全管理及监管人员的短缺。由于管理人员对于管理工作的不重视，会导致工程出现严重的安全事

故问题[1-2]。近年来信息技术已经逐渐融入建设领域，通过相关技术的应用，为项目组织现场施工作业和材料采购及管

理方面提供了技术支持，并取得经济效益。面对建设项目安全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顽疾，信息化技术的应用为解决上述

问题提供了新的途径。在施工工艺技术存在一定差异的时代背景下，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工作境况则相对趋同，仍然无

法全面进入信息化管理模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相关行业建设不完善

信息化建设工作相关行业和市场不健全，缺少相关体系建设依据及行业标准，存在多次、反复投资建设问题。

多数企业建立信息化安全管理体系后，缺乏有效的信息管理方法，各部门未形成联动，无法及时将系统反馈的问题

进行处理，导致工作形式化、表面化，信息化建设未能给企业带来预期收益和技术支持。以单独的“建筑施工现

场远程视频监控系统”等较为落后或基本淘汰的信息化探索模式为例，在发达地区已逐步淘汰，偏远地区则刚刚兴

起，整体的信息化管理工作仍旧在边缘探索，模式单一、缺乏整合、形式大于意义，无法达成与智能化工具相适应

的生产力和相应的技术支持，不能真正的提高安全管理效率和安全管理水平，以降低成本预防和遏制生产安全事故

的作用。

技术人员的水平参差不齐

建设工程安全管理的信息化建设，要求工作人员必须相应的专业技能，对相关问题，可以实现应用信息技术进行

有效处理[6]。但施工企业为降低人工成本，未能聘用专业的信息化技术人员或未根据信息系统相关知识体系更新迭代

快的特点，给相关技术人才提供及时的培训和继续教育，导致整个系统的运行效率低。

行政主管部门的安全监督管理信息化建设发展较慢

目前的监管信息化系统更多是无纸化办公的体现，并未能真正实现服务方式、监管手段的革新，无法与企业和市

场相关数据信息形成整合，未能发挥出信息化建设实时性、动态性的突出特点。

3 信息化在建设工程安全管理中的应用对策

加强信息化系统市场建设，制定相应管理标准

政府相关部门要鼓励各行业协会、团体联同市场调节机制，开展信息化知识普及调研，参与信息化标准评定和信

息化系统构建评选活动，搞活信息化市场建设和技术、数据流通。主管部门要组织行业专家、学者，结合相关法律

法规和市场现状，扎实构建设行业安全管理信息化基础构架，及时制定建设工程安全管理信息化建设、管理及检查标

准，破除市场乱象，改善无序性、逐利性竞争。在政策上要给与信息化系统建设和应用企业一定的补贴和技术支持，

让“敢于吃螃蟹”的先行者分享到改革发展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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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相关信息数据整合、共享

政府有关部门要组织各科研单位进行建设行业信息化技术交流，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建筑行业信息化软件技术瓶

颈组织科研攻关，开发出适合我国国情、具有建筑行业针对性的信息化技术软件[3]。以BIM技术为例，设计人员可以

将三维模型与二维图纸予以结合使用，将设计方案通过BIM的三维虚拟漫游技术具象化呈现出来，可视化处理项目作

业中各个难点与重点施工部位，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前预知，并采取有效的技术方法予以解决[4]。远期目标是实现将

现有的技术成果及时接入信息化管理系统，将行业、市场、企业和项目间的数据、技术实现动态实时共享与整合，通

过大数据、云计算手段，构建集整合数据、动态分析、发现隐患、提出对策、监测整改和及时反馈的智能化安全管理

信息化系统。

加强安全管理信息化建设人员队伍培养

施工企业在建立信息化安全管理体系过程中，应高度重视管理人员信息化技术的培养，做好技术人员队伍建设，

及时组织培训并结合实际案例，培养工作人员合理应用信息化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能力，丰富工作人员的信息化管理经

验，以及时校正智能化系统存在的潜在错误。另外，相关人员一方面要及时汇总工程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安全信息，将

信息及时上报至管理部门，另一方面要带领施工企业其他人员，不断增强安全管理技能，从而提高施工企业信息化管

理水平[5-6]。

加快行政主管部门监督管理信息化整合

首先，利用安全管理信息化监管体系，做到让企业少跑路、信息多跑路，整合审批流程，对审批要件实现单次审

批，提高审批效率，杜绝多次审批、循环审批等重复工作，减少人情化审批监管及雁过拔毛等腐败情况发生。其次安

全监督管理信息化建设要在满足审查审批程序的信息化无纸化外，更应该体现信息化建设的革命性。既要包括施工现

场人员、机械设备、危大工程实施动态监管及远程视频监控等，也要探索建筑施工企业或生产经营单位的BIM技术应

用以及自动化施工作业机械人等信息化建设和数据端口接入。将原来的施工现场相关安全防护工作抽查，转变为通过

信息化手段，利用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一系列手段，实现问题隐患自动上传反馈等功能，实现行政主管部门

技术服务、监督管理工作和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本质的提升。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信息化社会的不断发展，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逐步深入，相关参建单位及

监管部门必须顺应时代潮流，迎合新发展理念，以信息化建设为契机，提高建设工程实施过程中的信息获取、处理和

安全管理及监管效率，加强建设工程安全管理水平，从而促进建设工程建设效率、经济效益和管理能力的提高，保障

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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