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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I  

摘   要 

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以来，建设项目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建设

周期越来越长，越来越多的参与方加入到建设项目的实现中去，在建设过程中

产生了数量庞大、种类复杂、形式多样的信息，使得在建设项目在管理的过程

中产生信息交流不顺畅，并且在一定度上阻碍了建设项目的管理水平以及管理

效率的提高；同时还无形中增加了项目成本，抑制了我国建筑事业的发展。如

何有效地管理这些类型复杂、数量庞大的建设项目信息，成为目前建筑行业的

一个热门的研究方向。 

对于组织的经管与决定，项目管理信息系统的使用可以为其供应极具说服

力的参照，并最终提升办公的效力与经济方面的收益。本文主要围绕着.NET 平

台的核心技术进行，先从介绍.NET 框架开始，对其核心 C#.NET 和 ADO.NET 进

行了研究，然后应用其关键技术，对项目管理信息系统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对

其编程实现。最后，对系统现阶段的研究设计成果进行总结，展望了下一步的

工作和研究方向。本系统采用 Visual C#.NET 为开发语言，后台数据库为

Microsoft SQL Server2000，采用基于 B/S 的三层结构，将系统分成三层：用

户界面层、业务逻辑层、数据层。 

 

关键词：.NET；C#；项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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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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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national "12th Five Year" development plan, 

construction projects become more and more, the greater the 

increasing scale, construction cycle is longer and longer, more and 

more involved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ginseng squar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roject,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produced 

huge number, species complex, diverse forms of information, making in 

the project construction in the management process to produce 

information exchange is not smooth, and in a certain extent hindered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level and improve the management 

efficiency of; also virtually increase the project cost, inhibit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onstruction industry. How to manage these 

types of complex and huge amount of information effectively becomes a 

hot research direc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mputer technology and Internet，MIS is 

widely used to provide powerful support for organization's management 

and decision-making and increase thework eficiency and economic 

benefit.This article focus on the.NET's core technology platform，

first introduced.NET framework and then C#.NET and ADO.NET will 

bestudied in-depth，and then the applicat the key technologies，study 

the medical reimbursement system in-depth and programming.At last the 

current research result is concluded， further research and workto 

improve the system function are also expected in the paper 

finally.This system use Visual C#.NET for the developmentlanguage，

the background database is Microsoft SQL Server2000， based on B/S 

three-tier structure，the system is divided into three tiers： user 

interface layer，Business Logic Tier，the data layer. 

 

Key Words：.NET；C Sharp； Projec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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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章  绪   论 

1.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 30 多年以来，我国建筑业蓬勃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2001

年到 2014 年十四年间，我国建筑业总产值始终保持快速增长态势，年均增长率

高达，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然而，由于世界金融整体化过程持续加速，我国建

筑企业既要面对国内同行竞争，更要面对来自技术和资金均占极大优势的国外

同行的挑战。同时，由于建筑施工具有生产周期长、地域分布广、受自然条件

制约性强、管理跨度大、信息流量大等特点，建设业整体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

有赖于良好的操作，比如规划、部署、指引、调节与管制等，而这方面国内建

筑企业普遍落后于国外同行。面对如此严峻局面，为加强自身管理水平的持续

提升，我国建筑业必须寻求有效的建设项目管理手段。 

对此，2001 年 2 月，国家建设部提出“用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改造和提升传

统建筑行业；2003 年，又提出综合提升有关建筑业信息化的整体运用水准，致

使该产业横跨式的开发指导思想能够顺利实现，并且通过使用信息技能，能够

使该产业的经管水准与中心角逐实力得到综合提高，并能够完成该产业横跨式

开发的总体目标；2011 年 5 月，住建部明确提出重点关注信息化对建筑行业开

发的推进功能，经过综合策划及方针引导，并对建筑公司的信息化建造进行深

层次增强，持续提升信息技能运用水准，推进该产业技能的发展，并对其经管

水准进行提高。在“十二五”这个时段，差不多完成建筑公司信息体系的遍及

运用，完成同公司与工程经管等信息体系的集中，提高公司决定水准，并对管

制实力进行聚集。这些规划和目标的提出，凸显国家在推进建筑业信息化、以

信息化带动建筑业项目管理水平的快速提升的决心和信心。 

因此，设计和实现建筑项目信息管理系统，大力推进建筑工程项目管理信

息技术应用力度，提升建筑企业项目管理能力，其实际价值十分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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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义 

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快速发展和应用的今天，应用软件占有越来越重要的

地位。在此背景下，种类应用程序的稳定、可靠而又高效的创建成为重要课

题，特别是网络应用方面的程序。 

.NET 是一个未来理想的因特网情境，在微软构思中，其并没有再注重单一

网站和单一装备与互联网相连接的因特网情境，而是选择使全部的电脑群、有

关装备的服务商共同运作的互联网核算情境。其目的就是为因特网供应的帮

助，可以实现自动化水平更强的操作。 

.NET 提供的开发模式和开发工具均为全新的，它对开发人员特别重要，主

要体现在：.NET 对应用程序功能的拓展表现的极为明显，把软件变成一种服

务，使创建出全新的各类应用程序成为一种可能。 

而项目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是本论文应用.NET进行开发的一个新领域。 

在二战末期开发的主要的新式经管技能中，工程经管是其中的一项，最初

源自美国。对于有象征意义的工程经管技能，比如核心性路径办法（CPM）与工

程评测与反省（PERT）技能，其为两类各自单独开发的技能。当中，1957 年，

美国杜邦企业与兰德企业协同探究指出 CPM，它假定每个行动的运行时间为定

值，关键是管制经费及本钱。1958 年，PERT 产生，对于在核潜艇上发射“北极

星”导弹的这一策划，在对其探究及策划进程中，由美国海军特种计划局和洛克

希德航空企业最先指出。和 CPM 有差别的是，在 PERT 中，运作时间模糊未定，

其数值通过使用概率实现估测获得的，此外其同样不会关注工程经费与本钱，

其核心是对时间的管制，利用它，关键用在包含大批模糊要素的大范围研发的

探究工程中。之后二者的开发方向趋于相同，时常被协同应用，来得到时间与

经费的完美管制。上世纪六十年代，工程经管的运用范畴同样仅是制约在建

筑、国防与航天等较少的范围，然而，在美国的阿波罗登月工程中，由于工程

经管获得很大的成绩，由此举世闻名。全球很多群体对工程经管的兴致越来越

浓重，并且逐步产生了两个大型的有关工程经管的探究系统，其中一个系统以

欧洲为主，即国际工程经管协会（IPMA）；另一个系统以美国为主，即美国工程

经管协会（PMI）。在之前的三十多年里，他们的工作效果显著，为推进全球的

工程经管能够实现当代化发扬了主动的效用。对于工程经管开发史探究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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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把上世纪八十年代作为界限，将工程经管区分成 2 个流程。工程经管

(project management PM)，即美国曼哈顿规划最初的名字。之后在 50 年代，

华罗庚教授将其引入我国(因为历史因素称其为统筹法与优选法)。工程经管属

于经管科学和项目科目的一项分支，作为一项边沿科目，其处于自然科学与社

会科学的中间。 

工程经管，简单叫做（PM），即工程的经管者在一定的能源束缚下，使用综

合的见解、办法和思想，对工程牵涉的每项任务实现高效地经管。也就是从工

程的投资决定起始到工程终结的整个流程实现规划、部署、引导、调节、管制

与评测，以完成工程的目的。工程，即一连串独有的、繁杂的并且彼此相关的

行动，此类行动具有一项确切的目的，务必在特殊的时段、估算、能源制约

中，参照规则实现。工程参变量涵盖工程范畴、品质、本钱、时间及能源。 

工程经管工作内容主要包括： 

1)对工程实现早期审查、搜集清理有关信息，制作初阶的工程实用性探究

报表，向决定层供应相关的见解。对制作与呈报立项报表内容进行协作。 

2)对工程实现剖析，并对需求进行规划。 

3)对工程的构成或板块实现完备的综合的策划。 

4)制作工程目的及工程规划、工程进程表。 

5)制作工程实现与管制的基础性规划。 

6)设立工程经管的资料体系。 

7)工程流程管制，协同上级经管层对工程实现极佳的管制。 

8)追踪并剖析本钱。 

9)记载，并传送工程资料给上级经管层。 

10)经管工程中的难题、危险与改变。 

11)工程队伍建造。 

12)各个机构、各个工程组之间的调节，并且部署工程培育事务。 

13)工程及工程经理考评。 

14)认识并落实企业长时间与短时间的方针，用来指引企业全部工程的实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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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经管涉及到 28项中心因素与 14项附属因素。其中的中心因素有工程

管理的实现，工程的环境、进程和生命周期，工程研发及评测，工程目的及方

案，工程的成败规则、开启、结尾及架构，工程的范畴及细则、时间进度、能

源、工程经费与募资、技能形态与改变、工程危险、成效的度量、工程管制、

工程机构、队伍的任务、领导、交流、矛盾及危险、订购及合约、工程品质经

管等，这些因素是项目管理的过程控制及项目信息产生的源头，是项目管理信

息系统建立的要点。 

工程信息资料作为能源，十分重要，怎样经管需要用心思索。无论使用哪

类样式贮存工程数值，想要保障全部工程人员可以实时得到需要的资料。把新

近的工程文档贮存在便于查询的地方，清晰地对其实现标识，实时清除陈旧的

资料。 

工程经管形式细则涵盖性能、架构、互动与管制形式、工程流程与运作形

式、能源经管形式、外围的实时联合形式及评测目标形式。相应的工程经管用

具办法系统展现了多科目常识和技术的交融。关键包括：因素分级法、策略对

比法、资产的时间价值、评测目标系统、工程财政评测、国民金融评测法、未

定式剖析、情境干扰评测、工程募资、模仿技能、标志牌规划、任务细分架

构、角色矩阵、互联网规划技能、横道图、能源经费曲线、品质技能文档、并

行项目、数理统计、误差剖析法、决定树、因果图、质量分布图、生命周期本

钱等用具办法，由于电脑技能持续开发，工程经管软件技能发展迅速，工程经

管用具办法系统更加直白地展现在详细的工程经管软件内。 

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工程项目的数量和规模日益增大，复杂程度和

技术水平迅速提高，项目管理的难度也随之不断增大。虽然项目管理的思想和

方法己在我国推广多年、并在各个领域广泛应用，但是，国内当前的项目管理

总体水平却并不高。与国外先进企业相比，多数国内企业在管理的理念、技

术、方法、手段和工具等方面都还有相当差距。在工程项目的实现过程中，拖

期、超支与质量不达标等问题仍占有一定比例，企业的项目管理水平和经营效

益都亟待提高。 

信息作为项目执行过程中沟通最基本的前提条件，是进行项目管理的基

础，可以说，信息管理的有效性直接影响到项目管理的有效性。在知识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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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和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资料的搜集、传送、贮存、生产、保护与运

用能够以更高效和更快捷的方式进行，由此实现的信息管理和数据共享技术方

式为企业提高工程项目管理水平提供了契机。借助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对项目进

行全过程和集成化的信息管理，己成为今后项目管理的重要手段和发展趋势，

项目管理信息系统简称 PMIs），作为项目管理思想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的综合管

理应用平台，为企业工程项目实现基于信息流控制的全过程管理提供一个切实

可行的解决方案。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1.3.1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在项目管理信息系统（PMIS）方面的应用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从计

划编制到工程工程经管中的投资控制、进展速度控制与品质管制都有完整理

论、方法和相应的软件产品。例如知名的工程经管软件包含 Primavera 企业的

P3,Gores 技术企业的 ARTEMIS Prestige, WelCome 企业的 Open Plan, ABT 

企业的 Workbench, Microsoft 公司的 Projecl:2000 等 1984 年，Peter 先生

所着的《应用微小型计算机进行项目管理（ConstructionProject Management 

Using Small Computer）））是较早系统论述计算机辅助工程项目管理的着作，

他除详细说明计算机基础知识外，还详细论述了计算机辅助工程项目管理所必

须具备的基础支持理论，并比较完善地概括了项目控制系统基本构成与功能。 

有关资料显示，国外建设工程项目信息化管理己从 CAD （IT 辅助设计）、

CAC （IT 辅助施工）和 OA （办公自动化）等单项专业应用为主，转向工程项

目信息系统集成协同建设上[4]。例如日本建筑企业从工程项目招投标、项目管

理信息的交互，直至竣工资料的备案都实现了计算机管理。日本建筑业于 1995

年就 始采取了一系列推进信息化（在日本称为建设 CALS/EC）的措施，并于

2004 年首先在国家重点工程中推行信息化[5]。马智亮、刘斌对日本建造

CALS/EC （ Continuous Acquisition and Life cycle Support/Electronic 

Commerce）的发展状况、应用目标、实现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及其在日本建筑业

中的应用动向进行了分析，为中国的建设工程项目的信息化管理提供借鉴[6]。 

CMTom （1995）说明了在建筑设计过程里使用 IT 技术己经很多年了，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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