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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I 

摘  要 

随着建筑工程的投资的不断加大，对于项目管理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建筑

施工项目因其有着比较多的复杂度，其在管理上涉及到多个方面，也在多个方面

中都存在管理的漏洞与盲区，如何对这些地方做到较好的管理，提升建筑工程的

管理力度，改善工程管理的方法，提升施工项目的合理性，从而达到对于建筑施

工项目管理低成本管理要求。 

本课题针对某建筑公司目前的建筑施工项目管理的现状，基于 J2EE 软件开

发技术，设计并实现了建筑施工项目管理系统，主要完成了以下几方面的研究： 

首先，本课题以软件工程中的面向对象的设计思想为导线，较为详细的介绍

了建筑施工项目管理系统的业务需求、功能需求、非功能需求，并在充分的市场

调研的基础之上对系统的总体架构以及系统中的详细功能进行了设计分析，同时

根据业务流程图以及系统数据的需要，借助数据库设计技术对系统中使用的数据

库系统进行了设计工作，包括 E-R 图等。然后对系统付诸于实现，对实现的界面

进行了展示，同时分析了各个界面的实现方法。最后对系统进行了功能和性能测

试，通过测试可知，该系统完全达到了预期目标。 

其次，经过对建筑施工项目管理系统的全面测试，达到了系统最初设计的目

的，对于系统的测试来说包括了对于界面的测试、对于功能的测试以及系统中各

个功能使用时的性能测试，较好的完成了系统的设计任务。 

该系统已经在某建筑公司投入使用，通过该系统的实施，给企业的施工项目

管理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及财力，提高了管理人员的工作效率，初步实现

了建筑施工项目信息的科学化、自动化、公平化的管理，并能较好的为某建筑公

司的管理人员的决策提供有力的科学依据，对提高企业的管理和方便用户的使用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建筑施工；项目管理；管理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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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 

Abstract 

With increasing investment in construction projects, the importance of project 

management increasingly prominent. Construction projects have a relatively large 

number of its complexity, which involves the management of many aspects, there are 

also many aspects of management loopholes and blind spots, how to achieve a better 

management of these areas, enhance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The management, 

improve project management methods to enhance the rationality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so as to achieve the project managemen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low-cost 

management requirements. 

The issue of a construction company for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software development based on J2EE technology, design and 

implement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system, mainly to complete the 

following research areas: 

First, the subject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in object-oriented design ideas for the 

wire, the more detailed introduction to the business needs of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system,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non-functional requirements, and in the 

full market research basis for system The overall system architecture and detailed 

design and analysis functions, and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business and system data 

flow diagram, with the database design database systems were used in the system 

design, including ER diagrams. Then the system is put into implementatio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interface has been demonstrated, and analyz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each interface. Finally, the system was functional and performance tests, pass the test 

it shows that the system is fully achieved the expected goals. 

Secondly, fully tested on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system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the system was originally designed for testing the system interface is 

included for testing, for the time function of each functional testing and systems used 

performance tests, compared with Good system design task completed. 

The scientific system in a construction company has been put into use,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ystem, to the enterprise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saves a lot of manpower, material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management staff, the initial realiz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inform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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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automation, management fairness, and can better provide a strong scientific basis for 

decision-making of a construction company's management, to improve enterprise 

management and user-friendly use of great significance. 

 

Key Words: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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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章 绪论 

1.1 项目背景 

近年来我国信息化建设成效显著，在一些领域已经先后实现了对于信息化的

管理，并取得了比较好的管理成果。但是在一些领域目前还停留在人工管理阶段，

对于管理的媒介还是以人为记录为主，统计、分析以人的主管判断为核心，这就

造成了对于管理中的漏洞的产生，使得企业在管理中出现了很多问题[1]。在我国，

计算机以及信息技术发展迅速，多年来经过不断的学习与培养，我国公民对于计

算机的使用已经并不陌生，计算机管理理念已经引起了很多企业在管理上的重

视，用于解决实际问题。它的使用能够降低企业的管理投入，减少人为因素的过

程干扰，是企业的发展向着科学、规范以及更为人性化方向发展。 

在建筑施工项目管理中，对于信息系统的使用并不陌生，然而由于企业在各

自管理上存在着自己的行业壁垒，使得很多从市场上购买的软件不能很多好的落

实企业的管理理念，使得很多系统形同虚设，并且这些系统增加了员工的工作量，

使得系统没有发挥出应有的管理水平，形成了投入与产出不相符的现象[2]。因此

对于建筑工程的项目管理问题，需要借助当前成功项目管理企业的成功之处，促

进企业在管理上取得更好的效果。 

其实，建筑工程对我国来说是一个投入和管理比较复杂的系统性管理项目，

这其中有很多的管理问题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从而实现企业的高产出需求，做

到对于成本的很好控制，对于施工项目的进展很好的配合，对于工程各细节的把

控以及决策的产生给与必要的数据支撑[3]。当今社会建筑行业发展迅速，相应的

管理理念也比较新，通过信息化系统来提升企业项目的管理水平正被企业所重视

和应用，多年来由于企业在认识与现实中的一些出入，在系统的设计与使用到最

终的实施上都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具体来说包括了以下内容： 

1、对于建筑项目管理缺少流程管理，目前很多企业管理混乱，缺少较为有

效的管理指导性制度。在项目的具体实施过程中缺少把控手段。 

2、没有形成对于建筑施工项目管理的标准性要求，统计数据以部门需要为

主，统计方法和统计方式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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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于施工项目的管理人为干预因素过多，这在对于领导决策上起到了不

良的影响，往往决策和实际的项目管理存在着较大的出入。 

4、对于一些部门已经做到了信息化管理要求，但是在实际的使用中由于管

理工作的复杂，其在管理上并不能很好的反映到系统中，对于数据的可靠性尚缺

少判断。 

5、一些通用管理系统中的业务逻辑设计不符合企业自身发展需要，使得管

理工作无法按照企业的管理流程进行跟进。 

6、建筑行业中成本以及项目施工的跟进、监管等工作的需要，当前对于相

关的跟进工作以及风险控制缺少分析工具，管理工作较难把控。 

7、对于一些软件系统的使用局限于个别部门，无法提高企业管理的协同性，

无法提高公司工作人员的管理效率。 

因此，针对于当前某建筑公司来说，要想实现企业的低投入高产出，实现管

理上的效益增加，就需要根据自身需要进行系统化的管理，在企业中实现较为全

面的办公管理需要，做到对于建筑施工项目管理的信息化处理要求。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本项目以某建筑公司建筑施工项目管理的实际工作和业务需求为基础，以保

证开发出的系统能够真切的符合用户的实际需求。该系统基于 MVC 架构设计与

开发，在模块设计上采用接口的形式完成，增强了系统的可扩展性和移植性。该

系统不同于以往的应用系统，在功能上可以说非常齐全，性能非常稳定，通过一

定的接口实现与其它应用系统之间的信息传递，在数据库设计方面保持与其它应

用系统之间的规范一致性，这就方便了系统以后的升级和维护，实现信息的共享。

通过该系统的实施，能够真正意义上的把工作人员的实际工作简单化、高效化，

并且使得企业的信息能够公开和共享，提高用户的满意度，提升某建筑公司在建

筑行业的整体服务形象。 

该系统是一个集各种项目管理流程为一体的综合性的管理信息系统，通过该

系统的实施，为建筑公司、监理公司等之间预留了信息交流接口，方便系统的对

接。该系统建设的整体目标有以下几个方面： 

1、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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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系统都追求稳定性，建筑施工项目管理系统也不例外，只有稳定的管

理系统才能让用户接受起来比较容易，该系统在设计与实现的时候充分考虑该系

统的稳定性需求。在功能实现方面，对用户操作不当的地方给予必要的信息提示；

在数据库方面，采取各种备份措施以及加密技术进行数据库的备份；在系统运行

时出现崩溃的情况方面，系统采用了必要的容灾能力，保证数据不丢失。 

2、高效性 

本系统在设计的时候，采用了分布式数据库设计的原理，把一些基础性的数

据信息加载到客户端，用户在使用该系统的时候，如果不涉及业务逻辑的处理，

信息基本都是在本地加载过来的，时间效率方面比较高。只有涉及一些复杂业务

逻辑处理的时候，才与后台服务器进行必要的交互，提高了系统的运算速度。 

3、可扩展性 

在这个变化速度非常快的信息时代，没有一个系统是一成不变的，都需要随

着社会需求的发展而不断的变化，该系统亦是如此。这就要求该系统要具有一定

的可扩展性，根据实际需求预留一定的接口，在编码实现方面要严格按照规范进

行编写，添加必要的注释信息，以便日后系统的维护和升级。 

4、完整性与集成性 

在一个企业中，每一个应用系统都不是独立的运行的，在物联网时代，每一

个信息系统与其他系统都有联系，建筑施工项目管理系统与其它应用系统之间也

有着信息共享的联系，所以，该系统在实现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该系统与其它应

用系统之间进行信息交互的接口的实现，使得该系统真正的与其它应用系统形成

共享平台。 

该系统的开发不管是对于建筑公司、监理公司等都具有现实意义： 

1、系统以整个项目管理流程为基础，以客户实际需求为开发驱动，能够真

正实现对整个项目的动态管理； 

2、系统功能齐全、性能稳定，能够实现对建筑施工项目的全方位管理； 

3、系统在用户控制方面采用了权限控制的方式进行实现，给每一类用户都

预留了接口，即使目前没考虑进来的用户在日后的工作中只要对其设置相应的角

色和权限就可以允许该用户接入，便于项目各方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共享； 

4、资金管理在整个项目管理中占非常重要的地位，资金一旦出现问题有可

能导致整个工程的亏损，在该系统中，把对项目资金的管理放在了重要的核心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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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并且通过一定的接口实现了与财务管理系统的完美衔接； 

5、系统中实现了对整个项目工程的成本监控管理； 

6、系统提供了完善的合同管理功能，提高了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 

7、系统有效的实现了与其它应用系统之间的衔接，使整个业务流程统一化

和规范化，实现了信息的共享； 

8、规范了工作流程，统一了接口实现，标准了数据格式； 

9、系统在功能实现上基本实现了傻瓜式的操作，几乎任何人不用通过专门

的培训就可以上手使用。 

1.3 研究现状 

1、项目风险管理薄弱 

目前来看，城市中普遍存在着许多建筑项目停滞在施工的阶段，这种情况的

发生就是在项目的开始时期项目的风险没有预测好以及没有科学合理的应对措

施导致的，所以，项目风险管理在整个项目管理的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4]。如何

做好风险管理，首先企业应该规范自己的管理体制，标准业务流程，并制定一系

列的风险防控措施。 

2、项目成本管理问题  

建筑项目的研发过程中，成本管理是重中之重，成本管理的好与坏有可能直

接导致整个项目的中断或亏损。目前来看，很多的建筑公司都没有对这一块重视

起来，对整体的开发计划没有规划，导致开发过程中投资的大大增加。然而还有

一些的某建筑公司为了追求质量或风格，一味的增加造价，致使后期因为成本导

致很多的问题出现，这就使得工程无法进行下去或进度很慢，进一步影响了建筑

公司的形象和名声。 

3、投资决策仓促盲目  

很多的建筑公司在接到了一个项目后，就开始着手进行准备建筑，根本就没

有对项目的可行性、风险性等情况进行全方位的研究，虽然这种情况下，虽然看

上去是把工期提上去了，但是在施工的过程中有极大的可能遇到各方面的问题，

反而给工期造成了阻碍。 

4、项目开发过程中管理机制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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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项目的管理机制如果不足够完善的话，很大程度上影响整个项目的进度

和质量把控，这是大部分项目管理行业所遇到的最大的问题之一，所以，无论针

对什么项目管理，都需要相应的领导制定完善的管理制定来进行各方面的行为约

束。 

国外先进的管理理念以及管理方式已经开始影响了我国某建筑公司的发展

和管理理念[5]。我国某建筑公司要想提升自己的竞争实力就必须要对于自己企业

的管理进行改革，通过学习国外的管理理念并进行必要的引进，同时进行管理理

念的本地化创新，实现对于某建筑公司管理的切实需要，做到对于某建筑公司施

工项目管理的信息化发展要求，快速实现企业在管理上的效益增收。 

1.4 主要研究内容 

本文针对某建筑工程公司目前的建筑施工项目管理现状、现有应用系统研究

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集 J2EE 软件开发技术、统一建模、数据存储与管理以及

MVC 三层架构设计模式为一体而研发的一套功能齐全性能稳定的建筑施工项目

管理系统，重点做了以下工作：  

首先，对该系统的设计与实现的技术进行了简单描述，主要包括：B/S 三层

架构、UML 建模技术、软件工程开发模型以及 Oracle 9i 数据库应用技术。 

其次，通过对某建筑施工项目所有相关人员进行需求调研与分析后，形成了

需求规格说明书，并通过与某建筑公司各个领导进行及时有效的沟通，确定了建

筑施工项目管理系统的各种需求。 

本文以面向对象的开发方法和用户实际业务需求驱动为导线，较为详细的介

绍了建筑施工项目管理系统的用户需求、数据需求、功能需求、性能需求、体系

架构设计、软件架构设计、网络部署设计、功能框架设计以及数据库的概念设计

和逻辑设计等。并具有针对性的选择了几个典型的功能模块来对系统的设计和实

现进行详细描述，主要包括：系统架构设计、类图设计、数据库设计、功能界面

实现等，最后对系统进行了功能和性能测试，通过测试可知，该系统完全达到了

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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