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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简介

l 始建于1952年（原青岛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

l 国家特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企业

l 拥有土建、市政、设备安装、消防、设备租赁、智能化设计与施工一体化等10多个

专业分公司，控股房地产企业及装饰、建筑设计、钢构、劳务等多家子公司，拥有

双甲设计院，涉密信息系统集成乙级资质

l 开发、设计、科研、施工、安装、装璜、租赁、材供和物业管理等技术和装备齐全

的集团型企业

l 各类技术经济指标居山东省内同行前列

l 公司获得多项鲁班奖、詹天佑以及国家优质工程、国家级新技术示范工程、全国施

工安全文明工地等奖项

l 中国森林养生基地、山东省建筑业30强企业、青岛市最佳雇主企业、青岛市市长质

量奖单位、青岛市超高层建筑综合体专家工作站





青岛胶东国际机场 机场服务办公用房 青岛流亭国际机场航站楼



第一部分  信息化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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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办公类系统建设已逐步趋于完善。

运营管控类系统均已上线应用。

在综合管理类系统应用方面，
目前企划、法律、审计、科技、
市场、投资、监察等职能部门
均有相应的信息系统支撑业务
管理工作。

战略决策类系统目前尚未开展建设。

在生产经营系统应用方面，目
前施工项目管理系统覆盖率已
达80%以上，设计勘察与城市
建设两大业务板块尚无生产经
营系统应用。

截止到2020年已建系统总数是16个



建筑业快速发展的现
状与其相对落后的管
理水平矛盾日益突出！



l行业的特殊性

l对信息化认识不够

l信息化没有统一的标准

l公司旧有管理模式制约

l项目部人员配备参差不齐、文化水平高低不一



     近年来，虽然股份公司信息化建设步伐明显加快，但由于所处传统

建筑行业，企业员工普遍对“利用信息技术进行业务变革”重视程度不

够、认识不足，造成信息化与业务变革结合不够。

信息化与业务

变革结合不够

标准化与信息

化融合深度不

够

业务财务一体

化集成度不够

信息化资源集

中度不够

       目前，主营业务系统与财务系统尚不能实现对接集成，更无

法实现业务财务一体化信息联动效应。造成“业务帐与财务帐”

难以有效衔接匹配，无形间加大了企业运营风险。

      目前，股份公司由于标准化与信息化融合深度不够，造成主营业务系

统在各单位应用深度不同，应用效果参差不齐。由于各系统主数据不统

一、数据仓库尚未建立，造成数据孤岛现象日趋 严重，给后期多系统对

接集成工作带来巨大困难。

        目前，由于股份公司实行多层级法人管理模式，造成各子企业分散进

行信息化投资建设。业务系统、基础设施及IT技术人员分散在各层级企业，

形成“合力”不够，资源统一调配与集中管控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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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设
目标

2满足

u满足住建部对特级资质企业信
息化的达标要求

u满足企业项目管理的实际应用



5

系统
选型

5要求

u必须是满足集团级多项目管
理的系统

u必须是以业务为核心驱动的
系统

u必须是具有平台化二次开发
功能的系统

u必须是可持续发展且能自我
完善的系统

u必须是能实现办公-业务一体
化和财务-业务一体化的平台



2
信息
化工
作

2确保

u确保企业特级资质就位信息
化考评工作顺利通过

u确保综合项目管理系统能在
全局80%的项目得到全面应用



1
信息
化考
核

1目标



第二部分  信息化特点



     “互联网+”时代的本质是：传统企业的在线化、数据化、交易的在线化，通过新技术的创造性应用推动

传统企业的业务变革与管理升级，使企业能够主动适应时代发展的新要求，并转型成为“互联网企业”。

互联网+时代
关键技术应用

企业信息化推动影响

云计算 推动IT基础设施架构从“分散”到“集中”转变，使企业信息系统“总部集中部署、全球统

一服务”成为可能。

大数据 推动数据资源应用从“记录存储”到“整合共享”转变，使数据资源真正成为企业重要的无

形资产，并成为企业信息化建设的价值核心。

物联网 推动企业信息传递从“离线手工录入”到“实时在线采集”转变，使企业实现人人、物物、

人物、机器之间实时互联互动， 并通过技术创新应用逐步替代传统业务操作。

移动互联网 推动企业信息系统使用从“PC端”到“移动端”转变，使系统使用不再受到空间与时间影响，

实现“随时可用、随处可用”。

企业信息系统也将从“大而全”的重量级应用，转变为单一业务APP的轻量级应用。



     “互联网+”时代对企业信息化的推动影响，不仅表现在技术变革方面，更是信息化建设理念的创新，信息化

建设将融入“互联网思维”，推动传统企业向“互联网企业”转变。

用户思维 大数据思维 跨界思维

迭代思维 极致思维 简约思维

平台思维 社会化思维 流量思维

l信息化建设不仅要关注管理者的需求，更要重视最终用户的使用感受。

l信息化建设要满足业务数据需求为驱动，以数据集中共享为基础，并通过数

据发掘发现潜在业务规律，创造业务管理新模式。 

l信息化建设要从“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从企业内部向产业价值链拓

展延伸，并推动产业链上线协同。

l信息化建设应采取“化繁为简”思路，使业务系统服务更加专注专一，操作

简便。

l信息化建设必须引入“平台化”理念， 强调在统一基础设施平台、标准化的

软件平台、统一数据平台之上，统筹开展建设，避免出现后期“数据孤岛、集

成难”问题。

互联网思维 企业信息化推动影响



一、企业微信、微信、微信小程序的应用
1、企业微信、微信、BPM、企业邮箱消息联动



一、企业微信、微信、微信小程序的应用
1、企业微信、微信、BPM、企业邮箱消息联动



一、企业微信、微信、微信小程序的应用
2、微信小程序联动工程项目



一、企业微信、微信、微信小程序的应用
2、微信小程序联动工程项目



二、工程项目管理

物资

成本

预算

设备

合同

分包

资金
计划

以合同为主线，成本管理为核心，建立施工的全过程成本管理。

成本管理将重点汇聚于项目成本对比与资金计划，将现场发生的每一笔收入、支出进
行记录汇总，实时查询、实时预警、统一汇总、宏观调控。





四、智慧云采购



四、智慧云采购



五、智慧工地
 

 

质量检查 工期管理

视频监控

VR培训

环境监测

安全检查

设备监测

 

 

 

 

 

 

BIM轻量化



实用性模块

• 视频监控

• 劳务实名制

• 智能喷淋控制 • 智能雾炮

• 智能地磅

• 自动洗车池

• 塔吊黑匣子

• 塔吊吊钩可视化

• 施工电梯监控 • 节电节水

• 工期管理

01

02

03

04

•  质量、安全

06

07

08

09

10

11

12

05



观摩性模块

• VR体验馆

• 大体积混凝土测温

• 卸料平台监测

• 危险区域报警• 宣传屏

• 塔吊防碰撞系统

• 基坑水位监测

• 深基坑监测• 人员定位

• 智能无线广播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 高支模监测

10

11

12 • 智能塔吊喷淋



轻量化模型多终端应用



采用UCSP技术、流媒体技术等， 
实现对施工项目的视频监控及 
即时应急指挥。完善应急机制。 
工地全局监控全方位、全时段 
的视频监控及视频资料留存；  
重要设备及风险区域监控监控 
重要设备安全运行状态，针对 
高风险区域实时监控。

视频监控 

实时视频 

视频回放 

云台控制 

视频抓拍



在项目施工区域制高点，
安装球形摄像机，它集
成彩色一体化摄像机、
云台、解码器、防护罩
等多功能于一体，使用
简单但功能强大，广泛
应用于开阔区域的监控。
实现施工现场无死角监
控。

制高点监控



主要用于建筑工地作业 
区域，采用视频工帽识 
别算法，通过对作业区 
域监控视频进行实时分 
析，可对进入作业区域 
的人员进行自动识别： 
若检测到人员未佩戴安 
全帽，可立即报警，报 
警信号同步推送至管理 
人员。提升作业区域的 
管控效率，保障作业人 
员安全。

安全帽识别



围挡、塔吊喷淋



实名制通道--支持对接省平台

道闸+人脸识别终端

• 可利用原有闸机，安装人脸识别终端

• 流程简单，添加工人后，工人即可刷脸直接进出

• 可见光人脸识别、支持夜视、设备自动补光，支持半 

户外强光环境

• 严格保障工地实名制落地





东营胜利花苑续建项目















第三部分  建企信息化趋势



智能建造是重点研发方向



一、持续推进应用软件的研发

智能识图，通过图形检测、图像分割等技术对专业图纸分析转化，实现自动算量

资源配置，利用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实现人机料法环等资源的合理配置

征地拆迁，基于无人机实景模型实现征拆管理



二、加大物联网技术的研发

深基坑监测  隧道变形监测  

桥梁监测  

架桥机监测塔吊监测

l地质参数：密实度、承载力、潮湿程度
l定位（地形）参数：高程、坐标
l空间参数：外形尺寸、间距、倾斜度
l图像参数：暴力扫描方式
l力学参数：应力、应变、荷载
l材料属性参数：导热率、弹性模量

Ø 传感器：全站仪、轴力计、应力计、应变计等

Ø 传感器采集内容：

目的：准确感知结构物、装备等空间、力学、

材料属性的数据，为下步判断及作业提供依据。 无人机实景建模  



三、智能化施工机械装备研发

Ø人机互动
ü 远程操作、远程控制、

远程指挥

Ø两化融合的机械
ü 减少人工干预与依赖

Ø智能化的机械
ü 自我识别、自我采集、

自我驱动、自我学习、

自我管理



四、系统集成应用研究等支撑性技术研究

人力资源数据中心

岗
位
角
色
权
限

以组织机构为核心，驱动角色

p 以组织机构划分角色

p 以行业结构划分角色

p 以业务功能划分角色

以岗位角色为核心，驱动权限

p 以组织机构划分权限

p 以行业结构划分权限

p 以业务功能划分权限  业务模块      用户

通过组织结构实现用
户与模块权限的关联

通过岗位角色实现用
户与模块权限的解耦企业主数据、企业基础数据库



项目前期决
策应用

规划设计
应用

招标管理
应用

合同管理
应用

进度管理
应用

成本管理
应用

质量安全管理
应用

运维管理
应用

销售管理
应用

基于
CIM+BIM
的决策模型

构建基于
CIM+BIM
的项目财务

评价

城市规
划可视
化呈现

设计图
纸

问题发
现

方案
造价评

估限额设
计

支持

创建预算
BIM模型

控制价计
算

工程量计
算

工程信
息

协同共
享基于

BIM的
动态合
同管理

进度沙盘

加快
设计进度

减少变更和
返工进度损

失
加快生产计
划、采购计

划编制
加快竣工交
付资料准备

精确提供
资源计划

动态成本
管理

快速结算
工程进度

款

基于BIM的
技术交底

质量检查对
比

碰撞检测及
预留洞口

高效的质量
控制沟通协

调机制

搜集整理现
场质量数据
并实时动态

跟踪

隐蔽工程
改造

设备快速
定位

信息查询
更新

系统维护

实时监控
预警

互动场景
模拟

电子沙
盘

VR虚拟

基于BIM的全过程协同管理

改善变更
管理设计方

案
三维展

示

基于规
划数据
的分析
计算

智能城市
化的运维

管理

基于BIM的全过程应用



人员 设备 物料 规章 环境

施工作业现场的人、机、料、法、环

     施工作业现场管理系统

移动互联 物联网

1. 系统将“手工填表”转变为“自动采集”，提高现场数据准确性与及时性，解放生产力。

2.将施工工艺、工法固化于系统智能终端，将“师傅手把手带徒”转变为“手拿终端边用边

干 ”，实现知识快速传递。

3.项目经理“一机在手，全局在胸”，系统实时反映项目计划、安全、质量数据，自动预警，

提高项目履约能力。

51

大力开展“智能化应用”，提高数据“采集-传输-分析-监控”效率



1、未来的建筑业越来越需要跨界的it 精英们

2、未来的建筑业越来越需要既懂it又懂业务的复合型人才

3、未来的建筑业的it产业会越来越大，影响力巨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