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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low efficiency of information transfer, poor information collaboration and sharing, and 
low utilization value of information are the current situations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our 
country [1].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information among all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parties in dif-
ferent stages, the paper establishes information model of construction supply chain based on BIM, 
analyzes its operation guarantee mechanism, and discusses that the management model of con-
struction supply chain plays a promoting role in achieving efficient management, improving the 
level of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promoting the production efficiency of construction engi-
neering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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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我国建筑工程项目存在“信息传递效率低、信息协同和共享性差、信息利用价值低”[1]的现状，通

过对建设项目各阶段各参与方之间的信息进行分析，建立基于BIM的建筑供应链信息模型并对其运行保

障机制进行分析，探讨通过建筑供应链管理模式对实现建设工程项目高效管理、提高建设项目的技术水

平和生产效率起到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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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建筑行业是我国重要的支柱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从国家统计

局发布的宏观数据来看：2015年我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为 676,708亿元，其中建筑行业总产值高达 180,757
亿元。伴随着建筑行业的不断发展，建设项目逐渐向大型化、多样化、复杂化的方向发展。但是同时由

于我国建设工程具有建设投资大、建设周期长、施工技术复杂以及参与方众多等特点，建筑工程项目存

在“信息传递效率低、信息协同和共享性差、信息利用价值低”[1]的现状，其一直面临着粗放式发展所

带来的严峻挑战，在传统的生产模式下，建筑工程项目在不同的建设阶段、不同的工作职能中项目信息

被分散在建设项目的各个参与方手中形成独立的信息孤岛，造成工期拖延、资源浪费、重复劳动、效率

低下等问题时有发生。是以传统的生产管理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建筑行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在建筑行业推

行新的管理模式已迫在眉睫。建筑供应链管理作为建筑行业提升效率的重要管理模式，在中国的基础研

究和应用探索尚处于初步阶段。建筑供应链信息管理作为建筑供应链管理的核心组成部分，其效率直接

决定着建筑供应链的整体价值[2]。 

2. 基于 BIM 的建筑供应链信息模型 

2.1. 基于 BIM 的建筑供应链信息集成 

建筑工程是一项由多参与方协同工作的组织活动，在建设工程项目的全寿命周期中会不断产生大量

与工程项目相关的信息，建设项目的信息流随着信息的不断产生、流转、共享等过程逐渐形成，并且带

动了建设工程项目的物质流、资金流的产生和运行。建筑工程项目的信息具有数量庞大、类型复杂、存

储分散以及动态变化[3]等特点，因此要实现对建筑工程项目信息的有效利用就需要结合有效的管理模式

对建设项目各阶段各参与方的信息进行有效的集成管理。 
建筑供应链是供应链思想在建筑行业的有效应用，核心要素是信息。信息管理是建筑供应链管理重

要的基础纽带，信息管理水平的优劣决定了建筑供应链管理的效率。当前中国建筑企业在实施供应链信

息管理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信息沟通传递渠道虽然较以前已有很大提高，但仍有很大局限；不能同

时保证实现各个参与方之间的顺畅沟通协调；建设项目各参与方存在着地域上的分散性，信息不能及时

传递给接收方；在建筑供应链上的不同建设阶段和不同项目参与方之间，信息在沟通传递间出现大量的

流失。由于在建筑全生命周期中的不同阶段，不同专业、不同参与方之间进行信息管理时使用的软件存

在差异，不同软件间的兼容性使得信息的创建、交换与共享没有统一的平台导致了大量的人工重复录入

和信息的流失[4]；这些问题都影响了建筑供应链管理在建设工程项目中的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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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是一个共享的知识资源。BIM 模型贯穿建设项目生命周期全过程，在建设项目的各阶段中各利

益相关方通过在 BIM 中录入、调用、修改信息，以实现其各阶段各自职责的协同作业。基于 BIM 技术

的信息流管理就是通过对信息传递渠道和方式的改变，优化建设工程项目全寿命周期内信息管理的方式

和方法，实现建筑信息管理的集成和协同。但是 BIM 技术的应用仍有一定的局限，各种专业软件只是局

限应用于部分阶段和专业，因此为了实现 BIM 技术在建筑供应链上的有效应用就必须构建基于 BIM 技

术的建筑供应链信息管理模型框架。 

2.2. 基于 BIM 的建筑供应链信息模型 

本文建立的应用 BIM 技术构建供应链信息管理平台的模型架构如图 1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到，模型

的结构从上到下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为依据 IFC 标准建立的 BIM 信息模型结构，从下到上分别由资源、

核心层、交互层及领域层四个层次构成。第二部分根据建设工程项目不同建设阶段不同参与方之间流通

的信息为基础构建基于项目全寿命周期的建筑供应链信息管理平台模型。前者是后者的技术保证，后者 
 

 
Figure 1. Information model of construction supply chain based on BIM 
图 1. 基于 BIM 的建筑供应链信息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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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前者的基础，两者相互辅助，共同促进建筑工程项目的顺利实施。 
基于 BIM 的建筑供应链信息集成管理，其核心目标不仅是解决项目自身各建设阶段之间信息的集成

化管理，也注重解决供应链上参与项目的合作企业之间的信息集成化管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本模型

根据建设项目的策划、设计、施工、运营阶段中投资方、业主、勘察、设计单位、施工单位、供应商等

之间涉及项目成本、进度、质量、安全、风险等方面的信息来建立项目全寿命周期信息管理平台对信息

进行统计，并且结合基于 IFC 标准的 BIM 模型技术为项目全寿命周期信息提供统一的信息长期保存、交

换平台： 
资源层是 BIM 的中央数据库；在建设项目最初的规划阶段 BIM 中央数据就已经开始构建，并且在

建设项目全寿命周期运行的各个阶段中对数据信息进行补充完善。建筑供应链上的各参与方可以在建设

项目全寿命周期中的各建设阶段随时提取所需信息，一次建模多次利用，提高建设项目信息交流的效率。

而在建设项目全生寿命周期中，由于建筑供应链上的各参与方众多必然会造成建筑供应链的冗杂和混乱。

因此，BIM 中央数据库的建立是建筑供应链上信息储存、共享、反馈及应用的关键。 
核心层是基于 IFC 和 XML 标准的建筑信息模型，由设计方创建和修改，是连接着资源层和交互层

的重要纽带，它能够直接从 BIM 中央数据里提取信息供项目全生命期内建筑供应链上的所有参与方随时

查阅；核心层提供了数据化的建设项目模型以及各分部的计算表达方式，主要包括建筑设计信息及建设

项目全生命期数据[5]。 
交互层是在已经建立了 BIM 中央数据库和依据 BIM 相关标准建立的基础建筑信息模型之后，仍需

建立一个建设项目各参与方之间用来对信息进行统一交互的协同管理平台，对建设项目进行检视、碰撞

和模拟。通过这样的协同管理平台，利用互联网技术跨越建筑工程项目全寿命周期对建设项目的各参与

方所持有的信息进行集中管理和反馈，提高建筑工程项目的信息交流的时效性与有效性，促进建筑供应

链条有效运行。 
领域层是针对建设项目全生命期内的不同功能模块的数据需求通过交互层和核心层直接获取信息所

形成的相应子信息模型。同时在不同的领域层，建设项目各个参与方将所持有的信息通过互联网平台进

行交互整理，通过将信息归纳汇总建立基于 BIM 标准的建筑信息模型，最终将建设项目的所有信息汇总

到 BIM 中央数据库，最终满足建筑供应链上的各建设阶段各参与方的应用需求。这是一个对建设项目的

所有信息进行双向传递的过程，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了BIM技术在建筑项目群寿命周期中的信息集成应用。 
此外，为了保障 BIM 在建设项目全寿命周期过程中供应链上各参与方之间的有效实施，还应该建立

基于 BIM 共享契约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评价平台及采购与库存管理平台。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有效建立是建筑供应链能够顺利实施的支持和保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长期

的竞争中，采取团结协作的方式才是实现供应链上总体利益最大化的最好选择，这就需要建筑供应链上

的各节点企业从传统的只竞争不合作、互相敌对的关系向以彼此信赖、协同合作为基础的长期的战略伙

伴关系转变。以基于 BIM 的信息共享契约为纽带，核心企业建立战略合作伙伴筛选模型，对建筑供应链

上的合作企业的资格、资质、业绩、合作表现等进行综合评定，选定合格的合作伙伴，淘汰不合格的合

作伙伴，建立稳定战略伙伴关系，促进建筑供应管理的顺利实施。 
物流信息系统是建筑供应链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筑企业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挑战

之一。如果供应商不能及时的把质量合格的建设材料送达到相应的建设地点，就有可能造成项目建设的

中断，从而导致建设工程项目出现质量问题或者是总体进度的延误;在建筑供应链管理过程中如果供需双

方信息传递时出现失误，就会导致错误的供需信息在供应链上逐级传递，最终使得供应链上各合作企业

库存增加导致资金占压，浪费严重。针对建筑供应链中材料供应及库存所存在的问题需要通过推行准时

制物流 JITL (Just-In-Time Logistics)和创新库存战略来解决[6]。准时制物流是基于准时制管理的针对物流



王禹杰，高雪垠 
 

 
706 

的管理模式。准时制物流是精益思想的表现，是在精确测定生产制造各工艺环节作业效率的前提下，准

确地计划物料供应量和时间的生产管理模式[7]。供应商管理库存 VMI 和联合库存管理 JMI 都是可以在

建筑供应链管理模式下对库存管理进行有效改进的管理思想。VMI (Vendor Managed Inventory)是通过信

息共享，以需求方和供应商都获得最低成本为目的，供货方代替用需求方管理库存，对协议的执行进行

监督与修改，促使库存管理得到发展和改进的协作策略。JMI (Jointly Managed Inventory)则是供应链成员

企业打破各自为政的库存管理模式，供应链过程中的每个库存管理者都从彼此之间的协同利益考虑，共

同制定库存计划，对库存管理进行有效调控的供应链库存管理方式。所以说两种库存管理创新都是建立

在协同管理的目标框架之中。虽然建筑供应链与制造业的供应链虽有许多共通但仍存在很大差异，库存

管理方式更是如此。所以应依据建筑行业自身的独特属性制定相应的创新型库存方式，在满足建设工程

项目的基本实际需求之外，最大限度节省建设成本。 

3. 基于 BIM 的建筑供应链信息协同保障机制 

从信息流管理的角度来看，实行有效的信息管理并实现建筑供应链上的各合作企业之间的信息协同

对提升建筑企业决策效率和产品质量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建筑供应链管理过程中，项目各参与方之间

存在合作竞争的关系，都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主要目标，而不是整个建筑供应链的整体利益，部分

建筑项目参与方担心对其拥有信息的共享会使其在合作中处劣势地位而不愿意与其他参与方进行信息共

享，这使得信息协同共享在建筑供应链管理的实际过程中存在很大局限，参与方之间信任合作关系相对

薄弱。因此为了保证建筑供应链上各阶段各参与方之间信息能够有效的进行共享，保障基于 BIM 的建筑

供应链信息模型的建筑供应链管理模式顺利进行，还应制定相应的协同保障机制： 
1) 信任机制。供应链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和协同式供应链的建设与管理，都离不开有效的信任

机制，信任机制是供应链协同管理的核心内容[8]。信任机制是建筑供应链上的节点企业组织之间相互合

作的前提和基础，在供应链上的节点企业需要建立相互信任的合作机制，树立信息共享和合作共赢的理

念，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提高退出壁垒，增加合作收益，提高行为和决策的透明度等措施来提高

供应链上合作伙伴之间的信任度。所以可以说信任机制是促进建筑供应链上节点企业之间组织协同最有

效的机制。 
2) 利益分配机制。建筑供应链中存在多个利益主体，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存在着的利益冲使得供应链

的内耗严重，最终造成建筑供应链的低效运行。因此需要建立有效的利益分配机制。利益分配机制的建

立应充分考虑各合作企业自身的主体利益，根据合作企业贡献的大小，合理确定利益分配的最优比例，

并利用协商解决信息共享带来的利益冲突和利润分配问题，并保障所有合作企业的风险与利益对称的原

则，实现各合作企业利益的最优化，从而达成建筑供应链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3) 约束机制。约束机制是供应链节点企业组织之间利用合作各方的合约或者契约来加以规范、协调

各企业及行为主体的行为方式的总和，它是保证企业间组织良好运行的基础[9]。供应链的合作者之间进

行信息共享时，时常会出现与其中一方合作的同时也会与其竞争企业在其他方面也存在合作关系，甚至

与两者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信息共享关系。所以建筑供应链上各合作企业在签订信息共享契约的过程中，

应重点明确信息共享的层次和范围，严格制定对信息泄露的处罚及其他相应约束机制。建筑供应链合作

企业之间的协同约束机制建立之后，各合作企业之间或者其他参与方就应该严格按照契约来进行相应的

建设活动，以保障建筑供应链的有效运转。约束机制为建筑供应链中各节点企业之间的协同合作提供了

切实保障。 
4) 加快共享信息标准化建设。供应链共享信息的标准化，就是在供应链中如何使一个信息系统的信

息传达到另一个信息系统，其中包括信息内容、信息结构等形成一个整体标准的过程[10]。随着建筑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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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上协同合作的深入，合作企业之间的交流愈加密切，工作流程相互渗透并伴随着大量的数据共享。先

进的信息技术为建筑供应链协同管理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依靠先进的信息技术以及BIM平台，

建筑供应链各合作伙伴之间可以及时有效地对信息进行交流和共享。建筑供应链上各个合作企业之间的

基础设施或信息系统不能有效兼容是跨组织信息交流的主要障碍之一，为解决这一问题，保持供应链上

BIM 信息共享和传递的顺畅，需要制定统一的标准，对 BIM 的技术标准及 BIM 信息的数据格式、交互

方式作出规范。BIM 标准的制定和推广需要政府的推动[11]。 
5) 实施信息共享安全技术。在建筑供应链运行过程中，各合作企业之间进行信息交互、共享时可能

会涉及到部分企业的核心技术和商业机密，因此基于 BIM 的建筑供应链信息协同管理就必须建立在能够

有效保障信息传递共享安全的基础之上。在建筑供应链管理模式的运作过程中，各方除了通过制定严谨

的信息存取、传递安全的约束机制来保障各方信息安全之外，还应实际需求对 BIM 中央数据库中的信息

划分范围，依据不同的模块范围设定不同的访问权限，利用防火墙和数字证书技术提高信息数据传输的

安全性和可靠性，以此来最大限度避免各参与方在信息协同共享中出现核心机密的泄露或其他信息安全

问题，使各方能够从真正意义上通过建筑供应链信息协同管理实现效益的最大化。 

4. 小结 

建筑供应链管理是以建设工程项目为载体，基于项目全寿命周期信息的共享，为了实现项目利益最

大化和项目各参与方共赢的结果而采取的对工程项目各参与方的协同管理模式。BIM 技术为建筑供应链

管理提供了统一的信息交换平台，研究基于 BIM 技术的建筑供应链信息管理为实现建筑工程项目高效管

理、提高建设项目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有着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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