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Commerce Letters 电子商务评论, 2024, 13(3), 8412-8418 
Published Online August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31031   

文章引用: 先思艳. 建筑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研究[J]. 电子商务评论, 2024, 13(3): 8412-8418.  
DOI: 10.12677/ecl.2024.1331031 

 
 

建筑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研究 

先思艳 

贵州大学经济学院，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2024年6月7日；录用日期：2024年6月21日；发布日期：2024年8月22日 

 
 

 
摘  要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建筑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传统产业发展的障碍，其自我认知存在误区、转型能力

差异较大、转型实践风险大，亟须开展转型能力研究与策略优化，加速建筑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其核

心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已成当下的重要任务。本文回顾了关于建筑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文献研究，在

分析建筑企业数字化转型现状的基础上，用文献研究法尝试从建筑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行业发展的内生要

求、高质量发展的实现需求、资源有效配置的实现需求和绿色环保的需要这四个动因方面出发，探究其

数字化转型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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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construction enter-
prises faces obstacl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and there are misunderstand-
ings in their self-perception, large differences in transformation capabilities, and high risks in 
transformation practices, so it is urgent to carry out research on transformation capabilities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accelera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enhance 
their core competitiveness, and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which have become an im-
portant task at presen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o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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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path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from the four driving factor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 endogenous 
requirements of industry development, the realiza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realiza-
tion of effectiv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the needs of gre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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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数字化转型和双碳两大社会发展的主题下，数字化转型与双碳导向下的绿色发展成为世界各国的

发展重心。根据 IDC 的研究，到 2025 年，全球由数字化产品和服务驱动的数字经济，占比将达到 58.2% 
[1]。建筑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其中一个重要途径是建筑业全面实现数字化转型。以大数据、人工智能、

区块链、云计算、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不断涌现，催生了数字经济这一经济发展的新形态，数字

化转型成为引领产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2]。面对以采用数字技术、传感器系统、智能机器人等为特点的

数字化转型，建筑业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3]。而建筑业又是建筑方式较为传统的产业，这种粗放型发展

模式并不符合创新、绿色、低碳的新发展理念要求[4]，正如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提到的，建筑业需

要智能、可持续和包容性的增长。建筑业数字化转型不仅可以提高建筑项目的设计、施工和管理效率，

还可以推动行业向更加可持续、智能和包容的方向发展。在建筑企业看来，数字化转型是必不可少的，

是核心战略，不管是国家的“十四五”规划还是建筑业的“十四五”规划，都提出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这表明在“十四五”时期，提高质量、增加效益、节约成本和降低消耗仍然是重要的议题，同

时也意味着建筑企业需要加速数字化转型的进程，以确保持续生存和发展。此外，埃森哲发布的《2021 中

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显示，从 2020 年上市公司的营收增速看，数字化领军企业的营收增幅是其他企业

的 3.7 倍，远超 2016 年至 2019 年的营收年平均增速差距(1.4 倍) [1]。毫无疑问，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紧迫性

是显而易见的，建筑企业只有将数字化转型作为核心战略来推动实施，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一席之地。 

2. 文献回顾 

我国建筑业数字化转型研究的起步比较晚，随着“互联网 + 制造”打开了工业 4.0 的大门，建筑业

涌现出一批前沿的施工技术，如 BIM 技术、云计算、大数据等[5]。2020 年 1 月，住房和城乡建筑部发

布的《“十四五”建筑业发展规划》中强调，要强化施工图审查的作用，要广泛推广数字化审查技术，

并积极探索运用 BIM 技术和人工智能手段进行审查。国家和地方层面积极推进建筑业智能化、数字化升

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积极推进 BIM 技术在建筑施工企业中的应用[6]。一些国外学者早已认识到

数字化转型对建筑业的重要性。Husin 和 Rafi (2003)提到互联网打开了世界向智慧的转变，基于互联网的

计算机辅助设计(iCAD)的诞生为建筑工程提供一个新的层面，CAD 的功能已经扩展为一种沟通和协作的

工具[7]；Stockdale et al. (2006)通过实证分析不仅验证了信息和通信的敏捷性在建筑公司运营中的重要性，

还表明建筑项目的盈利能力高度依赖于信息传输的效率，数字化可以满足这一需求[8]。认识到信息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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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后，陈昕(2018)认为在数字技术的引领下，工程项目的全过程、全要素及全部参与者的数据都可

以汇总、分析和挖掘，及时有效地与项目参与沟通和传播，大大提高了工程项目的效率和质量[9]。为了

提高企业内信息共享程度，王兴山(2017)提到目前许多建筑业开设共享中心、创建合作采购和电子商务平

台等方式正朝数字化转型方向努力[10]。但建筑业的数字化转型的过程比其他行业更复杂，需要注意简单

的技术或信息化问题及业务管理和新技术深度融合，Kramat (2023)发现马来西亚建筑业的 BIM 技术遇到

技术采用、行为、实施、管理和数字教育障碍，若消除这些障碍，将会节省成本、时间并提高生产率、

质量和可持续性[11]。因此，Craveiro et al. (2019)提出面对现在当前高速发展的世界，要想加快建筑业转

型升级，就必须采用数字革命和技术创新[12]；Prebanic 和 Vukomanovic (2021)发现建筑业是数字化程度

最低的行业之一，要实现数字技术的契合应用，需要对建筑项目和建筑业的流程进行重新设计和数字化

改造[13]；瑞凯等(2021)从行业特点角度也认为建筑业的数字化转型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涉及业务领域多、

生产周期长、生产管理要素杂等，因而其转型难度也更为艰巨[14]。 
目前，学术界对建筑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转型影响因素，包括驱动

因素和阻碍因素等。龚银银等(2022)研究发现建筑业数字化转型在不同阶段的驱动因素不同[15]；王世民

等(2021)认为减轻数据储存和管理负担是建筑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因素，而技术人员不足是其阻碍因素

[16]；还有些学者认为政策支持、建筑业企业的数字化能力和数字化复合型人才储备等因素对建筑业数字

化转型也有重要影响[17]-[19]。二是转型路径，包括实现路径、转型机制、应对策略以及推动转型的管理

措施。杨英楠等(2022)指出了建筑业数字化转型的两条路径，一是软件化经过数字化和网络化发展到智能

化，二是直接从软件化迈向网络化[20]；李纯等(2021)提出建筑设计类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思路：内生方面

包括顶层意识更新与组织结构调整；外生方面包括生态圈营建与市场探索[21]。三是技术视角，即分析数

字技术在建筑业数字转型过程中的应用与实践。贾丽等(2022)基于 BIM 技术应用的视角，认为其数字化

转型的有效途径在于深度融合 BIM 技术、财务共享和其他信息平台[22]。四是评估视角，探讨建筑业数

字化转型的能力及评估其成熟度。刘媛等(2022)从组织体系、数字化基础、数字化研发、效能效益等多个

维度进行考量，并构建了建筑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评价体系[23]。 

3. 建筑企业数字化转型现状 

在国家改革政策的推动下，我国的大型建筑企业在活力和竞争力方面有了明显的提升。但我国的建

筑企业在净资产收益率、营收利润率、研发投资以及数字技术的利用率等多个方面仍然相对落后于世界

的顶级建筑企业。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建筑企业必须加快自身数字化建设

步伐。当前，我国的建筑企业在数字化进程中主要面临两大挑战：一是落后的商业模式和协同性不足的

业务，二是信息技术的应用模式存在差异，缺乏有效的数据管理和共享策略。 

3.1. 落后的商业模式和协同性不足的业务 

目前，建筑行业的企业商业模式相对简单，缺乏在整个产业链上的业务整合，而且收入来源也比较

有限。因此建筑类企业可以通过向上下游延伸，建立多元化经营模式来提高企业竞争力，实现自身价值

最大化。当前的建筑公司在信息化平台的功能配置上相对单一，并未出现像全面覆盖建筑生命周期这种

类型的系统，在企业内部，不同类型的信息系统基本上是相互独立的，很难存在互相交互的可能性，也

导致不同环节间缺乏有效的协同作业。建筑类企业在经营模式上主要是以传统的工程项目承包为主，业

务分散，缺乏一体化管理。执行每一个建设项目都依赖于不同专业的人才进行有效的协作，由于软件应

用上的差异性，以及信息技术平台间数据模型的不一致，因此不同专业在合作与协同方面的表现存在明

显差异，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建筑行业的市场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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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信息技术的应用模式存在差异，缺乏有效的数据管理和共享策略 

在建筑企业的转型过程中，企业经历了一系列的信息化改革，但这些改革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划，

而是集中在各个部门和业务单元，标准也不统一，这导致了公司在集团、分公司以及不同业务单元的信

息系统之间的整合变得困难，难以发挥集成的作用。另外，由于目前大部分的企业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

数据中心或数据中心平台，不能为企业提供完整、准确、及时的数据支持，使得企业在建设新系统时需

要花费大量人力成本来搭建。在建筑行业中，项目施工的各个阶段都会生成大量数据，但由于管理不善，

导致企业内部的数据与结构之间出现差异，限制了数据和模型的有效共享与应用。因此，建筑企业数字

化转型的关键任务是整合建筑项目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产生的数据，并确保这些数据能够被广泛共享和

高效利用。 

4. 建筑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因 

4.1. 行业发展的内生要求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全球建筑业发展的内生要求。袁正刚，广联达的董事长兼总裁，在演讲中强调了

全球建筑业的发展动力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一方面是构筑建筑业空间的目标正在向“工作和生活空间

融合”的趋势转变。从欧美众多建筑实例中不难看出，自疫情爆发以来，办公建筑正逐渐与“家”的概

念相融合，旨在让人们在办公环境中体验到家的温馨和舒适。另一方面是全球大部分国家正面临着劳动

力短缺和人口老龄化的两大难题，这促使建筑业的生产方式发生深刻变革。同时，绿色发展理念的兴起

也推动着建筑企业积极实现全产业链的低碳转型。 

4.2. 高质量发展的实现需求 

数字化转型在建筑企业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能显著提升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

质量和安全、增强市场竞争力、精准满足市场需求、推动行业的可持续发展等。借助先进技术和工

具的引入，建筑企业可顺利实现由传统生产模式向智能化、信息化模式的转型升级，这样可以更好

地适应市场的变化和满足客户的需求。高质量发展意味着在保障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加注重质量、

效率和可持续性。数字化转型对于建筑企业而言，能够促使建筑企业更加准确地管理和合理利用资

源、优化部门工作流程、提升企业生产效率、保障工程质量，不仅是其提升自身竞争力、满足市场

需求的必要手段，也是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赢的关键路径，更是支撑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途径。因此，政府也在推动建筑行业数字化转型，以推动其产业升级、优化经济结构和促

进可持续发展。 

4.3. 资源有效配置的实现需求 

通过数字化转型，建筑企业能够更有效地管理和利用资源，并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最佳配置，从

而提高其生产效率与经济效益；建筑企业数字化转型还有助于其更好地监测并管理资源的使用情况，包

括人力、物资、设备等。通过对实时数据进行监控和分析，建筑企业能够更加精准地了解其资源的供需

情况，从而减少资源浪费和避免资源过剩，以实现最佳资源配置。数字化转型还能通过对资源利用进行

优化和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以达到降低企业运营成本的目的。例如，可以通过对数字化设计和建模技

术的应用，来减少对物料的浪费和降低重新加工的成本；可以通过应用智能化的监控系统，来减少对能

源和水资源消耗造成的成本。建筑项目的工作流程可以通过应用数字化工具和技术来进行优化，从而提

高施工效率与工程执行效率。例如，可以利用 BIM 技术来使设计与施工可以无缝衔接，从而减少信息传

递和沟通时间，并降低其造成的成本，提升工作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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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绿色环保的需要 

建筑业绿色环保的目标可以通过数字化转型来实现，有助于推动其可持续发展，并减少对环境的不

良影响。传统建筑业使用纸质的设计图纸、合同文件、施工图纸等，需要产生大量的纸质文件，会造成

资源浪费。建筑企业能够通过数字化转型来实现电子文档管理，从而降低对纸质文件的使用率，以减少

消耗森林资源。如建筑信息模型(BIM)，这样的数字化技术能够协助建筑公司在设计和施工阶段进行优化，

从而提升能源的使用效率并减少建筑的运营成本。通过对建筑物在各种环境条件下性能的模拟和分析，

我们有可能设计出更加节能和环保的建筑结构。目前，许多国家都开始将数字化技术运用于建筑设计中。

数字化转型不仅能够利用智能系统和传感器技术来监测和调整建筑物的能源消耗，还可以实现节能和减

少碳排放；也能使企业对现有设施进行升级改造，以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 

5. 建筑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 

5.1. 聚焦核心需求，明确数字化转型方向 

对于建筑企业而言，它们首先需要明确数字化转变的远景与目标，然后进一步编制和规划对应的数

字化战略蓝图。包括了对目前的操作程序、技术设备和组织能力的评估，并确立数字化转型的核心任务

和首要发展领域。首先，强化企业在管理其现行业务方面的能力，其目的是降低运营成本。企业的实力

扩展需要进一步加强，主要是在增强营业利润和激励创新这两大方面得到实现。为满足整个行业的进步

需求，各企业应积极寻找新的成长空间，同时挖掘新兴的经济驱动因素。数字化技术已经逐渐成为建筑

业在提高管理效率、扩大企业灵活度方面的关键支撑。但当前绝大多数建筑公司都在面临着数据采集难

题、不同部门的协同工作问题、不明确的发展方向以及功能重复的电力使用问题，这些都制约了它们在

信息技术变革中的表现。将数据系统化地数字化转化，已经成为了数据驱动、网络业务连接、行业趋势

预测以及能力共享的优先方法。 

5.2. 建立数字化基础设施和平台 

为满足建筑企业的特定需求，规划并确定云构架与拓扑结构，这包括云服务器、云存储、数据库、

网络和安全组件的配置和布局，以确保系统具有高可用性、灾难恢复能力和可扩展性。在充分研究数据

中心虚拟化技术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虚拟部署的数据整合解决方案。为了确保数据的安全性和完

整性，制定详细的数据备份和恢复计划，包括定期进行的备份操作、应对灾难的恢复策略以及数据恢复

的各种测试。在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了安全性和可靠性要求，采用先进技术提高系统核心业务数据的安

全性、保密性、可控性、可维护性。在此基础上，还应建立严格的权限管理机制，并配备必要的监控和

管理工具，以实现对云基础设施的即时监控和管理。创建一个集资源、交易、管理、流程、合作和服务

于一体的网络服务平台，利用互联网技术对建筑业进行全产业链式整合，形成“互联网+”模式下的行业

发展新业态。基于数字技术，企业的业务处理更加高效、灵活和便捷，得益于数字技术强大的连接和计

算分析能力，建筑企业的管理链条长度、交易流程的复杂性以及广泛的地理范围问题得到了有效的解决，

提高其运营效率，降低人力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数字化转型摒弃了传统的功能矩阵组织管理方式，

通过以建设过程为核心、以业务流程为驱动力的管理策略，对企业的业务流程管理进行了优化，消除了

部门之间在传统模式下的管理盲区和重复区域，从而显著提高了工作效率。 

5.3. 建立数字生态，构建数字化转型能力支撑 

从资源的基础给出各种不同业态下的关于设计解决方案的服务。在满足客户不同需求的基础上，客

户的个性化体验即将变成行业未来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随着个性化与差异化需求不断发展，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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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逐渐变成客户需求的趋势，并且这种趋势将会显现在未来的建筑行业中。随着市场的不断变化，建

筑空间只有更灵活，才能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才能满足未来市场上各种不同的需求。可以从数字化战

略规划、IT 项目管理、业务数字化赋能、数据运营、生态整合五个不同维度来构建衡量建筑企业数字化

转型能力的评价体系。数字化战略规划能力是能够让建筑企业了解新一代数字技术和数字化发展政策，

并根据此来拟定与自身发展需求相符的数字化转型战略；IT 项目管理能力指的是业务与人工智能建设管

理的复合能力，用人工智能的逻辑来解读企业业务，重新构建企业业务管理的模式；企业数字化赋能能

力指的是深化信息技术在现有技术上的应用能力，以促进企业加速创新与转型升级；其中一方面是数据

操作能力能够提升工作效率，使管理变得集约化；另一方面则是探究实现数据的价值，并使其成为企业

新的经济增长点；数字生态的融合能力是指挣脱传统边界对企业发展的限制，从而促进各产业间的深入

融合，并促进新生业态下企业之间的数据、能力以及平台的共享，从而共同创造数字化转型的价值。 

6. 结语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建筑行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革机遇。数字化转型不仅是建筑企业适

应市场变化、提升竞争力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建筑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一个系

统工程，涉及战略规划、技术应用、流程优化、生态构建和文化培育等多个方面。企业需要全面考虑，

制定切实可行的转型路径，以实现从传统建筑业向数字化、智能化建筑业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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