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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加快水利水电施工企业信息化管理，针对水利水电工程专业多、施工技术要求高等特点，基于施工企

业管理层的需求，采用 Ｂ／Ｓ软件结构模式和分布式 ３层体系结构，设计了水利水电工程项目管理系统的总体

框架。结合某工程承包总公司的信息化建设实际，重点研究了合同管理子系统的设计，并实现了相关功能。

该系统对企业内部之间信息畅通起到了重要作用，为提高水利水电工程项目的管理水平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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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项目管理是按客观经济规律对工程项目建设
全过程进行有效地计划、组织、控制、协调的系统管理

活动
［１］
。发达国家建设领域信息化起步较早，应用相

当广泛，主要表现在工程咨询、建筑业、房地产业、城市

规划、建设和管理行业。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努力通过

建立高效的政府管理信息系统来提高管理水平和政府

工作的透明度，改进行业管理，提高工程质量，降低工

程成本。据统计，美国在财务会计上占有 ９０％的工作
由计算机完成，物资管理中 ８０％ ～１００％的信息处理
由计算机完成，计划管理中则达到８０％ ～９０％。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各行业投资建设

的项目层出不穷，相应的项目管理模式也发生了很大

变化，大大加快了与国际接轨的步伐。投资方和业主

无论是对工程建设的工期、质量要求，还是对工程的资

金控制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甚至是比较苛刻的要

求
［２］
。水利水电枢纽工程所涉及的专业多，对施工技

术要求也较高。人们在对大自然开放利用时，由于自

然环境的多变和人类认识的有限，在做判断时难免会

出现偏差，因此在项目施工过程中，经常需要修改设

计，进行合同变更和索赔。

本文立足某水利水电工程承包总公司的信息化建

设实际，针对公司信息系统建设的需求，对水利水电施

工企业项目实施管理系统进行初步研究和设计；阐述

了项目实施管理系统及其开发技术，研究了系统分析、

设计等系统开发的主要过程；在此基础之上，以合同管

理子系统为例进行了系统的设计及实现，为工程项目

的合同管理提供一定的指导。

１　项目管理系统开发思路

项目管理系统是一个计算机辅助管理系统，由人、

电子计算机等组成的能进行施工企业项目管理信息的

收集、加工整理、存储、检索、传递、维护和使用的集成

化系统。它是由进度控制、质量控制、投资控制及合同

管理等多个子系统构成的综合系统，目的是实现项目

信息的全面、系统、规范和科学管理，为项目管理人员

进行建设项目的进度控制、质量控制、投资控制及合同

管理等提供可靠的信息支持
［３］
。

项目管理系统是一个信息处理体系，它为不同的

管理层次提供信息服务，除了具有一般管理信息系统

的数据的输入、传输、存储、处理和输出等基本功能外，

还具有数据处理、计划、预测、辅助决策功能和控制功

能
［３］
。其核心是开发出一套适合现代管理要求的计

算应用系统，但这既不是对现实系统的简单抛弃，也不

是对现实系统的简单模拟或复制，而是融入了先进的

管理理念、管理思想、优化的业务流程和创新的企业文

化
［４］
。



　增 刊 　　　周　焰，等：水利水电施工企业项目实施管理系统设计初探

１．１　系统开发方法
为保证企业项目实施管理系统有效、完美地达到

预期目标，系统开发方法的选择至关重要，是关系到系

统能否成功的重要前提。目前常用的系统开发方法主

要有３种：① 结构化系统开发方法；② 原型化方法；③
面向对象的开发方法。基于水利水电施工企业项目实

施管理系统对需求的多样性，在开发系统时，必须进行

详细的需求分折，鉴于系统的开发周期不宜过长及方

便代码编写的因素，企业项目实施管理系统的开发适

宜采用三者有机结合的方式，再者，对于企业管理层而

言，要考虑到对项目信息需求的实时性及对系统应用

的灵活性，故引入了适应这些特性的 Ｂ／Ｓ模式的网络
体系结构。

１．２　系统总体设计
根据施工企业项目实施管理的具体需求，将各成

熟系统模块按各个施工单位的不同管理模式和应用需

求重新组合，将数据和信息在企业的流程链中进行流

转和交互。系统包括进度控制子系统、成本控制子系

统、质量控制子系统、安全管理子系统、物资管理子系

统、合同管理子系统、多项目信息统计子系统、系统管

理子系统 ８个主要部分，见图 １。公司各职能部门及
各工程项目部通过项目实施管理系统进行项目管理和

信息交流，项目的公共信息存放在中央数据库，供公司

管理层和工程项目部人员进行录入、查询、上传和下载

等远程管理。

图 １　系统总体框架示意

１．３　系统信息交换方式
项目管理系统具有两个层次：① 工程项目部管理

层是施工现场管理层，主要负责工程进度计划的具体

实施和实际的进度控制、资源加载、安全、质量、工作联

系等信息的提供，并且负责向公司总部定期上报具体

工程施工进度、合同履约情况、变更、索赔等重大合同

事件报表；上报材料、劳动力及机械消耗台帐统计信息

表；实际进度情况表及与工程进展相关的其他信息处

理结果（报表、图形）上传至项目实施管理系统。② 公

司总部可查看项目进展信息，及时掌握公司所有工程

的进度、资金使用、安全、质量、成本等信息的情况，进

行综合分析和决策，其信息交互过程如图２所示［２］
。

图 ２　系统信息交互方式

１．４　系统结构设计
该系统采用分布式多层体系架构模式，体系结构

见图３。

图 ３　Ｂ／Ｓ三层网络模型示意

（１）数据服务层。它主要通过各种数据库管理系
统，如Ｏｒａｃｌｅ、ＳＱＬＳｅｒｖｅｒ等来实现信息交换，同时这些
数据库可驻留在任何平台上，主要进行网络数据的维

护。

（２）业务逻辑层。是连接用户服务和数据服务的
桥梁，协调客户端与数据库服务器之间的关系，是 Ｂ／
Ｓ结构中最核心的一层。

（３）用户界面层。该层主要是给用户提供可视操
作界面，面向广大普通用户，可以通过浏览器界面很方

便地访问所需要的资源，向下层传送用户的服务请求、

接收下层传回的响应信息、输出运行结果等，是网络软

件的人机接口部分。

２　合同管理子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２．１　系统功能
合同管理子系统开发的目的是为了帮助项目管理

５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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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方便、有序、高效地进行合同管理，服务于合同管

理的全过程。水利水电施工企业合同管理子系统的需

求是：能够实现合同基本信息的记录和查询；合同执行

情况的跟踪和处理过程的管理；合同文件资料的登录、

修改、查询和统计；企业相关合同实施情况的汇总统

计；能实现数据的备份和恢复，不同权限的用户可以进

行不同层次的操作，实现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图 ４
为合同管理子系统的功能框架。

图 ４　合同管理子系统功能框架示意

在这个系统中包含有合同信息管理模块、合同跟

踪管理模块、合同查询模块、统计分析模块、系统维护

模块５个主要功能模块。图５为合同管理流程。

２．２　子系统功能的实现

２．２．１　合同信息查询
登录系统后进入项目管理系统首页，点击左边栏

“合同管理”项，显示合同管理子系统功能菜单；点击

“合同查询”则在网页右侧显示查询页面。选中所查

询的合同栏，点击查看可打开网页对话框显示合同信

息页面。

２．２．２　合同变更与索赔
变更管理是合同跟踪管理模块的一个主要功能。

系统设计了简洁的网页对话框界面，可方便地进行变

更信息的录入及变更附件的管理。工程施工阶段是发

生索赔最集中、处理难度最复杂的阶段。施工企业索

赔管理的水平直接关系到工程项目进度及成本控制的

优劣。在项目实施管理系统中，索赔管理也是合同跟

图 ５　合同管理流程示意

踪管理模块的一大主要功能，通过系统可以方便地进

行索赔信息的记录、保存以及索赔相关文件的管理。

同时，通过与统计分析模块的关联，还可实现对公司所

有合同索赔信息的统计与分析。

３　结 语

本文立足某水电建设集团目前信息化建设现状，

对项目实施管理系统的概念、基本结构和功能进行了

阐述，介绍并选择了项目实施管理系统的开发方法、网

络体系结构及开发支撑技术。该项目管理系统的实现

必将在很大程度上为企业管理层提供决策帮助，省去

大量用于查阅资料及收集信息的时间，提高工作效率，

并且对于优化项目内部之间的信息通畅起到了重要作

用。此外，合同管理是施工承包企业项目管理的核心

和灵魂，是综合性的、全过程的管理工作。合同管理子

系统功能的实现对于全面履行合同、减少合同纠纷、减

少损失、加强合同管理、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提供了一

条便捷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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