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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如今科学技术发展迅速，计算机技术与互联网技术在我国得

到了广泛普及，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我国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提

速。计算机信息技术是现代互联网发展不可缺少的一项技术，为

我国社会发展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撑。发展至今，我国各个领域都

在积极引进计算机信息技术，企业发展也逐渐将计算机信息技

术应用于自身发展之中，而该项技术也为企业带来更大的经济

价值。

计算机信息技术为社会变革提供技术支撑，当前人类社会已

然进入信息时代。在工程管理中，计算机信息技术优势较为突

出，极大地改变了工程管理模式[1]。在信息社会中，工程管理需要
融入计算机信息技术，这样才能改变传统管理工作中的缺陷，找

出管理中的漏洞，进而优化管理内容与形式。由于工程管理包含

许多内容，而通过单纯的人工管理方法并不能照顾到每一项内

容，借助于计算机信息技术进行管理能够减少潜在问题带来的

影响，确保工程管理的合理性。所以有必要研究计算机信息技术

在工程管理中的具体应用。

1 工程管理中计算机信息技术应用的现状
1.1 管理制度不完善
在借助于计算机信息技术进行管理时，管理者往往需要通过

专业的计算机网络管理人员进行针对性管理，这一管理流程有

较大的难度，而且需要消耗较长时间，因此需要安排很多人进行

管理。不过由于信息化管理属于新兴的管理模式，并无完整的管

理体系，加之管理人员众多，导致人力资源浪费问题频频出现，

由于部分管理人员缺少制度的约束，所以在管理过程中其自身

的价值往往难以最大限度发挥。如果信息化管理人员不能遵循

一定的规则，将会出现一些衍生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将导致

企业经济利益受损[2]。此外，管理者也存在监管不到位的问题，无
法结合管理特点制定管理制度，使制度的建立被延后，导致计算

机网络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

1.2 网络安全问题突出
网络安全是网络发展面临的重大威胁，一些人借助网络可以

破解竞争对手的机密，导致竞争对手机密被泄漏，如果某个网络

节点存在安全隐患，而且无法被发现，那么会导致管理者制定的

核心战略出现泄漏[3]。与此同时，网络的使用者如果存在不规范
的行为，也可能导致个人信息被其他人截获。一些企业在管理时

未能建立网络安全体系，导致不法分子入侵企业的管理系统中，

对管理系统进行破坏或者窃取对手信息。工程管理包含许多内

容，这些内容对于网络安全的保障产生不利影响，如果不能处理

好这些内容，则会进一步导致网络安全问题出现，进而影响计算

网络安全，这样能够防止相关问题产生，从而导致一些重要的数

据被窃取。此外，一些利用管理设备下载与管理系统无关的软

件，这些软件存在安全隐患，会使管理系统出现瘫痪，影响管理

质量，导致企业管理工作出现问题。

1.3 管理技术存在缺陷
现阶段，很多企业都将采用信息化管理模式，而想要发挥信

息化管理模式的优势，不仅需要通过专人进行管理，而且需要采

用先进的管理技术，可以说管理技术决定了管理质量[4]。由于一
些企业在引进管理技术时未能将管理技术的应用方式掌握，所

以在管理过程中企业面临管理难度大、监管难等问题。对于企业

而言，进行信息化管理需要花费大量的资源，尤其是基础设施的

投入，所以企业在信息化管理中的投入往往存在限制，这些限制

也是影响工程管理的重要阻碍。

此外，信息化管理技术都是由专业的机构开发，然后由企业

采购这些技术，出现技术问题后需要通过开发机构进行修复，技

术问题影响管理质量，与此同时，开发者在推出一些新的管理功

能时，企业管理人员往往无法在第一时间掌握，而是在后续管理

过程中逐步掌握，这也会使工程管理质量受到影响，技术问题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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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各类管理问题成为现阶段工程管理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1.4 网络管理模式缺陷
一套成熟的管理体系少不了管理模式的参与，良好的管理模

式是推动工程管理科学发展的重要保障，但是很多企业并不具

备完善的管理模式。一些企业并未制定信息化管理模式，缺少重

要的管理参照，这些问题都使工程管理的界限变得较为模糊，导

致管理者失去管理参照[5]。此外，一些企业为了寻求经济发展，未
能通过专业的人士进行企业管理模式的构建，对于其中存在缺

陷的结构，也未能进行优化，所以这也加大了企业管理的难度。

管理者对于管理缺陷的改进也缺乏一定的合理性，这也使管理

工作难度增加，进而影响企业发展。

2 工程管理中计算机信息的应用策略
2.1 注重管理制度的建立
信息技术建设十分重要，对于企业发展至为关键，企业想要

将信息技术合理应用，需要根据工程类型以及工程特点制定管

理制度，通过制度约束信息化管理工作。由于现阶段很多企业在

信息化管理上缺乏完善的管理标准，导致管理质量降低，所以企

业需要建设自身的管理制度[6]。
首先，需要对工程总体内容进行分析，制定整体性的管理体

系，为其他环节的管理工作打下基础；其次，需要将材料管理、人

工管理、设备管理等内容通过信息技术进行管理，保障工程顺利

进行；最后，要制定体系化的监管制度，约束管理者的行为，才能

使信息化管理模式逐渐变得更加体系化。通过制度的建立，进一

步优化工程管理体系，进而保障企业管理制度优化创新，推动工

程管理有序开展。

2.2 培养信息化管理人才
首先，企业需要重视管理人员素质教育建设工作，进行管理

人员素质教育能够更好地保障管理工作科学开展，为后续信息

化管理打下良好基础。如果企业想要将信息化管理工作有序地

开展下去，则离不开专业的管理人才。企业需要站在长远发展的

角度看待工程管理工作，这样才能保障企业长远发展。

其次，应该为管理者提供更多专业化的管理培训[7]。在培养
管理人员专业管理能力时，应该针对员工能力需求调整培训内

容，不断强调管理者需求，使管理者能够切实深入管理工作之

中，只有将保障管理者具备良好的管理能力才能保障管理工作

进行。

最后，企业要在工程管理过程中调整信息化管理方法，切实

为企业信息化管理提供参照，只有确保企业部门人员具备良好

的专业能力，才能保障企业办公人员水平得到提升，进一步为企

业开展信息化管理提供依据，使不同层次员工能够逐步地适应

企业的发展。此外，企业也需要不断整合资源，通过分析数据制

定完整的管理方案，帮助企业调整战略，进而确保工程管理能够

合理地开展。

2.3 制定信息管理标准
信息化工程管理有更大的特点，这些特点也决定管理的难

度，为了保障工程管理更快地实现信息化，需要制定一定的标

准，这些标准是推动信息化建设发展的基础保障。

（1）要分析工程管理的难点，认识到这些难点对于工程管理
发展给企业带来的新要求，然后制定更完善的管理体系，在完整

体系支撑下，有序地开展工程管理工作。

（2）要规范信息技术的使用方法，制定严格的网络安全防御
标准，从根本上解决网络安全带来的问题，这样能够降低技术不

规范带来的缺陷，进而保障企业信息化管理质量，推动企业循序

渐进的发展。

（3）应该规范人员行为，制定人员从业标准，减少人员操作不
规范导致的管理缺陷，只有保障人员管理的规范性，才能解决管

理问题。

（4）应该规范技术标准，采用统一的技术标准开发管理系
统，这样可以在技术更新后使管理人员及时掌握管理技术，解决

技术更新带来的管理延时问题。通过制定完整的管理标准，使管

理工作能够有序开展，这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保障信息

化管理的合理性，也推动工程管理的发展。

3 结语
总而言之，当前社会是信息社会，计算机信息技术影响行业

发展，在各个领域都在应用计算机信息技术，该项技术的应用使

得各行各业发展得到优化创新。在工程建设中，需要不断优化创

新，通过应用信息技术实现管理创新能够推动工程管理变革发

展。在应用信息技术进行工程管理时，需要认识工程管理的核心

价值，通过多种管理形式推动管理工作进行，进而保障管理工作

的发展，这对于企业发展进步十分重要，也是企业变革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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