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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工程管理信息化是指为了更好更有效地实施工

程管理，利用信息技术，构建信息系统，并在工程管
理实践中加以应用的过程

［１］ 。 由于大中型工程的
投资较大，对社会及环境的影响广泛。 通过信息化
实现资源共享，能够有效降低工程管理中的协作成
本和重复投资，有效监控工程的设计、建设、运行和
维护等各阶段。 这将有助于降低工程全生命周期内
的总投入，提高工程质量及运作效率，同时促进工程
环保效益的实现和改善民生满意度，使得工程的经
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得以大幅度提升。

信息化建设不仅是信息技术系统的建立问题，
同时也是与之相适应的组织架构与沟通机制、信息
共享与知识创新模式不断调整、不断完善的过程。
它涉及不同组织内部或组织之间、不同工程之间，以
及工程与政府和社会公众之间的信息沟通等一系列

问题。 基于对工程的全生命周期分析，工程管理信
息化的内涵可以归结为 ４ 个方面，分别是运营管理、
伙伴协作、公众服务与集成创新［２］ 。

文章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对工程管理信息化
的架构进行了探讨。 工程管理的信息化架构是用于
描述在工程管理实现信息化过程中，其涉及的所有

要素及要素间关系的一般框架。 其中，要素包括与
工程建设及运营相关的各类组织、业务流程、信息系
统及人员。
2　工程管理信息化的利益相关者分析

工程管理信息化的实现涉及与特定工程相关的

多个组织和社会公众，是典型的跨组织信息系统应
用。 一项工程，特别是大中型工程，往往具有实体设
施投资巨大、技术标准复杂、建设及运营周期长等特
点，且大都属于高耗能项目，对环境、社会民生及国
民经济等都有着较大的影响。 通过对特定工程利益
相关者的分析，可以将工程管理信息化架构所涉及
的各类组织及人群划分为 ５ 类角色，分别是运营组
织、建设组织、政府部门、公共资源和社会公众。

１）运营组织。 工程运营组织是在工程的全生
命周期之中，对不可移动的实体设施进行经营、维护
和升级的组织。 这类组织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大都
拥有或管理着庞大的固定资产。 运营、管理实体设
施是该组织的主要业务，贷款偿还、资产折旧和能源
消耗在其运营成本中占有较大比重。

针对特定工程而言，工程运营组织是工程管理
信息化的主体。 工程的所有者或管理者为确保工程
的顺利运营，建立沟通协作平台。 及时的信息沟通

4　中国工程科学



和有效的信息共享，可以确保工程设计方、施工方、
供应商、运营商等一系列与工程直接相关的组织之
间进行有效协作，以提升工程的运作效益，实现对工
程全方位的管理

［ ３ ～５］ 。
对于管理多个大中型工程的企业来说，一般存

在多个工程运营系统并存的情况。 这些系统的实现
方式、技术水平、设备状况等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
实现多个运营系统的相互集成、资源共享，并与管理
系统之间实现有效的数据交互，是提高工程整体运
营效率的重要途径。

２）建设组织。 建设组织主要指是在工程交付
之前，受业主委托完成工程的设计、建设及监理等一
系列工作的组织，它也可以包括相关的物流企业等。

工程建设组织自身的信息化建设，是工程管理
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成。 没有相关企业信息化的实
现，就没有工程管理信息化的全面实现。 在工程设
计与施工期间，工程业主、施工方、设计方、监理方等
相关企业之间的信息系统集成、数据交换和信息共
享水平是与工程相关各方自身的信息化水平密切相

关的。
３）政府部门。 在实现工程管理信息化的过程中，

政府部门扮演的是政策引导、规划、监管、标准制定及
应急指挥的角色。 政府进行工程规划和监管的不同模
式，对工程建设的进度和质量有着深远的影响［６］ ，也间
接地决定了工程管理信息化的实现模式。

此外，建立国家或行业层面的信息交换标准和信
息共享机制，完善相应的公共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
建立为众多工程所能享的信息资源平台，通过建立知
识库、案例库、专家系统等，提升各类工程的知识管理
水平，也是研究工程管理信息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４）公共资源。 与工程管理信息化建设相关的
公共资源包括：金融保险、能源交通、教育科研、设备
租赁、电子商务及交易平台等相关组织。 有效利用
公共资源，可以降低工程的重复投资率和风险强度，
实现不同组织、不同工程项目之间的资源共享，有利
于更加高效地完成财务融资、人力资源培养、市场开
拓等管理活动。

任何一个工程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在全生命周
期的工程管理中，需要不断吸收相关及类似的工程
方法、经验和教训；同样，该工程的信息和知识资源
也可以为其他工程所借鉴。 知识在今后的生产和社
会活动中的重要性是与日俱增的，通过不同工程之
间的信息共享，可以形成新的知识财富，为今后的工

程项目所受益。
５）社会公众。 社会公众是工程的受益群体，是

工程的服务对象和工程质量的最终评判者。 在国民
经济建设浪潮中，社会和百姓期待千千万万的工程
是民心工程、科学工程、合理工程［７］ 。 无论是公益
性工程还是经营性工程，其目的都是为社会公众服
务。 建立公众服务平台，可以使工程的开发者或管
理者与社会公众之间形成有效的沟通，并使得受工
程影响的社会公众群体，如水利工程的移民、交通工
程的乘客、房地产工程的拆迁户等，以及环境影响的
受益者或受害者都能及时准确地获取信息，形成公
开与透明的信息机制。
3　传统的工程管理信息化架构

工程管理信息化的实现涉及多个组织信息系统

的有效集成。 各组织现有的信息系统是在其不断发
展的过程中逐步引入的，且大都是为适应特定需要
而建立的专用系统。 由于早期的信息技术在安全措
施及传输速率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且大都造价

昂贵，加之系统只能根据即时的需求，在遵循成本与
效益对等的原则下逐步引入和更新，在客观上造成
了技术应用的局限性。

由于没有统一的信息系统规划来进行指导，各
组织的信息系统建设存在很大的无序性、重复性和
局部性，工程整体的信息化架构在事实上是不存在
的，所有的系统大都以孤立的方式运作，即通常所说
的“信息烟囱”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ｉｌｏ）或“信息孤岛” （ 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ｓｌａｎｄ），如图 １ 所示。

图 1　传统的信息化架构　
Fig．1　The stand－alone information silo

图 １ 也可视作孤立运作状态下的工程管理信息
化架构。 这种孤立运作的信息系统状态已无法适应
现代工程建设的需要，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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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系统目标不一致。 各类系统都是根据特定
时期的需求，由不同组织或部门根据自身需求而建
立的。 系统建立与运作的目标大都从属于业务单元
的局部利益，而非工程管理的总体目标。

２）技术体系缺乏标准化。 由于缺乏统一的整
体规划，各系统的网络、硬件、软件都是专用的，具有
各自不同的技术标准、运行流程及维护团队，因此系
统的互联互通性较差。

３）信息交互渠道不畅。 不同组织之间、不同信
息系统之间的信息交互无法实时进行，很多环节依
赖人工操作。 数据的重复录入不仅会导致运营成本
的增加，而且会导致错误机率的提高。

４）风险隐患难以消除。 没有统一的网络管理
和监控措施，具有较大的风险隐患。 因为独立的网
络大都只能实现设备级的安全管理和较低层次的容

错机制，安全性完全由设备决定，如硬件发生设备故
障，可能导致所属网络发生瘫痪，并可能影响到其他
系统的运作。

５）潜在的安全问题。 缺乏集中的安全管理，不
能对网络、安全、数据、业务等进行统一管理，不能识
别网络业务和用户行为。 由于网络边缘安全设施的
不足，各类终端技术标准不一，安全事件不可见、不
可控，也无法预防。

６）数据存储问题。 各系统的数据存储方式和
存储标准不一致，数据可靠性不足，资源共享性差，
存储系统的可用性欠缺，不利于建立统一的备份和
灾难恢复机制。

以上问题制约着工程管理信息化的实现，并与
现代工程的建设与运营要求不相适应，因此应逐步
过渡到具有一体化的系统应用、集中的数据存储、基
于 ＩＰ 的统一网络，以及全面深入的安全机制和高效
智能管理的模式，从而建立设施共用、数据共享、应
用集成及服务统一的完善体系。
4　工程管理信息化的二层架构

在工程的全生命周期中，工程各利益相关者之
间存在着广泛的联系，任何一方的变化都会对其他
组织产生一定的影响；重大的业务流程、运营模式及
技术架构的变革只能在一定时期内，以相对平稳的
方式发生。 对旧系统的改造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
二层架构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图 ２ 所示。

二层架构可视为由孤立到全面整合的信息化过

渡架构，其突出特点是实现了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的

图 2　二层信息化架构
Fig．2　The 2 －layer architecture

互联互通。 二层架构能对各组织的信息技术基础进
行集成。 在技术实现上，二层架构是在不改变网络
拓扑结构及应用范围的情况下，对各个孤立的网络
进行连接，对各网络的外部出口进行整合和规范。
相比于系统孤立运作的方式，其特点十分突出，分别
叙述如下：

１）统一的信息系统规划。 基础设施的互联互
通，使得整体工程的管理信息化架构得到了初步建
立，为实现统一的信息系统规划创造了物质条件；在
此基础上，相关业务流程的优化及运作模式的变革
成为可能。

２）单一的技术标准和维护体系。 各组织间的
网络优化、单一标准体系的建立，以及统一的系统维
护等都可以在网络互联互通的过程中实现，是技术
架构进一步完善的基础步骤。

３）充分利用社会公共资源。 不同工程建设和
运营阶段的信息化需求是不同的，很多系统是临时
建立的，且短期使用的。 基础设施层的互联互通，为
充分利用社会公共网络及信息资源提供了便利，减
少了工程建设中的信息化投入成本，加快了信息化
实现的进度。

４）安全措施得到了极大的完善。 基础设施整
合的两个重要指标，分别是内部网络的连通和外部
接口的统一。 内部网络的连通，使得安全标准得以
统一、网络安全监控得以实现、各组织的网络安全水
平得以提高。 外部接口的整合，将跨组织的数据交
换纳入统一的管理之下，可以有效地杜绝各类信息
安全隐患。

５）实现的难度相对较低。 相比较而言，基础设
施的技术标准更加通用，比直接进行应用系统层面
的集成更容易实现；且基础设施与具体业务的关联
度也小于应用系统，集成过程对整体运作的影响程
度较小。

６）为各类系统的迁移和集成创造了条件。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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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孤立运作状态下，信息系统的升级往往需要更
新大量硬件设备及延伸各自的网络。 基础设施的整
合则为网络和设备共用创造了条件，降低了系统更
新方面的投资强度。

７）降低了新系统引入的投资门槛和技术难度。
在系统孤立运作状态下，新系统的建立必须考虑网
络建设、设备采购、维护机制等一系列相关问题。 基
础设施的整合为降低新系统的投资规模和技术难

度、缩短系统实施周期，创造了条件。
８）使用效率提高，产生环保效益。 信息系统大

都是按照最高承载标准和快速应对突发事件的原则

建立的。 在日常运作中，很多设备都处于较低的使
用率状态。 基础设施的整合可以实现跨组织的资源
共享，使得整体系统冗余有所降低，而能源方面损耗
的降低可以带来直接的环保收益。

就不足而言，二层架构只是整合了基础设施层
面，系统在应用层面仍是独立运作的。 因为，相比于
基础设施集成的单纯技术实现而言，应用系统直接
与业务运作相关，由其变化产生的影响远大于基础
设施的。 此外，应用系统的种类繁多，各类接口标准
的变化很大。 相比于基础设施，应用系统的整合难
度较大。 鉴于此，二层架构还无法实现各组织内部
及外部资源的充分整合，架构的整体性、灵活性或可
扩展性都还有待加强。
5　工程管理信息化的四层架构

工程管理信息化实现涉及不同组织的多个业务

系统。 由于各类应用系统种类繁多，建设年代先后
不一，技术标准有异，供应商也各不相同，因而直接
对应用系统进行集成的难度和所耗费的成本较大；
而且应用系统间的两两集成，会造成系统的灵活性
下降，对于某些外部购买的系统，可能还会因为供应
商的软件升级而变更集成方案。 此外，不同业务流
程之间的数据交换有时是临时性的，为此设置专门
的集成方案则过于低效。 因而，在充分保持现有应
用系统状态的情况下，通过建立集成式的公共平台
完成系统是比较合理的选择。

四层架构在二层架构的基础上增加了资源层和

服务层：通过资源层，实现数据的集中传递和备份，
借此实现数据的专门存储和建立灾难恢复机制；通
过服务层，进行不同系统之间的数据交换和消息传
递，形成跨组织沟通和远程应用。 架构的 ４ 个层分
别是：服务 （ ｓｅｒｖｉｃｅ）、应用 （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资源 （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和基础设施（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取各层的第一个
字母，将其称之为 ＳＡＲＩ［ ８］ ，如图 ３ 所示。

图 3　四层信息化架构（SARI）
Fig．3　4 －layer architecture（SARI）

5．1　四层架构概述
ＳＡＲＩ 可以适应工程全生命周期中多组织进行

有效协作及持续变革的需求。 相比较而言，二层架
构只是基础设施层面的整合，而 ＳＡＲＩ 则是各个层
面的全面集成和共享，因而架构的整体性、灵活性、
可扩展性和可操作性有了较大的提升。

１）基础设施层（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ｌａｙｅｒ）。 基础设施
层为技术架构的其他层面提供统一的支持。 作为供
多个流程及系统共享的物理平台，基础设施层主要
包括网络及共用设备两部分。 基础设施的网络部分
包括由有线、无线及其他特殊网络构成的园区网络，
它涉及各类线路及相关的软件及硬件设备。 园区网
络与外部网络的整合能够采用 ＶＰＮ 及 ＶＬＡＮ 等技
术，通过构建虚拟网络来支持各类系统的运作，即在
互通互联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单一的技术标准和规
范，按照统一的规划对相关的网络进行分期分步合
并，将各类外部网络接口纳入统一管理，进行物理上
的集中，从而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基础设施共享平台。
随着技术的发展，诸如自动设别、楼宇控制、媒体传
输、通信设备等都可以采用基于 ＩＰ 的技术进行改
造。 基于 ＩＰ 的技术，意味着这些设备可以运行于公
共平台之上，相互之间的数据传输可以不再依赖于
专门的网络。 同时，这也意味着这类设备不再被特
定的系统所独占，并可以为多个信息系统或业务流
程提供支持。

２）资源层（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ｌａｙｅｒ）。 资源层实现对工程
相关数据资源的集中管理，在具体实现上，它包括支
持日常运作的运营数据库（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ＯＤＢ）、
支持管理事务的管理数据仓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ｄａｔａ
ｗａｒｅｈｏｕｓｅ，ＭＤＷ），及与之相关的存储、备份及灾难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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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的硬件、软件及专用网络，以及数据格式、数据接口
标准等内容。 ＯＤＢ与 ＭＤＷ有着很强的联系，前者是
后者主要的数据源。 两者基于相同的数据库技术，都
需要对数据存储、传输、备份等相关的设施进行物理
上的集中。 两者的数据都来自多个不同的信息系统，
因此，需在数据结构等方面进行逻辑上的集中，才能
够有效共享。 无论在物理上还是逻辑上， ＯＤＢ 与
ＭＤＷ都不是一个单一的数据库，而是由一系列主题
数据库构成的数据库体系。 ＯＤＢ 与 ＭＤＷ 所不同的
是， ＯＤＢ的主题数据库一旦确定将长期存在，不会轻
易修改，而 ＭＤＷ中的主题数据库则可以根据不同的
需要而动态设置； ＯＤＢ 只存储与运作有关的内部数
据，而 ＭＤＢ不仅包括内部数据，而且还包括经过整理
汇总的外部数据。 从数据备份及灾难恢复的角度而
言，ＯＤＢ的重要程度更高一些。

３）应用层（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ｌａｙｅｒ）。 与其他 ３ 个层次都
是作为公共平台所不同的是，应用层可看作一系列应
用系统的集合。 应用层是一种分散的结构，各系统可
根据业务的需要灵活配置、增减或升级，保持了系统组
合的灵活性、动态性和可升级性。 应用系统的划分与
业务流程划分相对应；在业务流程内部，各类相关系统
应逐步整合为单一的系统；业务流程之间的数据交互
和消息传递分别通过资源层和服务层实现。

４）服务层（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ｌａｙｅｒ）。 服务层在整个信息
架构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既是应用系统界面集成及
消息集成的技术平台，又是组织与合作伙伴之间的
信息交流渠道。 运营系统的远程应用，呼叫中心、办
公自动化及知识管理都可以基于此平台实现。 服务
层主要包括两部分：企业服务总线（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ｂｕｓ，ＥＳＢ）和公共服务平台。 前者主要完成对应用
层系统的消息集成及界面集成，并作为后者的技术
提供支持平台。

公共服务平台结合电子商务及远程协作办公等

相关技术手段，通过整合应用层的各项远程服务及
信息发布功能，为各组织提供包括在线服务、信息共
享、远程应用、协同办公、电子商务等功能的在线基
础应用平台。
5．2　四层架构的优势

集成与共享是 ＳＡＲＩ建立的核心原则。 ＳＡＲＩ面
向工程的全生命周期，提供对各类业务流程的整体
支持，实现全面的信息资源共享。 与二层架构相比，
四层架构有以下变化：

１）设施共用。 在基础设施层面，通过统一规划

基础设施，由简单的互联互通过渡到基于 ＩＰ 协议的
整合网络，降低了网络的复杂程度；使得二层架构的
各项优点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２）数据共享。 将从属于基础设施的数据库硬
件及网络资源进行物理集中，将从属于应用系统的
数据库资源进行逻辑集中，两者结合形成独立的数
据资源层，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统一的数据存储、备份
与灾难恢复机制。

３）应用集成。 对各类应用系统，按照业务流程
的优化和调整进行合并，通过资源层实现数据集成，
通过服务层实现消息集成。 这一方面实现了系统之
间的有效交互，另一方面又保持了系统的灵活性和
独立性。

４）服务统一。 对各类应用系统的操作界面进
行统一，形成基于浏览器的操作界面，提高了组织间
的交互能力；对各类信息沟通渠道进行整合，形成统
一的信息沟通渠道，避免了跨组织交互过程中可能
产生的信息混乱和无序状态。

ＳＡＲＩ是一种通用架构，可以为工程管理信息化
建设提供借鉴

［９］ 。 在应用过程中，需要对各组织自
身的信息化模式做出较大的调整，由完全分散的模
式调整为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模式。 在业务流程方
面，ＳＡＲＩ 的实现要求将与信息技术应用有关的各类
事项整合为一个独立的业务流程，以为其他的业务
流程提供统一的支持和服务。

工程管理者需要制定适用于各组织协作的技术

标准与规范、日常维护机制，以确保各组织之间的有
效联系，建立统一的系统集成标准。 它具体包括两
方面：一是自有标准的确定，包括硬件设备的选择标
准、软件接口标准、软件存储标准、网络协议等；二是
通用标准的采用，对有关国际标准、地区标准、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组织标准的选取。 两者结合构成组
织范围内适用的单一标准体系。

统一的技术保障体系是工程管理信息化架构的重

要组成，具体包括整体的技术保障体系和支持团队的
建设。 技术保障体系包括对所有硬件、软件、网络，与
之相关的弱电系统等其他设施的维护、更新等，以及用
户的定期培训机制。 团队建设则包括与信息技术有关
的人力资源方面的工作，以及形成信息技术人员间相
互沟通、资源共享、协作创新的氛围。
6　结语

文章探讨了构建工程管理信息化架构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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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和实现方式。 架构的实现不仅包括单纯的技术
方面，而且还包括与之相关的运作模式变革及业务
流程优化等相关内容。 整合与协调运作的信息系统
集合，能够为工程项目的实施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持
和资源保障。

ＳＡＲＩ 架构的核心是集成与共享，涉及网络、数
据、流程、界面等各个方面；集成包括物理上的集成
和逻辑上的集成，具体为由物理集成形成共用平台，
逻辑集成形成各类系统；各类系统在不同的层面通
过共用平台进行交互，共享平台的各类资源。

从纯技术的角度而言，工程管理信息化的实现
并不需要特定的专有技术，所有用到的技术都是现
有的成熟与通用的技术。 ＳＡＲＩ 架构所关注的并不
是追求先进的技术设施，而是关注如何选择合适的
技术，如何确定适用的技术组合，以及如何更有效地
使用相关技术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信息化架构应该
关注与技术应用相关的组织运作模式变革及业务流

程优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工程管理信息化的实
现过程是各利益相关团体有效协作与资源充分共享

的过程，这也是信息化架构逐步由专用与独占模式
演变到集成与共享模式的过程。

参考文献
［１］　朱高峰．对工程管理信息化的几点认识 ［ Ｊ］．中国工程科学，

２００８，１０（１２） ：３２ －３５．
［２］　刘人怀，孙　凯．工程管理信息化的内涵与外延探讨 ［ Ｊ］．科

技进步与对策，２０１０，２７（１９） ：１ －４．
［３］　孙　凯．关于澳门国际机场实施虚拟化机场战略的初步设想

［Ｃ］ ／／亚洲战略管理学会：亚澳论坛论文集，２００８．
［４］　Ｓｕｎ Ｋａｉ，Ｇｕｏ Ｗｅｉ．Ａｉｒｐｏｒｔ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ｆｏ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Ｃ］ ／／Ｗｕ-
ｈａｎ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２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１．

［５］　 Ｓｕｎ Ｋａｉ， Ｇｕｏ Ｗｅｉ．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ｏｆ ａｉｒｐｏｒ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Ｃ ］ ／／Ｗｕｈａｎ：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２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１．

［６］　刘人怀，孙　凯，孙东川．大型工程项目管理的中国特色及与
美苏的比较［ Ｊ］．科技进步与对策，２００９，２６（２１） ：５ －１２．

［７］　刘人怀．工程管理：管理对国民经济的深度加入 ［ Ｃ］ ／／广州：
首届中国工程管理论坛论文集，２００７．

［８］　Ｓｕｎ Ｋａｉ，Ｗｅｎｇ Ｃｈｉｏ Ｌａｉ．ＳＡＲＩ：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 Ｃ ］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１０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Ｆｕｔｕｒ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０．

［９］　 Ｓｕｎ Ｋａｉ，Ｗｅｎｇ Ｃｈｉｏ Ｌａｉ．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ａｉｒｐｏｒ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ＡＲＩ ［ Ｃ］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１０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Ｆｕｔｕｒ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０．

Research on architecture of engineering
management informatization

Ｌｉｕ Ｒｅｎｈｕａｉ， Ｓｕｎ Ｋａｉ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Ｊｉ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５１０６３２， Ｃｈｉｎａ）

［Abstract］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ａ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ＭＩ）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ｔ ａｌｓｏ ｂｒｉｎｇｓ
ｕｐ ｔｈｅ ４ －Ｌａｙｅｒ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ＳＡＲＩ）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ｎｓｉｓｔｓ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Ｌａｙ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Ｌａｙ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Ｌａｙｅｒ ａｎｄ Ｉｎ-
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Ｌａｙｅｒ ｂｙ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ＥＭＩ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ＳＡＲＩ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ＭＩ．ＳＡＲＩ ｉｓ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
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 ｄａｔａ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ＩＰ －ｂａｓｅ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ｃｈｉｅｖｅｓ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Ｉ．

［Key words］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9２０１１年第 １３卷第 ８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