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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交通建设工程监督管理局文件

浙交监〔2018〕105号

关于加快推进交通建设工程监理信息化工作的

指导意见

各市交通质监站（局）、义乌市交通质监站，舟山市水运质监局：

为加快推进交通建设工程监理信息化工作，提升交通建设工

程监理信息化管理水平，更好服务交通品质工程建设，现就推进

监理信息化工作，制定指导意见如下。

一、总体要求

（一）基本原则

监理信息化建设应本着统一顶层设计、统一基础数据、统一

业务流程标准的原则。信息数据应简洁标准、真实准确。系统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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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应总体规划，可分期、分阶段、分系统推进，避免标准不一而

形成信息孤岛及数据混乱，并满足与业务监管系统对接互联互通。

（二）总体目标

通过三年时间（2018年-2020年）,努力使监理信息化成为监

理工作的基本工具，有效提升监理工作信息化水平，着力推进监

理工作方式转型发展。建立监理对建设项目信息化中枢管理工作

制度，完善信息化监理基本工作机制，逐步提升监理行业信息化

监理水平，着力提升监理权威性和行业竞争力。

（三）具体目标

1.到 2018年底，省内甲级监理企业均有可应用的信息化系

统。到 2019年底，省内乙丙级监理企业均有可应用的信息化系统。

到 2020年底，省内甲乙丙级监理企业均有较为全面系统、独立稳

定并适合本企业应用的信息化系统。

2.到 2019年底，高速公路、大型水运工程监理办信息化系统

应用覆盖率不低于 80%，其他工程得到一定程度应用覆盖。到 2020

年底，高速公路、大型水运工程监理办信息化系统应用覆盖率

100%，其他工程得到较大程度应用覆盖。

3.到 2019年底，高速公路、大型水运工程履行信息化监理的

专职信息化管理员配置率不低于 80%，其他工程得到一定程度配

置。到 2020年底，高速公路、大型水运工程履行信息化监理的专

职信息化管理员配置率达 100%，其他工程得到较大程度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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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内容

监理信息化建设应立足建设项目，重点突出监理企业和监理

办开发应用监理信息化管理系统，对监理人员和监理工作进行有

效管理，同步落实监理办对建设项目的物联网等信息化管理系统

进行监管等，同时兼顾信息化系统与行业监管系统的有效衔接，

满足行业监管需要。监理信息化建设各部分内容应满足以下相关

要求：

（一）具备明确的监理企业管理功能模块和项目监理办管理

功能模块架构，做到界面清晰、层级分明，业务流程标准规范，

数据格式标准统一。我局先期对部分监理信息化管理字段数据标

准化格式作了梳理（详见附件），请及时做好对接落实工作。

（二）监理企业管理功能模块应涵盖综合管理、资质管理、

主要人员管理、监理费用管理等内容。

（三）项目监理办管理功能模块应涵盖监理办监理人员管理、

监理工作管理等内容，其中，监理人员管理应包括人员到位、变

更、考勤、轨迹等管理，监理工作管理应包括质量管理、安全管

理、合同管理等各业务要素管理，也应涵盖现场监理旁站、监理

巡视、工序验收、首件工程、监理指令、监理记录、监理会议、

监理日志等业务行为管理，基本实现信息化全覆盖，信息化管理

全涵盖，并力求流程标准规范统一。

（四）协同做好与物联网等工程项目信息管理系统的对接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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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和信息化监理工作。督促各施工单位做好项目信息化系统的正

常运行和维护管理，同时，做好与项目相关信息化系统的对接，

协同做好监理日常管理，并可调阅查看或采集相关数据，研判分

析异常情况，为管理提供智能辅助。

（五）预留行业监管系统接口，能与监理信用信息采集、监

理月报、质量监理、安全监理等模块内容互联互通，并与远程视

频监控系统做好对接。

三、建设方式

监理信息化建设可由监理企业联合或独立进行系统开发，由

各监理企业牵头，坚持统筹建设管理、分级负责应用原则。监理

企业统筹负责信息化系统的建设管理，监理企业和项目监理办分

级负责信息化系统的应用落实。

（一）监理企业负责信息化系统的研发、系统硬件设施维护

管理和网络管理。

（二）监理企业负责监理信息化建设资金保障，通过预算列

支、课题研究经费等方式，多渠道多平台积极解决经费问题，确

保信息化建设所需资金，并考虑远期开发费用储备和经费预留。

（三）监理企业负责推广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建立监理信息

化建设激励机制和惩戒措施，宣传信息化建设对规范监理行为、

提升监理管理效率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四）项目监理办应结合建设项目特点，配合建立项目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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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建设专项方案，负责梳理项目各施工单位信息化系统应用

与管理情况，明确对施工单位信息化协同管理的相关要求。

四、建设管理要求

监理信息化建设应以促进项目建设管理水平提升为目标，系

统开发应结合建设项目特点，有效对接建设项目管理系统，实现

项目管理链条上信息互联互通，做到模块功能完善、图像采集清

晰、传输畅通。

（一）监理企业应建立健全本企业监理信息化建设专项方案，

明确建设目标、建设内容及相关保障措施。系统软件的开发应注

重与硬件设备的支撑应用相结合，在开发软件系统的同时，提倡

采用类似执法记录仪等专用设备，确保数据专享和安全。

（二）监理企业应加强对项目监理办信息化系统应用指导，

落实专人负责处理系统中监理人员现场巡查、工序验收等出现的

异常情况。

（三）监理企业应对项目监理办进行信息化系统业务培训，

确保主要监理人员熟练掌握信息化系统相关知识，每年对主要监

理人员专题培训不少于 2次。

（四）项目监理办定期对项目相关信息化管理系统进行监督

检查，发现异常情况，及时研判分析，问题严重的，及时向施工

单位发出整改指令，抄报项目业主。每月对项目相关信息化管理

系统的管理情况形成通报，报送项目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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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监理办建立监理信息化管理台账，及时做好影像

资料的存储和归档。

（六）监理人员应确保施工现场数据采集准确，图像清晰，

及时保存影像资料。

（七）监理人员工作时间应保持信息化系统设备开机状态，

不得随意泄露信息系统操作权限和密码。

（八）监理人员未经允许，不得向任何单位或个人传输所从

事监理项目的影像资料，确保工程资料的保密性。

五、保障措施

（一）组织保障。监理企业应成立监理信息化推进工作领导

小组，加强信息化建设组织领导和统筹推进工作，管理和指导监

理办信息化应用落实工作；交通质监机构也应成立相应的领导小

组，积极督查指导辖区内建设项目、监理企业开展监理信息化建

设工作。

（二）机制保障。建设项目应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全面梳理

项目信息化系统应用情况，大力支持监理办对项目质量安全信息

系统监督管理，建立监理对项目信息化系统的中枢监管机制，充

分发挥监理单位对建设项目信息化监督管理作用。

（三）制度保障。监理企业应建立健全信息化监理管理制度，

加强对监理办信息化系统应用的监管和业务指导，建立监理办信

息化应用激励机制，加快推进信息化系统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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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典型引领。建设项目应结合工程实际，抓紧实施监理

信息化项目试用研究思路，积极试点研究，总结经验，典型引领。

请省交通集团杭州板块建设指挥部选择项目作为我省监理信息化

试点项目，尽快制定监理信息化建设试点方案，并积极抓好推进

落实工作。各市应积极做好试点引领和全面推进工作。

附件：部分监理信息化管理字段数据标准化格式

浙江省交通建设工程监督管理局

2018年 11月 28日

抄送：省交通运输厅，各市交通运输局（委）、义乌市交通运输局，

嘉兴、舟山、台州市港航（务）局，浙江省交通集团杭州板块

建设指挥部。

浙江省交通建设工程监督管理局 2018年 12月 2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