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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智慧工地是&ldquo;互联网+&rdquo;理念与传统建设工程领域的深度融合,在传统的建设领域终

端上增设数据采集、管理监控等设备，数据信息通过物联网、BIM等信息化技术被传输至云

端，由云端科学的分析数据、智慧预测生产过程，再将综合计算的结果推送至终端设备、项

目管理平台，实现远程实时监管施工现场，从而搭建智慧建造的体系。 

2020年9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关于加快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加

快信息技术融合发展，大力推广建筑BIM技术，加快应用大数据技术，推动传感器网络、低

功耗广域网、5G、边缘计算、射频识别及二维码识别等物联网技术在智慧工地的集成应用

。2021年DB11/T 1946-2021《智慧工地评价标准》（北京市）、DB22/T 5053-2021《智慧工地

全景成像测量标准》（吉林省）、DB32/T 3972-2021《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智慧工地建设技术要

求》（江苏省）三项标准发布，由此我国与智慧工地相关的现行标准达到6条。 

近年来，国家政策加速推进建筑工业化，取得了明显成效。2012年至2018年，中国智慧工地

市场规模始终保持20%以上的增速。2019年，市场规模达120.9亿元，同比增长22%；2020年底

行业市场规模达138.6亿元，同比2019年增长14.6%。2021年市场规模达169亿元，同增22%。

在5G新技术加持下，智慧工地市场有望迎来新一轮增长。 

产业研究报告网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智慧工地行业深度研究与投资战略研究报告》共十

三章。首先分析了中国智慧工地的基本定义、发展环境及总体发展情况，并分析了中国智慧

工地的区域建设情况；然后报告深入分析了智慧工地的系统组成部分，并对智慧工地的应用

场景&mdash;&mdash;劳务管理、机械管理、物料管理、质量管理、环境管理等进行了详细的

阐述；随后报告介绍了智慧工地的关键技术&mdash;&mdash;BIM技术以及5G、物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RFID在工程建设过程中的应用情况，并对工程建设项目的转型升级情况以及

智慧工地的关联行业智慧建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最后，报告重点分析了中国智慧工地相关

企业的经营情况，并对其未来发展前景进行了科学的预测。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发改委、住建部、产业研究报告网、产业研究报告

网市场调查中心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丰富。您或贵单位若想对智

慧工地有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智慧工地相关产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

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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