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 第7卷�第11期·工程管理与技术探讨

226

建筑工程项目管理中绿色施工的实施策略

许斌妹
长三角（嘉兴）城乡建设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 嘉兴 314000

摘� 要：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入推进，绿色施工在建筑工程项目管理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通过分析建筑工

程项目管理中绿色施工面临的主要问题，从节能降耗、环境保护、资源利用等多个维度探讨了绿色施工的实施策略。

针对施工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建筑垃圾处理、施工噪声控制等关键环节，提出了具体的优化方案和管理措施。研究

结果表明，将绿色施工理念融入项目管理全过程，能有效提升工程质量，降低环境影响，实现经济效益与环保效益的

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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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建筑业是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重要来源之

一，推进绿色施工已成为建筑工程项目管理的重要课

题。绿色施工强调在施工过程中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

保护环境，实现施工过程的环境友好化。深入研究绿色

施工的实施策略，对提升建筑工程项目管理水平、促进

建筑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绿色施工在建筑工程管理中的地位

如图1所示，绿色施工是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理
念，通过资源节约、环境保护、节能减排和经济效益的

有机统一，实现建筑工程的绿色发展目标。本章将从绿

色施工的内涵特征、实施必要性及现存问题三个维度展

开分析。

图1 绿色施工概念框架图

1.1  绿色施工的内涵与特征*
绿色施工是指在建筑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贯彻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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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理念，通过科学管理和技术创新，实现节能减排、

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施工活动。从技术层面而言，绿色

施工强调运用节能环保工艺，优化施工流程，降低能源消

耗和环境污染；从管理层面看，绿色施工注重建立完善的

环境管理体系，规范施工行为，控制施工过程中的废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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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绿色施工具有系统性、综合性和创新性等特征，既

关注施工过程的生态效益，也重视工程质量和经济效益的

协调统一[1]。绿色施工要求对施工全过程进行环境影响评

估，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噪声污染、粉尘污染和水土流失，

并积极推广新型环保材料和清洁能源的应用，体现了建筑

工程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取向。

1.2  实施绿色施工的必要性
建筑工程领域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

出，实施绿色施工已成为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

择。随着国家环保政策的不断完善和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的提出，传统粗放式施工方式难以适应新时期建筑业发

展需求。绿色施工通过优化施工工艺、改进管理方式，

有效降低施工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推动建筑

业向低碳环保方向转型。同时，绿色施工的实施对提升

建筑企业市场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绿色建筑产品的市

场认可度不断提高，促使建筑企业加快技术创新步伐。

绿色施工理念的落实有助于改善施工现场环境，保障施

工人员职业健康，实现施工过程的规范化和标准化管

理，为建筑工程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3  绿色施工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建筑工程绿色施工管理面临诸多困境，管理制

度不够健全，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的绿色施工管理规

范。施工企业对绿色施工的认识停留在表面，未能深入

理解其内涵和要求，导致绿色施工管理流于形式。绿色

施工技术应用水平不高，节能环保设备利用率低，施工

现场的粉尘、噪声、废水等污染治理效果欠佳。监督评

价机制不完善，缺乏科学的绿色施工评价指标体系，对

绿色施工的实施效果难以进行客观评估[2]。施工人员的

环保意识和专业素养有待提升，绿色施工培训体系不完

善，专业技术人才匮乏。绿色施工成本投入较大，而激

励机制不足，影响施工企业推行绿色施工的积极性，制

约了绿色施工理念在工程项目中的深入推广。

2 建筑工程绿色施工技术体系

建筑工程绿色施工技术体系是实现环境友好型施工

的核心支撑。本章将从节能降耗、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

三个关键方面，系统阐述绿色施工的具体技术措施和应

用策略。

2.1  节能降耗技术的应用
节能降耗技术在建筑工程绿色施工中占据核心地

位，通过采用新型节能设备和先进工艺，显著降低施工

过程中的能源消耗。施工现场采用LED节能照明系统和
智能照明控制装置，结合自然采光条件优化照明方案。

在机械设备选用方面，优先使用变频施工电梯、节能型

塔吊和新能源施工机械，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施工用

水系统采用循环水技术和节水器具，建立雨水收集利用

系统，实现水资源的梯级利用。临时设施采用装配式活

动板房，应用新型保温材料和通风系统，降低临建设施

能耗[3]。施工工艺优化方面，推广预拌砂浆技术和高性能

混凝土技术，采用自动喷淋养护系统，有效降低施工过

程中的能源损耗，提升施工效率。

2.2  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
施工现场环境保护措施的系统实施是绿色施工的重

要环节，通过多层次的污染防治手段实现施工过程的环

境友好。扬尘治理采用全封闭式防尘网、移动式喷雾机

和智能化洒水系统，在工地出入口设置自动冲洗装置，

有效控制施工扬尘。噪声污染控制方面，选用低噪声设

备，安装隔音屏障和减振装置，科学规划施工时序，合

理安排高噪声作业时段。施工废水处理采用沉淀池、隔

油池和过滤系统，确保废水达标排放。建筑垃圾分类管

理，设置专门的垃圾分类收集点，采用移动式建筑垃圾

处理设备进行现场资源化处理。施工场地实施表土剥离

和保护措施，建立临时绿化系统，通过边坡防护和排水

设施的合理布置，防止水土流失。

2.3  资源节约与循环利用策略
资源节约与循环利用是绿色施工的核心理念，贯穿

于建筑工程施工全过程。施工材料管理采用精细化策

略，通过BIM技术进行材料用量优化，减少施工过程中
的材料损耗。建筑废弃物处理采用移动式破碎筛分设

备，将废弃混凝土、砖块等加工成再生骨料，用于施工

现场临时道路铺设和基层回填。钢筋加工采用数控切割

技术，优化下料方案，提高钢筋利用率，并对废弃钢筋

进行回收再利用。模板工程推广铝合金模板、钢模板等

可重复使用的新型模板体系，降低木材消耗[4]。施工现场

设置建筑垃圾分类中转站，将可回收材料如废金属、塑

料、纸张等进行分类收集和再利用，实现资源的循环利

用，降低工程成本，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3 建筑工程绿色施工管理机制

3.1  建立健全绿色施工管理制度
健全的绿色施工管理制度是工程项目实现环境效益

和经济效益双赢的制度保障。建立绿色施工组织架构，

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制定绿色施工管理手册和操作规

程，规范施工过程中的环境保护行为。构建绿色施工目

标责任制，将节能降耗、污染防治等指标纳入项目考核

体系，落实责任到岗到人。制定绿色施工应急预案，建

立环境风险防控机制，加强施工现场环境监测和预警。

完善绿色施工档案管理制度，做好施工过程中的环保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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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和记录工作。建立绿色施工奖惩制度，将绿色施工

表现与项目绩效考核挂钩，调动施工单位和施工人员参与

绿色施工的积极性，促进绿色施工制度的有效落实。

图2 施工现场环境监测点布局图

3.2  完善绿色施工监督评价机制
绿色施工监督评价机制的完善是保障绿色施工质量

的关键环节。建立多维度的绿色施工评价指标体系，涵

盖节能减排、环境保护、资源利用等方面的量化指标，

形成科学的评价标准。设置施工现场环境监测点，采用

在线监测设备实时采集噪声、粉尘、污水等环境数据，

建立环境监测数据库。引入第三方评价机构，定期对绿

色施工实施情况进行专业评估，出具评价报告。运用信

息化手段加强过程监管，建立绿色施工监督信息平台，

实现施工现场环境监控数据的实时传输和分析。构建绿

色施工分级评价体系，将评价结果与项目验收、企业资

质评定相挂钩，形成激励约束机制，推动绿色施工水平

持续提升。

3.3  加强绿色施工人员培训与考核
绿色施工人才队伍建设是实现绿色施工目标的重要

保障。通过系统化的培训体系，提升施工人员的环保意

识和专业技能，培养专业化的绿色施工管理人才。开

展绿色施工专项技术培训，针对节能技术应用、环境保

护措施、资源循环利用等关键领域进行重点培训，提高

施工人员的操作技能。组织绿色施工案例分析和经验交

流，总结优秀项目实践经验，推广先进管理方法[5]。建立

分层次的考核认证体系，对施工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

操作工人分别制定考核标准，通过理论考试和实操考核

相结合的方式，确保培训效果。实施绿色施工职业技能

等级评定，将考核结果纳入人员聘用和晋升机制，形成

良性的人才培养机制。

4 建筑工程绿色施工保障体系

绿色施工保障体系是确保施工目标实现的重要支

撑。本章从技术创新、信息化管理和激励机制三个维

度，构建全方位的保障措施，推动绿色施工的持续发展

与优化。

4.1  技术创新与工艺改进
技术创新与工艺改进是建筑工程绿色施工保障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开展绿色施工新技术研发和应

用，推动施工工艺升级优化，提升绿色施工水平。重点

研究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采用工厂化预制和现场装配

相结合的方式，降低现场湿作业量，减少建筑垃圾产

生。推广应用智能化施工设备，引入机器人技术和自动

化控制系统，提高施工精度和效率。优化混凝土施工工

艺，采用高性能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和智能养护系统，延

长建筑物使用寿命。深化绿色建材应用研究，开发新型

环保材料和节能部品，满足绿色施工技术要求。建立绿

色施工技术创新平台，整合产学研资源，加快科技成果

转化应用。通过BIM技术与绿色施工的深度融合，实现施
工过程的精细化管理和资源优化配置，为绿色施工提供

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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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信息化管理平台的应用
信息化管理平台在建筑工程绿色施工中发挥着关键

作用。基于BIM技术构建的绿色施工管理平台实现了施工
全过程的动态监控和数据分析，通过三维可视化模型对

施工现场环境因素进行实时监测。平台设置物联网传感

设备采集噪声、扬尘、能耗等数据，建立环境监测预警

机制，为施工现场管理决策提供数据支持。结合大数据

分析技术，对施工过程中的资源消耗、环境影响等数据

进行深度挖掘，形成绿色施工评价指标体系。管理平台

集成项目进度控制、质量管理、安全监督等功能模块，

实现施工过程的精细化管理。通过移动终端实现现场管

理人员与平台的实时交互，提升管理效率。平台建立绿

色施工知识库，总结施工经验，为项目管理持续改进提

供参考依据。

4.3  绿色施工激励机制的建立
绿色施工激励机制的建立对推动建筑工程绿色施工

实施具有重要意义。建立健全绿色施工评价体系，将节

能减排、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等指标纳入项目考核，设

置绿色施工专项奖励基金。对在绿色施工中表现突出的

管理人员和施工团队给予物质奖励和精神激励，激发全

员参与绿色施工的积极性。实施绿色施工技术创新奖励

制度，鼓励施工企业开发应用新型节能环保技术，对取

得显著成效的创新成果进行重点扶持。建立绿色施工信

用评价机制，将企业绿色施工业绩与资质评定、招投标

挂钩，形成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通过税收优惠、

金融支持等政策措施，降低企业实施绿色施工的成本压

力，提升企业推行绿色施工的内生动力。

结语

通过系统分析建筑工程项目管理中绿色施工的实施

策略，构建了完整的绿色施工管理体系。采用节能环保

技术、优化资源利用方式、加强施工过程管理，是实现

绿色施工目标的有效途径。在未来的工程建设中，应进

一步创新管理方法，完善技术措施，推动绿色施工理念

的全面落实，为建筑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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