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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可持续发展的建筑工程管理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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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筑行业在全球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但面临资源消耗、能源浪费及高碳排放等挑战。传统施工方式侧重低成本与快

速施工，忽视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制约了行业的可持续发展。随着环保意识提升与政策推动，建筑行业逐步探索符合可持

续发展理念的路径，从绿色材料应用到废弃物回收、低碳施工模式推广及信息化管理技术应用，推动行业向环保、高效、智

能方向发展。在此背景下，建筑工程管理应注重绿色施工、节能减排和资源循环利用等策略，通过技术创新、管理优化及人

才培养，提升经济效益并促进环境保护。建筑工程管理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具有实践意义，还能推动社会经济的绿色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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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y, but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resource 
consumption, energy waste, and high carbon emissions. Traditional construction methods focus on low-cost and fast construction, 
neglect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which hinder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With the 
increasing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policy promotio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is gradually exploring paths that 
conform to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rom the application of green materials to waste recycling, the promotion of 
low-carbon construction mode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technology, promoting the industry's development 
toward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fficiency, and intelligence. In this context,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should focus on 
strategies such as green construction,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and resource recycling. Throug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anagement optimization, and talent cultivation, it can enhance economic benefits and promo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not only ha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but also promotes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ci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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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全球环境问题日益加剧，绿色发展已成为各行业

普遍认同的方向。作为资源消耗和碳排放的主要行业，建

筑行业在可持续发展方面面临显著挑战。建筑工程管理不

仅需关注工程质量、成本控制与进度安排，更应在生态保

护、能源利用效率与资源节约等领域进行深度优化。为此，

建筑行业的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关注的焦点，而建筑工程

管理作为推动行业转型的核心环节，其创新与优化愈加显

得至关重要。通过绿色施工技术、信息化管理、建筑废弃

物回收再利用以及低碳节能施工模式等管理创新策略的

实施，建筑企业不仅能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与能源消耗的

减少，还能够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顺利达成。 

1 可持续发展理念与建筑工程管理 

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核心在于满足当代需求的同时，确

保后代也能满足其需求。这一理念已经逐渐成为现代建筑

工程管理的核心指导思想。在传统的建筑管理模式中，通

常强调成本控制、工期进度以及短期经济效益，而对环境

影响、资源消耗及社会责任的关注相对较弱。随着全球生

态环境问题的日益加剧、能源危机的愈加严峻以及绿色低

碳发展趋势的逐步显现，建筑行业开始重新审视其管理模

式，转向更加环保、高效、智能的方式。在建筑工程管理

中，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环境保

护、资源高效利用与社会责任。环境保护不仅涵盖施工过

程中减少污染物排放、降低噪音与扬尘的措施，还包括通

过优化建筑设计来降低使用过程中的碳排放。例如，改善

建筑布局以提升自然通风与采光，进而减少对空调与人工

照明的依赖。资源高效利用要求在选材、施工及后期运维

阶段，尽量节约能源与材料。例如，推广可再生材料的应

用、优化施工工艺以减少浪费，以及采用建筑信息建模

（BIM）技术精确计算材料用量，从源头上减少浪费。在

社会责任方面，建筑工程不仅要保障施工人员的职业健康，

减少对周围环境的负面影响，还应考虑建筑使用者的长期

居住体验。在项目规划阶段，建筑的适应性与耐久性应被

纳入考量，以减少未来可能发生的拆除与改造，进而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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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浪费。为在建筑工程管理中落实可持续发展理念，管

理者必须转变思维模式，从“项目交付导向”转向“全生

命周期管理”导向。这意味着每个阶段，从设计、施工到

运营、维护、更新甚至拆除都应纳入可持续管理策略。推

动这一转型的因素不仅仅包括政府政策与市场激励，还需

要技术创新的支持。许多国家已实施绿色建筑法规，并通

过税收优惠或金融支持鼓励获得绿色认证的建筑项目。随

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建筑企业逐渐意识到，采用可持续管

理不仅是履行社会责任的体现，也是提升品牌价值与市场

竞争力的重要途径。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入应用，建

筑行业正朝着绿色、智能与高效的方向迈进，为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提供了更加科学与系统的管理框架。随着智能技

术的不断创新以及新型建筑材料的出现，建筑管理将变得

愈加精细化、系统化，从而为全球建筑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奠定坚实的基础。 

2 建筑工程管理中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分析 

2.1 施工阶段的环境保护问题 

施工阶段对环境的影响广泛且深远，涉及大气污染、

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排放及生态破坏等多个方面。扬尘、

机械尾气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的排放，尤其在城

市建设密集区域，已成为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这些污染

物对周围居民的健康以及空气质量产生了显著影响，特别

是在高密度城市环境中，空气能见度显著下降，健康风险

也随之加剧。施工过程中常用的水泥、砂浆、混凝土等材

料，在设备清洗、混凝土养护等过程中，产生了含有重金

属、悬浮颗粒和化学添加剂的废水。若这些废水未得到有

效处理，将渗透到土壤与水体中，带来严重污染。固体废

弃物的问题同样不可忽视，建筑垃圾如废弃混凝土、砖块、

木材及塑料等，不仅占用了大量土地资源，还可能导致二

次污染的发生。在施工过程中，周边生态环境也面临威胁。

例如，大规模土方开挖容易引发水土流失，破坏植被并降

低生态恢复能力，而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噪音与光污染则对

周围动植物的生存环境构成了严重威胁，这些环境问题的

长期积累，使得施工阶段成为建筑工程可持续管理中亟需

解决的核心问题。 

2.2 资源与能源消耗管理问题 

建筑施工是资源与能源消耗的主要领域，长期存在着

材料浪费、能源利用效率低以及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大量

使用钢材、水泥、砂石等不可再生资源，导致了高材料损

耗率，而运输与存储不当又造成了额外的浪费。同时，施

工现场的临时设施与设备能耗问题尤为突出。照明、混凝

土搅拌、焊接作业及机械运行等环节均需消耗大量电力，

而施工机械与车辆普遍存在油耗高、排放量大、利用效率

低的现象，这进一步加剧了能源的消耗。水资源管理方面

同样面临巨大压力，在施工过程中，混凝土搅拌、养护、

除尘及设备清洗等环节，均需要大量水资源，但其回收利

用率较低，且常出现跑冒滴漏的情况，造成了水资源的浪

费。资源与能源的非高效利用，不仅使施工整体成本增加，

也对环境带来了更大的负担，成为建筑工程可持续发展过

程中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2.3 绿色建筑材料与循环利用问题 

绿色建筑材料的推广与应用面临着诸多挑战，主要包

括技术难题、成本压力以及市场接受度等因素。尽管新型

环保材料如高性能混凝土、透水砖、可再生木材及低碳钢

材在节能减排方面表现出明显优势，但由于其生产工艺较

为复杂，且初期投入较高，施工企业在选择材料时依然倾

向于传统建筑材料。此外，一些绿色材料在耐久性、施工

适应性以及大规模供应能力方面尚未完全满足工程需求，

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它们的广泛应用。建筑材料的循环

利用问题同样十分突出，在施工与拆除过程中，大量混凝

土、钢筋、砖石、木材等废料未能得到有效分类与回收，

导致资源化利用率偏低，部分建筑废弃物甚至被直接填埋

或非法倾倒，造成了土地污染与资源浪费。现有的回收体

系存在诸多不足，尤其在再生材料的加工技术、市场接受

度以及政策支持方面，建筑废弃物的循环利用仍面临较大

阻力。 

3 可持续建筑工程管理的优化策略 

3.1 绿色施工技术的应用与推广 

绿色施工技术的推广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包括技术障

碍、管理协同难题及人员培训不足等。尽管装配式建筑、

低碳混凝土、雨水回收系统等绿色技术在环境效益方面具

有显著优势，但由于这些技术初期投入较大、施工适应性

差且市场接受度低，它们在建筑行业中的普及速度较慢。

同时，绿色施工的实施需要跨部门的紧密配合，从设计、

采购到施工和运营，每个环节都要求精确协作。但传统的

管理模式往往缺乏有效的整合与协调，导致技术实施效果

不佳且进度滞后。为了推动绿色施工技术的顺利应用，建

筑施工企业需要注重提高全体员工的可持续发展意识，定

期组织施工人员参加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培训，不仅可以提

升其安全施工意识，还能帮助其更好地理解和执行绿色施

工方法及环保标准。通过系统的培训，确保每一位施工人

员都能熟练掌握绿色施工技术，并积极配合实施绿色管理

措施，助力工程朝着可持续方向发展。此外，管理层在推

动绿色施工技术方面起着关键作用。管理人员应不断深化

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理解，不仅要掌握绿色施工技术的具

体实施，还需要在实际工作中推动这些技术的落地。加强

对管理人员的业务培训，提升其责任意识与决策能力至关

重要。管理层的积极引导将确保可持续发展理念贯穿于整

个工程管理过程中，推动形成全员、全方位的绿色施工管

理体系，进一步推动建筑行业向更环保、高效的方向转型。 

3.2 建筑信息化与智能管理（BIM、数字化施工等） 

建筑信息化与智能管理技术，尤其是 BIM（建筑信息



建筑工程与管理·2025 第7卷 第2期 
Architecture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2025,7(2) 

44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模型）与数字化施工技术，正在迅速改变传统建筑管理方

式。通过在虚拟环境中创建详尽的三维建筑模型，BIM 使

得设计、施工及运维阶段的数据更加精准、透明且可控。

施工前潜在问题的预测成为可能，从而减少了资源浪费与

错误，提升了设计精确度并增强了施工过程的协同效率
[2]
。

与此同时，数字化施工借助智能设备与自动化技术，优化

各项施工操作，提高了效率，减少了人为失误，并实现了

资源的节约。这些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提升了施工质量与

效率，也显著降低了项目的成本与风险。通过实时数据的

监控与分析，管理人员能够随时掌握项目进度、资源使用

情况及人员安排，从而确保策略的及时调整，确保项目按

时按质地完成
[1]
。此外，建筑信息化技术对建筑全生命周

期的管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各阶段的设计、施工与运

营信息得以精确传递并高效利用。尽管这些技术具有显著

优势，但其推广仍然面临技术壁垒、人才短缺及高额初期

投入等难题。部分传统企业对新技术的接受度较低，同时

缺乏相关技术人才，导致技术普及进程相对缓慢。为了实

现智能管理的全面落地，建筑企业需加大对技术的投资，

培养多元化的复合型人才，并优化管理模式，将信息化技

术与绿色施工及资源优化等可持续发展战略有机结合，引

领行业向智能化、高效化及可持续化的方向发展。 

3.3 建筑废弃物处理与资源循环利用策略 

建筑废弃物的处理与资源循环利用是推动可持续建

筑发展的关键环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建筑行业所

产生的废弃物量逐年递增，传统的填埋和堆放方式不仅浪

费了大量可回收资源，还加重了环境污染。建筑废弃物中

许多部分是可以回收再利用的，例如废弃混凝土、钢材、

木材和砖块等，通过科学的分类与处理，这些废弃物可以

有效降低资源消耗并减轻环境负担。目前建筑废弃物的回

收与利用面临多重挑战，废弃物分类标准的不统一与处理

设施的匮乏，导致大量可回收资源未能得到有效利用
[3]
。

同时，回收与处理技术相对滞后，尤其是在建筑材料的再

生利用方面，技术难度较高且成本昂贵，造成了回收率较

低。此外，市场需求的不足限制了再生材料的广泛应用，

这不仅影响了建筑废弃物回收的经济效益，也在一定程度

上削弱了社会对这一做法的认同感。为推动建筑废弃物的

有效循环利用，必须建立一个更为完善的回收体系，依托

技术创新提升废弃物处理效率。在建筑设计阶段，将可回

收性的考虑纳入设计至关重要。同时，加强施工过程中的

废弃物分类管理，并完善废弃物处理与再生技术，能够显

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废弃物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进

而推动建筑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3.4 低碳与节能施工管理模式 

低碳与节能施工管理模式的实施要求建筑企业在追

求项目效益的同时，将环保与资源节约作为核心目标。面

对日益严峻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问题，建筑行业的绿色转

型已经成为迫切需求。为实现这一转型，企业不仅需加强

节能技术与低碳材料的应用，还应优化施工流程、提高资

源利用效率，以减少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在实际操作中，

建筑企业应根据项目的特点，结合实际情况，持续总结经

验，探索适合自身的低碳管理模式。在国家和地方相关政

策法规的指导下，企业应主动优化与创新管理模式，找出

符合自身发展的路径，确保绿色施工与节能目标的顺利落

实。同时，企业还应加强管理人员的业务培训，提升其专

业素养与责任感，以便在实施低碳、节能管理措施时，充

分发挥其作用。紧跟国内外工程管理的最新动态也是企业

应采取的重要策略，引入智能化施工管理、绿色建筑设计、

能源监测系统等先进技术，可以帮助企业提高施工效率，

减少能源消耗，进而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通过树

立全局视野，建筑企业不仅能提升自身管理水平，还能与

行业发展趋势同步，推动低碳与节能管理模式的广泛应用，

积极贡献于行业的绿色转型。 

4 结语 

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普及，建筑行业在追求经济效

益的同时，日益重视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优化建筑工程

管理，尤其是绿色施工、信息化管理、废弃物回收和低碳

施工模式的实施，能够减少环境负担并提升管理效率，推

动行业向绿色、智能化发展。尽管技术、资金及管理挑战

依旧，建筑企业需持续优化管理体系、提升员工素质并推

动创新，确保可持续发展理念在项目中落地实施。只有行

业各方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建筑行业的绿色转型，为社会、

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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