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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管理与绿色建筑工程管理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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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探讨了建筑工程管理和绿色建筑工程管理的关系，以及存在的问题和相关的技术措施。在建筑工程管理方面，缺

乏全面的环境意识、技术应用和创新不足、效益评估体系不完善是主要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可以应用先进的建筑信息模

型（BIM）技术、推广智能建筑自动化系统、采用可再生能源和高效能源系统、应用绿色材料和建筑技术。这些技术措施能够

提高建筑效率、减少能源消耗、改善室内环境质量，并推动建筑行业朝向更可持续、环保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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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and green building project management, as well 

a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related technical measures. In terms of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the main problems are a lack of 

comprehensive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insufficient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 and innovation, and an imperfect benefit evaluation 

system. In order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we can apply advanced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BIM) technology, promote intelligent 

building automation systems, use renewable energy and efficient energy systems, and apply green materials and building technologies. 

These technical measures can improve building efficiency, reduce energy consumption, improve indoor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towards a more sustainable and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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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世界，建筑工程管理和绿色建筑工程管理日益

受到关注。随着人们对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重视，改

进建筑工程管理并推广绿色建筑已成为建筑行业的重要

目标。通过引入先进技术和创新措施，我们可以提高建筑

效率、节约能源、降低环境影响，并为未来创造更可持续、

健康的建筑环境。文章将重点探讨建筑工程管理和绿色建

筑工程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以推

动行业向更可持续的未来迈进。 

1 建筑工程管理与绿色建筑工程管理之间的关系 

建筑工程管理与绿色建筑工程管理是紧密相关但又

有所区别。建筑工程管理是指在建筑项目的规划、设计、

施工和交付等各个阶段，对资源、时间、质量和成本进行

有效的组织、协调和控制的过程。而绿色建筑工程管理则

是在传统建筑工程管理基础上，强调环境可持续性和资源

利用效率，旨在减少对环境的不良影响，提高建筑的能源

效率和生态友好性。 

首先，建筑工程管理与绿色建筑工程管理都关注项目

的规划和设计。在建筑工程管理中，规划和设计的目标是

满足客户需求，确保建筑的功能性和美观性。而在绿色建

筑工程管理中，规划和设计还需考虑如何最大程度地减少

对环境的影响，例如采用可再生材料、节能设计和水资源

管理等。其次，建筑工程管理和绿色建筑工程管理都需要

有效的资源管理。建筑工程管理要求合理分配人力、物力

和财力资源，以确保项目按时完成且符合质量标准。绿色

建筑工程管理在资源管理上更加注重环保和可持续性，通

过选择环保材料、节约能源和优化废物处理等措施，最大

限度地减少资源的消耗和浪费。再次，建筑工程管理和绿

色建筑工程管理都需要进行施工和监督。在建筑工程管理

中，施工和监督的目的是确保施工质量、安全和进度的符

合要求。而绿色建筑工程管理要求施工过程中采用环保的施

工方法，减少环境污染，并对施工过程进行监督，确保环保

标准的达到。最后，建筑工程管理和绿色建筑工程管理都需

要进行项目交付和运维管理。在建筑工程管理中，项目交付

后需要进行验收和保养，以确保建筑物的正常运行和维护。

而绿色建筑工程管理则强调建筑物的可持续性，在项目交付

后要继续关注能源使用效率和环境性能，并制定相应的运维

计划，以确保建筑物在使用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最小化。 

2 建筑工程管理与绿色建筑工程管理中存在的

问题 

2.1 缺乏全面的环境意识 

尽管绿色建筑工程管理强调环境可持续性和资源利

用效率，但在实践中，环境因素往往被忽视或较少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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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传统的建筑工程管理更加注重满足功能和经济要求。目

前许多建筑项目仍以传统的经济效益为导向，将环境因素

视为次要考虑。在项目规划和设计阶段，建筑师和工程师

通常更加关注建筑的外观、功能性和成本效益，而对环境

影响的考虑相对较少。这导致了许多建筑在设计中未充分

考虑能源效率、材料选择和废物管理等方面的环境问题。

其次，建筑业主和开发商对绿色建筑的认识和意识仍相对

薄弱。在项目决策过程中，经常存在对环保建筑概念的误

解或误判，认为绿色建筑仅仅是一种附加成本，而忽视了

长期的环境效益和可持续发展的利益。缺乏全面的环境意

识使得他们倾向于选择传统的建筑方法和材料，忽略了绿

色建筑的潜在优势和可能的成本节约。此外，建筑从业者

的教育和培训也是导致缺乏全面环境意识的一个原因。传

统建筑工程管理的教育体系和培训课程往往将环境因素

作为附加内容或辅助知识来传授，缺乏系统地培养环境意

识和可持续发展思维的机制。这使得从业者在实践中难以

全面理解和应用绿色建筑概念，限制了绿色建筑在行业中

的推广和实施
[1]
。 

2.2 技术应用和创新不足 

虽然绿色建筑工程管理强调节能、环保和可持续性，

但在实际项目中，技术应用和创新仍然面临一些挑战和限

制。绿色建筑工程管理的技术应用首先受到了传统习惯和

标准的限制。在建筑行业中，传统的建筑设计和施工方法

已经得到广泛应用，并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标准和规范。

这些传统方法和标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技术的应用

和创新，使得绿色建筑的技术进步相对缓慢。其次，绿色

建筑工程管理需要涉及多个领域的综合技术，而现有技术

研发和应用存在分散和割裂的情况。例如，建筑节能技术、

再生能源利用技术、智能控制技术等需要在建筑设计、供

暖通风空调系统、电力系统等多个领域相互配合和应用。

然而目前很少有跨学科的合作和综合创新，导致技术应用

的整体效果受到限制。同时，绿色建筑工程管理在技术创

新方面还面临市场需求和经济利益的挑战。尽管绿色建筑

的环保和可持续性价值已经得到认可，但在实际项目中，

许多业主和开发商仍更加关注建筑成本和回报。缺乏明确

的经济激励机制和市场需求，使得绿色建筑技术的研发和

应用受到限制，难以推动技术的创新和进步
[2]
。 

2.3 效益评估体系不完善 

由于建筑工程管理需要考虑经济效益和项目成本，绿

色建筑工程管理也需要评估环境效益和可持续性，但目前

的评估体系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现有的效益评估

体系缺乏统一的标准和指标体系，导致评估结果的可比性

和可信度有所欠缺。不同地区、不同机构和不同项目可能

采用不同的评估方法和指标体系，使得评估结果难以进行

有效比较和分析。缺乏统一的标准也使得决策者难以做出

科学而准确的决策，限制了绿色建筑的推广和应用。其次，

现有的效益评估体系往往偏重于经济效益，而环境和社会

效益的评估相对不足。传统的建筑工程管理主要关注经济

效益，将项目的成功与成本效益紧密联系在一起。而绿色

建筑工程管理强调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如节能减排、环

境质量改善、健康舒适等。然而，现有的评估体系往往忽

视了这些非经济效益，导致无法全面衡量绿色建筑的综合

效益。最后，现有的效益评估体系往往缺乏长期性和动态

性的考虑。绿色建筑的优势在于其长期的环境效益和可持

续发展潜力，然而现有的评估体系往往偏重于短期的成本

效益和投资回报，忽视了绿色建筑在长期运营和使用过程

中的综合效益。评估体系需要考虑建筑的整个生命周期，

包括设计、建造、运营和维护阶段，以便全面、准确地评

估绿色建筑的综合效益。 

3 改进建筑工程管理与绿色建筑工程管理的技

术措施 

3.1 应用先进的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 

BIM 技术是一种基于数字化建模的协同设计和管理

方法，可以在建筑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实现数据的集成、

共享和协作，为建筑工程管理和绿色建筑提供了许多优势。

以下是具体的实施细节： 

①BIM 技术通过数字化建模，实现对建筑项目的三维

可视化。这使得建筑师、工程师和施工团队能够更直观地

了解设计意图和施工细节，减少设计错误和冲突。通过可

视化的模型，可以更好地评估建筑设计的环境影响，识别

潜在的绿色建筑机会，并进行相应的优化。 

②BIM 技术支持协同设计和协同工作。不同专业的设

计师和工程师可以在同一个模型中进行实时的协作和交

流，共同解决问题，优化设计方案。这种协同工作的方式

可以促进各专业间的合作与协调，避免信息的不对称和沟

通的障碍，提高项目的整体效率和质量。 

③BIM 技术还具备数据管理和分析的能力。通过 BIM

模型中的数据，可以进行材料、能源和资源的有效管理和

优化。例如，可以对材料的使用进行模拟和分析，选择更

环保和可持续的材料；可以对能源消耗进行模拟和优化，

实现节能减排。这有助于绿色建筑工程管理中的资源利用

效率和环境性能的改善。 

④BIM 技术还支持建筑项目的信息交付和运维管理。

BIM 模型可以与建筑管理系统和设备进行集成，实现建筑

设备的智能控制和管理。通过 BIM 模型的更新和维护，可

以提供建筑设备的信息和运行状态，实现对建筑运维的智

能化管理，进一步提高绿色建筑的运行效率和可持续性。 

3.2 推广智能建筑自动化系统 

智能建筑自动化系统利用先进的传感器、控制器和通

信技术，实现对建筑设备和系统的智能化控制和管理，带

来诸多益处。以下是具体的实施细节： 

①智能建筑自动化系统可以提高能源效率。通过实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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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和控制建筑的照明、空调、供暖等系统，智能化系统

能够根据实际需求进行自适应调节，避免能源的浪费。例

如，根据人员的存在和光照条件，智能照明系统可以自动

调节照明亮度和开关时间，实现节能效果。这样的智能化

控制可以大幅度降低建筑的能源消耗，提高绿色建筑的能

源效率。 

②智能建筑自动化系统能够提升建筑的舒适性和室

内环境质量。通过监测和调节室内空气质量、温湿度、噪

音等因素，智能系统可以实现精确控制，保证室内环境的

舒适性和健康性。例如，智能空调系统可以根据室内温度

和人员活动情况自动调节制冷或供暖，提供最佳的舒适温

度。这有助于提升员工和居民的生活品质，并增加建筑的

可持续性和人居环境。 

③智能建筑自动化系统还能与其他智能设备和系统

进行集成。例如，可以与智能电表、智能插座等设备进行

联动，实现对能源消耗的实时监测和管理。也可以与安全

监控系统、防火系统等进行集成，提高建筑的安全性和紧

急响应能力。这种系统集成和互联互通，能够进一步提升

建筑管理的智能化水平和绿色建筑的整体效益
[4]
。 

3.3 采用可再生能源和高效能源系统 

采用可再生能源和高效能源系统通过减少对传统能

源的依赖，提高能源效率和利用可再生能源，建筑可以实

现能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减少对环境的影响。以下是具体的

实施细节： 

①采用可再生能源是绿色建筑的核心之一。太阳能、

风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具有无限的可再生性和环保性。

通过安装太阳能光伏系统或风力发电设备，建筑可以自行

产生清洁能源，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这有助于降低能

源成本，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实现绿色能源的可持续利用。 

②高效能源系统是提高建筑能源效率的关键。这包括

采用高效的供暖、通风和空调系统，利用节能设备和智能

控制技术。通过使用高效能源系统，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

能源浪费，并确保能源的有效利用。例如，地源热泵系统

利用地下的稳定温度来提供供暖和制冷，相对传统供暖系

统能够显著节省能源消耗。智能控制系统可以根据实际需

求自动调节设备的运行，避免不必要的能源浪费。 

③采用高效的建筑绝缘和节能材料也是关键措施之

一。通过使用高效绝缘材料，如高性能窗户、墙壁绝缘材

料等，可以减少能源流失和热损失。节能材料的使用也有

助于降低能源消耗，例如使用低能耗照明设备、高效节水

设备等。 

3.4 应用绿色材料和建筑技术 

应用绿色材料和建筑技术的目标是选择环保、可持续

和资源节约的材料，采用具有环保性能的建筑技术，从而

降低建筑对环境的影响，提高建筑的可持续性。以下是具

体的实施细节： 

①应用绿色材料是绿色建筑的核心要素之一。绿色材

料是指具有较低环境影响、可循环利用或可生物降解的材

料。这包括使用可再生材料、如竹木材、再生钢铁等，减

少对非可再生资源的依赖；采用低挥发性有机物材料，减

少室内空气污染和健康风险；使用可回收的材料，实现资

源的循环利用。应用绿色材料有助于减少建筑的碳排放、

减少能源消耗，实现建筑的可持续性和环境友好性。 

②绿色建筑技术的应用也是关键措施之一。这包括采

用节水设备和水循环系统，实现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回收

利用；引入生态设计理念，如绿色屋顶、垂直绿化等，改

善建筑的生态环境；采用 Passive House 技术或节能建筑

设计原则，优化建筑的能源效率和热性能。这些技术措施

可以减少水资源的浪费、改善建筑的生态环境，同时提高

建筑的能源效率，实现绿色建筑的目标。 

③应用绿色材料和建筑技术需要注重全生命周期的

考虑。除了材料的选择，还需考虑材料的生产、运输、使

用和废弃等各个阶段对环境的影响。例如，选择本地可再

生材料可以减少运输距离和碳排放；使用可拆卸和可重复

使用的材料可以降低废弃物的产生。全生命周期的考虑有

助于综合评估建筑的环境性能，从而更全面地实现绿色建

筑的可持续性目标
[4]
。 

4 结语 

综合应用先进的技术措施，改进建筑工程管理和推广

绿色建筑工程管理，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环境友好的关键。

通过应用 BIM 技术、智能建筑自动化系统、可再生能源和

绿色材料，可以实现更高效、更节能、更环保的建筑。这

将为我们创造宜居的城市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确保未

来世代的生活质量和环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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