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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建设工程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长期以来，建设工程在追

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如资源浪费、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社会不公等。面对这些问

题，传统的建设工程管理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新的发展要求，亟待探索一种新的管理模式，以实现建设工程的生态化、绿色化

和可持续发展。因此，研究新时期建设工程生态化管理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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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projects play a crucial role in 

modern society. For a long time, while pursuing economic benefits, construction projects have also brought a series of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problems, such as resource waste, ecological damag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social inequality. Faced with these 

problems, traditional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models are no longer able to adapt to new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and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explore a new management model to achieve ecological, gree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Therefore, studying the ecological management model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the new era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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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现代社会，建设工程的规模和数量不断增加，对环

境和社会的影响也日益凸显。随着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追

求和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关注，建设工程生态化管理成为

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本研究旨在探索新时期建

设工程生态化管理模式，以促进建设工程与生态环境之间

的和谐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1 新时期建设工程生态化管理的原则 

1.1 高效利用资源 

在新时期建设工程生态化管理中，高效利用资源是至

关重要的原则之一。这一原则强调的是在工程建设的各个

阶段，充分考虑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有效配置，以确保在

满足工程需求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源的浪费与损耗。

高效利用资源不仅仅是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更涉

及到人力、资金等各方面的综合考量。通过科学规划、精

细设计和有效管理，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不仅

能够降低建设工程的成本，还能够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因此，高效利用资源

原则的贯彻执行将有助于推动建设工程向着更加可持续、

绿色的方向发展。 

1.2 优先保护环境 

在新时期建设工程生态化管理中，优先保护环境是一

项至关重要的原则。这一原则强调的是在工程建设过程中，

始终将生态环境保护置于首位，确保工程的实施不会对周

边的生态系统造成破坏或负面影响。优先保护环境意味着

在规划设计、施工实施和运营管理等各个阶段，都要充分

考虑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和可持续性，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和环境监测手段，最大限度地减少土地、水资源、空气等

方面的污染和破坏。通过科学规划和有效管理，建设工程

可以在满足社会经济需求的同时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实

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因此，优先保

护环境的原则体现了对生态环境的尊重和责任，是推动建

设工程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1.3 人道主义设计 

人道主义设计是新时期建设工程生态化管理的重要

原则之一。这一原则强调的是在工程规划、设计和实施过

程中，充分考虑人的需求和福祉，关注人的健康、安全和

舒适感。人道主义设计不仅仅是关注工程的功能性和实用

性，更强调人与环境的和谐共处和社会责任
[1]
。在建设工

程中，人道主义设计体现在诸多方面，包括提供安全舒适

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考虑特殊人群的需求、减少对人类健

康的负面影响等。通过人道主义设计，建设工程不仅能够

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还能够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和幸福

感，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人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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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设计原则的贯彻执行对于促进建设工程的可持续发展

和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2 新时期建设工程背景分析 

在新时期，建设工程面临着日益复杂的背景和挑战。

首先，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建

设工程的数量和规模不断增加，对资源、能源、土地等方

面的需求也日益增长。其次，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问题

日益突出，给建设工程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同

时，社会对于建设工程的关注度和要求不断提升，要求建

设工程既要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又要兼顾生态环境和社

会效益。此外，科技的快速发展也为建设工程提供了更多

的技术手段和解决方案，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管理和安全

风险。因此，新时期建设工程背景分析需要全面考量经济、

社会、环境和技术等方面的因素，及时把握发展趋势和变

化，有效应对各种挑战和风险，推动建设工程朝着更加可

持续、绿色、安全的方向发展。 

3 新时期背景下建设工程生态化管理模式分析 

3.1 生态环境压力增大 

在新时期背景下，建设工程面临着生态环境压力日益

增大的挑战。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

进，建设工程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日益显著。大规模的土地

开发、城市建设和工业化进程，导致了生态系统的破坏和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同时，工程施工过程中的土地、水资

源和能源的大量消耗，以及废弃物排放和污染物的排放，

也给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的压力。加之气候变化等全球性

问题的影响，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形势。生态

环境压力的增大不仅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了直接的影响，

也影响到了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环境污染、水资源短

缺、生态灾害等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

因素。因此，新时期建设工程生态化管理模式的分析必须

充分认识到生态环境压力增大的现实情况，针对性地提出

生态化管理的策略和措施，以有效应对生态环境问题，实

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3.2 生态文明建设要求 

在新时期背景下，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了中国发展的重

要战略和方向。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着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模式。生态文明

建设强调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统一，强调了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建设工程在

规划、设计、施工、运营等各个阶段都要充分考虑生态环

境的保护和恢复，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循环利用，减少

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和污染。在建设工程的过程中，要注重

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通过绿色技术和

创新手段，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社会和谐的目标。

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建设工程实现绿色发展，推动绿色经济

转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推动全

社会形成尊重自然、保护生态、绿色发展的良好氛围。生态

文明建设已经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对于推动建

设工程向着绿色、低碳、循环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3 社会各方关注度提升 

在新时期，社会各方对建设工程的关注度不断提升，

这主要源于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

增强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环境质量和生活品质的关注

度日益增加。人们更加关注建设工程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对建设工程的环境友好性和可持续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其次，社会各界对于资源利用、能源消耗、生态保护等问

题的关注度不断增加。随着资源的日益紧缺和能源的日益

紧张，人们对于建设工程的资源利用效率和能源消耗情况

越来越关注。此外，公众对于建设工程的安全性、质量问

题的关注度也在不断提升。近年来，一些建设工程事故和

质量问题的曝光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促使社会各方更

加关注建设工程的安全和质量问题。因此，社会各方关注

度的提升不仅是对建设工程管理水平的挑战，也是推动建

设工程生态化、绿色化、安全化发展的动力。 

4 新时期建设工程生态化管理模式 

4.1 拓展管理视野，推进环境与工程协调发展 

新时期建设工程生态化管理模式的关键之一是拓展

管理视野，推进环境与工程协调发展。这意味着在工程建

设的规划、设计、施工和运营过程中，不仅要关注工程建

设本身的经济效益和技术实施，更需要将生态环境保护纳

入整个管理体系，实现环境与工程的协调发展。拓展管理

视野，首先需要加强对生态环境的全面了解和评估，充分

考虑项目所处区域的生态特征、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

能，确立生态保护的优先目标。其次，需要在工程规划和

设计阶段就充分考虑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采取科学合理

的设计方案和工程措施，减少对自然环境的干扰和破坏。

在施工和运营阶段，要加强环境监测和管理，及时发现和

处理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的问题，确保工程建设过程

中不会产生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此外，还需要加强环境

与工程之间的协调与配合，推动生态保护与工程建设相互

促进、相互支持。这包括与当地政府、环保部门、科研机

构和社会组织等相关方合作，形成合力推动生态环境保护

和建设工程的有机结合，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三方共

赢。拓展管理视野，推进环境与工程协调发展，对于推动

建设工程向着生态化、绿色化、可持续发展方向迈进具有

重要意义。 

4.2 强化灾害意识，规避工程建设风险 

强化灾害意识，规避工程建设风险是新时期建设工程

生态化管理模式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意味着在工程建设的

各个阶段，要加强对可能发生的灾害风险的认识和评估，

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和规避可能导致的灾害性后果。首先，

需要对工程建设可能面临的自然灾害进行全面分析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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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包括地质灾害、气候灾害、水文灾害等各种类型。在

规划和设计阶段，要根据不同地区的灾害特点和历史经验，

制定相应的灾害防范和应对策略，避免工程建设过程中出

现因灾害引发的安全事故。其次，要加强对工程施工过程

中可能存在的各类风险的识别和评估。这包括人为因素、

技术因素、管理因素等各个方面的风险，如施工安全风险、

质量风险、环境风险等。通过加强现场管理和监督，严格

执行安全生产和质量管理制度，及时发现和排除存在的隐

患和风险，确保工程建设的安全、稳定和可持续进行。此

外，还要加强对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和处置能力建设，提

高应对突发灾害事件的能力和水平
[2]
。建立健全的灾害预

警机制和应急响应体系，加强对工程建设过程中可能发生

的灾害事件的监测和预警，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降低灾害风

险，最大限度地保障人员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 

4.3 优化工程质量监控程序，确保工程服役性能 

优化工程质量监控程序，确保工程服役性能，是新时

期建设工程生态化管理模式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这意味着

需要在工程建设的各个阶段，从规划设计到施工运营，建

立科学合理的质量监控程序，全面提升工程的质量水平，

保障工程的长期可持续运行。首先，要在工程规划设计阶

段就强调质量控制的重要性，确立质量目标和标准。通过

精心设计和严格把关，确保工程设计方案符合国家标准和

行业规范，满足用户需求，充分考虑工程的耐久性、安全

性和环境友好性。其次，需要在施工过程中实施全面的质

量控制措施。这包括加强对施工过程的监督和管理，严格

执行施工技术标准和操作规程，确保施工质量符合设计要

求，杜绝施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质量问题和安全隐患。同

时，要加强对材料和设备的质量管控，确保施工所用材料

和设备的质量符合要求，不使用劣质材料和假冒伪劣产品。

建立健全的材料采购和供应体系，加强对材料来源和质量

的审核和监督，保障工程质量和安全。最后，要加强工程

竣工验收和运营管理，确保工程达到设计要求和使用标准，

保证工程的长期稳定运行和良好服务性能。建立健全的工

程质量档案和维护管理制度，定期进行工程检测和维护，

及时发现和处理工程运行中可能存在的问题，确保工程的

安全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4.4 倡导工程管理情怀，实现参建单位和社会共赢 

倡导工程管理情怀，实现参建单位和社会共赢，是新

时期建设工程生态化管理模式中的重要环节。这意味着要

在工程建设的全过程中，注重提升管理者和参建人员的责

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积极践行工程管理的情怀，促进建

设工程的良性发展，实现参建单位与社会的共赢
[3]
。首先，

倡导工程管理情怀需要建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注重尊

重和关爱员工，提升他们的自我价值感和归属感。通过提

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合理的薪酬福利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和创造力，增强团队凝聚力和战斗力。

其次，要积极践行社会责任，注重工程建设对环境和社会

的影响，主动承担起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在工程建设的

过程中，要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减少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和

污染，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回馈社会，提升企业的社

会形象和社会声誉。同时，要加强与社会各界的沟通与合

作，建立起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形成合力推动建设工程

的发展。通过与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学术机构和社会组

织等相关方的合作，共同解决工程建设中的难题和矛盾，

促进建设工程与社会各方的良性互动，实现参建单位和社

会共赢。最后，要强化工程管理人员的职业道德和责任意

识，坚守诚信、公正、勤奋、专业的价值观，不断提升自

身的管理水平和综合素质，为建设工程的健康发展和社会

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5 结语 

在新时期建设工程生态化管理模式的研究中，我们深

入探讨了高效利用资源、优先保护环境、人道主义设计等

原则的重要性，以及面临的挑战和机遇。通过分析新时期

工程建设的背景，我们深刻认识到了生态环境压力的增大、

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以及社会各方关注度的提升。在此基

础上，我们提出了拓展管理视野、强化灾害意识、优化工

程质量监控程序、倡导工程管理情怀等策略和措施，以推

动建设工程朝着生态化、绿色化、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迈进。

同时，我们应不断深化理论研究，不断完善管理体系，创

新管理模式，不断提升工程质量和管理水平，为实现经济、

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希望通过我们的

努力，能够推动建设工程生态化管理模式的全面实施，为

构建美丽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积

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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