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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筑工程项目对环境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和实践界关注的热点问题。随着人类活动对地球环
境的负荷持续加重，建筑业作为资源密集型行业，其环境足迹备受关注。建筑工程项目在规划、设计、
施工、运营等各个阶段都会对土地利用、能源消耗、温室气体排放、废弃物处理等环境因素产生重大
影响。因此，全面认识和评估建筑工程项目的环境影响因素，并制定切实可行的可持续发展策略，对
于推动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实现社会经济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至关重要。本文将系统梳理建筑工程
项目的主要环境影响因素，深入探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为推动行业绿色发展贡献应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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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act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on the environment has always been a hot topic of concern in 
both academia and practice.With the increasing burden of human activities on the Earth's environment，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as a resource intensive industry，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to its environmental 
footprint.Construction projects have significant impacts on environmental factors such as land use，energy 
consumption，greenhouse gas emissions，and waste disposal at various stages of planning，design，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Therefore，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and assessment of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factors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actical and feasibl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ies，are 
crucial for promoting the industry's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and achiev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social economy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This article will systematically review 
the main environmental impact factors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delve into the core conten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ies，and contribute to the promotion of green development in th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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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建筑工程项目对环境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在项目生命周

期的各个阶段，从前期规划、施工建设到后期运营维护，都会

对土地利用、能源消耗、资源消耗、废弃物排放等诸多环境因

素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在项目决策和实施过程中，必

须充分评估和考虑这些环境影响因素，制定相应的缓解和控制

措施，以 大程度地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建筑业作为国民

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其发展方式和模式直接决定了未来城市

建设的可持续性。因此，必须采取有效的可持续发展策略，如

采用环保节能的技术和材料、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广绿色建

筑理念等，以确保建筑项目的环境友好性和资源高效利用，实

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机统一。随着人们

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环保意识的增强，社会各界对建筑工程项目

的环境影响问题越来越重视。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法规和政

策，加强对建筑业的监管力度，鼓励和支持绿色低碳发展。同

时，建筑企业也纷纷积极响应，将环境保护理念融入项目全生

命周期管理中，为实现行业可持续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1.建筑工程项目中的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随着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深入推进，建筑工程

项目中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日益受到重视。作为资源消耗量巨

大、环境影响深远的行业，建筑业必须主动适应可持续发展的

时代要求，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以 大限度地减少建筑活动对

环境的负面影响，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生态环境保护的

有机统一。 

随着公众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人们对建筑项目的环境友

好性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不仅带动了建筑企业主动调整发展

战略，也推动了相关技术、材料、管理等各环节的革新；另一

方面，建筑业可持续发展仍面临着诸多挑战。首先，许多建筑

项目在设计、施工和运营等各个阶段，对资源消耗和环境排放

的控制还不够到位，缺乏系统的可持续性管理；其次，尽管绿

色建筑技术日新月异，但其在中国的推广应用仍相对滞后，昂

贵的建设成本和缺乏专业人才等因素制约了其进一步发展；建

筑产业链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协作还有待加强，难以形成可持续

发展的良性互动。 

近年来中国在建筑业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了一些积极进

展。一些大型建筑企业开始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公司发展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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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中，注重项目全生命周期的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同时，一

些典型绿色建筑项目的成功实践也为行业可持续发展注入了

新的活力。 

2.土地利用与生态保护 
建筑行业的快速发展导致了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大规模

的建筑项目往往需要占用大量的绿地、农田等自然生态用地。

这种大规模的土地占用造成了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生物多样

性受到威胁，土地利用效率降低。建筑项目的开发建设过程中，

大面积清理了原有的植被和野生动物栖息地，不仅影响了当地

的生态环境，还加剧了城市热岛效应等问题，恶化了居民的生

活质量。 

为了确保建筑项目用地的可持续利用，在规划设计阶段就

应充分考虑生态保护因素。首先，应当开展细致的自然资源调

查和生态现状评估，划定禁建区域， 大限度保护原有的珍稀

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在总体规划中预留足够的生态廊道和绿

地缓冲带，维持区域内生态系统的连通性和完整性；再者，应

合理安排建筑物的布局和朝向，尽量减少对自然地形地貌的干

扰，避免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在无法完全避免生态破坏的

情况下，建筑项目应当采取有效的生态修复措施，通过绿色基

础设施的建设来弥补损失，促进当地生态环境的修复与重建。

绿色屋顶能有效吸收二氧化碳、改善热岛效应，还可为当地昆

虫和鸟类提供新的栖息地。生态停车场的建设可以保留原有的

渗水面积，维持地下水位平衡，减少径流污染；建筑周边还可

布置生态湿地、人工湖泊等，增加绿化覆盖率，丰富生物栖息

环境， 终实现生态平衡的修复与重建。 

3.能源消耗与碳排放控制 
建筑行业是当今社会 大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源之一。根

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建筑运营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占到全球总

能耗的近 40%，碳排放量更是高达全球总排放量的 36%左右。

这不仅对能源供给和气候变化造成沉重负担，也严重影响了建

筑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如何有效控制建筑领域的能源消

耗和碳排放问题，已成为全球关注的重点议题。建筑运营过程

中的能源消耗巨大，碳排放量居高不下。建筑物在使用阶段需

要大量能源供应供暖、制冷、照明、热水等基本需求，尤其是

一些大型公共建筑，其能耗水平更是惊人。以办公楼为例，其

日常运营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占到总能耗的 60%以上，其中又有

约 80%来自供暖和制冷。这造成了建筑运营阶段碳排放量高于

建筑施工和拆除阶段，成为整个建筑全生命周期中 主要的排

放源。因此，必须从建筑物的运营管理入手，采取有效措施来

大幅降低这一阶段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 

为减少建筑物化石燃料的依赖，开发利用清洁可再生能源

无疑是一条重要出路。被动式太阳能建筑利用建筑物本身的外

围护结构，主动吸收和利用太阳能，通过隔热保温、自然通风

等措施来调节室内温湿环境，大幅降低供暖制冷需求。地热能

作为一种清洁、高效的可再生能源，也越来越多应用于建筑供

暖制冷系统中，不仅能够大大减少碳排放，还具有运行成本低、

环境友好等优势。此外，太阳能光伏、风能等其他可再生能源

技术的应用，也将有助于建筑能源消耗的绿色化转型。 

合理的建筑朝向、合理的门窗设计、使用高效隔热保温材

料等，都能大幅降低供暖制冷负荷，从而减少能源消耗和碳排

放。同时，采用高效的照明系统、能源管理系统，优化用电行

为，也能进一步提高建筑的能源利用效率。总之，充分利用建

筑物的自然性能，结合先进的建筑节能技术，是实现建筑节能

减排的关键所在。 

4.材料选择与资源循环利用 
建筑行业作为一个资源密集型行业，其材料选择与资源利

用问题一直备受关注。建筑材料的生产和运输过程中会消耗大

量能源和原材料，同时也会产生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造成了

严重的环境负担。为实现建筑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从材料

选择和资源循环利用两个方面着手， 大限度地减少资源消耗

和环境影响。 

建筑材料的生产制造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

如钢铁、水泥、陶瓷等。以水泥为例，其生产过程中不仅需要

消耗大量化石燃料，还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同时，建

筑材料从生产地到施工现场的运输过程中，也会耗费大量燃油

资源，造成附加的碳排放。据统计，建筑材料的生产和运输阶

段，占到了整个建筑全生命周期能耗和碳排放的 40%左右。因

此，选用环保型、可再生的建筑材料，成为建筑节能减排的关

键所在；其次，选用环保型、可再生材料，推广装配式建造。

近年来，木材、竹材、地砖等环保型建筑材料受到越来越多关

注。这些材料在生产过程中碳排放较低，且具有良好的可再生

性和回收利用潜力；同时，装配式建造技术的发展，也为建筑

材料的可持续利用提供了新的机遇。装配式建造采用标准化、

模数化的部品部件，大幅减少了现场施工浪费，并便于在未来

拆除时进行分类回收利用；一些新型环保材料，如农业废弃物

制成的纤维板、再生塑料制成的装饰板等，也为建筑材料的绿

色转型注入了新动力。 

后，建立建筑废弃物回收利用体系。即便是采用了先进

环保型材料，建筑物在使用寿命结束后所产生的大量废弃物，

也给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带来了挑战。建筑拆除产生的混凝

土、钢材、木材等，如果得不到妥善回收处理，不仅造成资源

浪费，还会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因此，必须建立健全的建筑

废弃物回收利用体系。一方面，通过制定相关法规和标准，推

动建筑物设计时就考虑后期拆除回收的因素；另一方面，完善

废弃物收集、分类、再利用的全过程管理，鼓励建筑废弃物的

循环再利用。这不仅能减少 landfill 占地，也能 大限度地

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从而大幅降低建筑全生命周期的环境负

担。 

5.建筑运营与绿色管理 
建筑作为一个高耗能、高排放的行业，其能源消耗和环境

影响在整个生命周期中都不容忽视。在建筑使用阶段，由于采

暖、制冷、照明等用能需求，建筑物往往成为能源消耗和碳排

放的主要来源。为实现建筑行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必须从建

筑运营管理的角度着手，采取有效的智能化控制和绿色评价措

施， 大限度地降低能源消耗和环境负荷。 

建筑使用阶段耗能高、排放多。据统计，建筑物在整个生

命周期中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使用阶段约占 70%左右。这主

要源于建筑物的采暖、制冷、照明等用能需求。以住宅建筑为

例，供暖和制冷耗电量就占到了总用电量的 60%以上。同时，

建筑能源消耗还会带来相应的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造成大量的

温室气体排放。因此，如何有效降低建筑使用阶段的能源消耗

和碳排放，成为建筑绿色管理的关键所在；近年来，建筑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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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起了“智能化”浪潮，各种智能监测、控制技术不断涌现。

通过在建筑物中安装智能温控、照明、电力等系统，可以实时

监测各种用能情况，并根据实际需求自动调节，达到节能减排

的目的；此外，借助大数据分析等手段，还可以对建筑物的运

行情况进行深入分析，找出潜在的节能机会，优化整体的能源

管理策略；同时，建筑物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管理，也为提升

建筑运营效率、降低资源消耗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 

制定科学合理的绿色建筑标准，并建立全面的绩效评价机

制，是推动建筑绿色发展的重要保障。一方面，通过标准规范，

明确建筑在设计、施工、运营等各阶段的节能减排要求，为建

筑运营管理提供依据；另一方面，建立完善的评价体系，能够

客观评估建筑物在能源、水资源、室内环境等方面的绿色性能，

为建筑管理者提供决策支持。同时，将绿色评价结果与建筑使

用效果挂钩，鼓励建筑所有者和运营商主动提升建筑物的绿色

性能，形成良性互动。 

6.其他绿色措施 
在建筑运营中大力推广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如屋顶太阳能

发电系统、地源热泵系统等，不仅能减少化石燃料的消耗，还

可以实现建筑物的清洁供能。同时，配备相应的储能系统，也

有助于提高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效率。在建筑运营管理中，合理

的采购策略和资源回收利用也是重要的绿色措施。一方面，选

用节能环保、可循环利用的建材和设备，不仅能降低建筑物自

身的能耗，还可以减少原材料的开采和生产过程中的资源消耗

与污染排放；另一方面，对建筑中产生的废弃物如建筑垃圾、

设备零件等进行回收利用，可以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对

环境的负荷。通过培训教育，让管理人员了解绿色建筑的重要

性，掌握相关的知识和技能，主动参与到建筑物的绿色化管理

中来。同时，鼓励运营管理人员提出创新性的节能减排措施，

发挥主观能动性，这有助于推动建筑绿色管理向纵深发展。 

结语 
建筑工程项目的环境影响因素复杂多样，涉及诸多方面，

需要全面系统地进行识别和评估。只有充分认识环境影响的严

重性和紧迫性，积极采取有效的可持续发展策略，如优化项目

设计、应用环保技术、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促进产业链绿色升

级等，才能 大限度地减轻建筑活动对环境的负荷，推动建筑

业向绿色低碳发展的方向持续前进。这不仅是建筑业自身发展

的需要，也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然要求。让我们携手

共建美丽家园，共创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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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解决问题和挑战的重要途径之一。其中，信息技术的应用是

其中的重要方面。例如，采用 BIM 技术可以实现建筑工程的全

过程管理，包括设计、施工、运营等各个阶段的成本管理。通

过 BIM 技术，可以实现对建筑工程的三维建模、数据共享和协

同工作，从而提高成本管理的效率和准确性；此外，还可以采

用 ERP 系统、成本管理软件等工具，实现对成本数据的集中管

理和分析，从而更好地掌握成本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措

施；同时，还可以采用成本控制技术，如价值工程、目标成本

管理等，通过对建筑工程的各个环节进行优化和控制，实现成

本的 小化和控制。总之，采用先进的成本管理工具和技术，

可以提高建筑工程成本管理的效率和准确性，从而更好地应对

当前存在的问题和挑战。 

4.4 其他对策和建议 

除了加强成本管理人员的培训和提高其专业水平、完善成

本管理制度和流程、采用先进的成本管理工具和技术等对策和

建议外，本文还提出了其他一些可行的解决方案。建议建筑企

业在项目前期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和风险评估，以便更准确地

估算成本和制定合理的成本控制计划。建议建筑企业加强与供

应商和承包商的沟通和协作，以便更好地控制成本和提高效

率。此外，建议建筑企业采用信息化手段，如建筑信息模型

（BIM）等，以提高成本管理的精度和效率。 后，建议建筑

企业加强对成本管理的监督和评估，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确

保成本管理的有效实施。这些对策和建议的实施将有助于提高

建筑工程成本管理的水平和效率，从而为建筑企业的可持续发

展提供有力支持。 

结语 
建筑工程成本管理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随着信息技术的

不断发展，建筑工程成本管理将逐渐实现数字化、网络化和智

能化。通过建立成本管理信息系统，可以实现对建筑工程成本

的实时监控和分析，提高成本管理的效率和精度。另外，绿色

化和可持续发展也是建筑工程成本管理的重要发展方向。随着

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建筑工程成本管理也需要更加注重

环保和可持续性。所以未来，企业需要不断地适应新的技术和

环境要求，实现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和可持续发展等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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