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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循环式经济发展模式
，

是一种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
，

因而确

保了当代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

参考文献
�

���美莱斯特
·

布朗
�

生态经济���
�

林自新
，

戮守志
，

等译
，

东方出版社
，
����

，
��

�

���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
�

人民出版社
，
����

，

��
�

���柳可白
�

建设和谐的小康社会【���青岛出版社
，
����

�

�

��〕黄润华
，

等
�

人口
、

资源与环境���
�

高等教育出版社
，
����

，
�

�

作者简介�

汪江
，

女
，

���� 年 �月 �� 日生
，
���� 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哲学系

，

���� 年毕业于辽宁大学哲学系
，

哲学硕士
，

沈阳工业

大学文法学院
，

人文素质部主任
，

副教授
，

获沈阳工业大学十大特色教师荣誉称号
，

公开发表《自我塑造的技术》—技术哲学

视野下的新研究等著作
，

研究方向
�
为应用哲学

。

注释�

张蕴岭
，

孙士海
�

亚太地区发展报告������创又�—发展趋势预测热点问题分析���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

� 。

潘启明
，

周易参同契解读【��
�

北京
�

光明日报出版社
，
������

。

关于实施绿色工程项目管理的研究

张晓峰

�辽宁大学 一�������

摘 要
�
我国工程项目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求

，

提出了
“

绿色工程项目管理
”
的概念

。

实现
“

绿色工程项目管理
”

将是社会

的进步
，

也是世界进人生态经济时代的必然选择
。

在国内外工程项目建设中积极开展
“
绿色

”
工程项 目管理

，

大力发展
“
绿色

工程项目管理
”

事业
，

必将成为工程项目管理的发展方向
。

应该顺应全球化经济中的国际工程项 目管理发展大趋势的要求
，

在建设与管理的实践中
，

积极探索有效实施
“
绿色工程项 目管理

”
的新途径

。

关键词
�
绿色工程 �可持续发展

在经济建设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过程中
，

工程建设的质量
、

安全性和生态环境成为国际上衡量工程

优劣的三个重要指标
，

各发达国家 和迅速发展中的国家及地区都十分重视研究工程建设与环境协调发展的

问题
，

工程项 目的管理过程正在转变成保护环境
、

节省资源
、

实现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过程
。

随之对工程项 目

进行
“
绿色管理

”
的观点开始进人了人们的思维

， “
绿色

”
工程项 目管理正成为工程项 目管理发展的方向

。

一
、 “
绿色

”
工程项目管理的内容与作用

�一 �
“
绿色

”
工程项目管理的内涵与外延

在研究工程项 目建设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问题时
，

通常所说的
“
绿色

”
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内涵

，

一是节约
，

二是回用
，

三是循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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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节约有两层意思
，

第一层是节省原料
，

第二层是节省能源
。

关于回用
，

美国系统论专家 ��拉兹洛指出
�“

当我们从初级组织层次的微观系统走向较高层次的宏观系

统
，

我们就是从被强有力地
、

牢固地结合在一起的系统走向具有较弱和较灵活的结合能量的系统
。 ”
这就是

说
，

在一个层次结构中
，

随着层次由低到高的推进
，

系统的结合度呈现递减趋势
。

当自然界中高层系统解体

时
，

低层系统仍然保持相对的稳定性
，

在一定条件下这些
“
零部件

”
又可以重新组合成新的高层系统

。 “
绿色

”

的回用规定要求产品遵循自然系统结合度递减原理
，

满足资源重复利用所需要的
“
可拆性

”
前提

。

说到循环
，

生态系统是一个周而复始的开放的闭路循环系统
，

构成
“
生产一消费一复原

”
的闭合链条

，

实

现着生态系统物质能量的高效循环利用
。

而人类近代社会形成的生产模式却是
“
原料一产品一废料

”
的断裂

链条
。

人类生产投放的物能只有一部分转化为产品
，

其他部分则作为
“
三废

”
投向自然环境

，

造成污染
。

人类

应该师法 自然生态系统
，

按照循环原理
，

补上
“
废料一原料

”
这段链条

，

从而节省原料和能源
，

减少污染
，

将生

产和生活系统整合到生态系统的大循环中
。

结合前面所述
“
绿色

”
的内涵以及我国项 目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求

，

提出了
“

绿色工程项 目管理
”
的概

念
，

在英国建造学会对工程项目管理定义的基础上
，

将
“

绿色工程项目管理
”
定义如下

�
为一个建设项目进行从概

念到完成的全方位的计划
、

控制与协调
，

以满足委托人的要求
，

使项目在所要求的质量标准
、

生态环境指标的基础

上
，

在规定的时间和批准的费用预算内完成的即是绿色工程项目管理
。

从微观角度讲
， “
绿色工程项目管理

”
的目

标是获得项目的成功
，

提高组织的经济效益
，

实现组织的可持续发展 �从宏观角度看
，

就是改善人类生活条件
，

在

提高人类生活品质的同时
，

保护环境
，

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协调和持续发展
。 “
绿色工程项目管理

”
的这些目

标可通过使用绿色技术
，

节约能源
，

控制污染
，

科学处理建筑垃圾等手段加以实现
。 田

�二 �实现
“
绿色工程项目管理

”
的综合意义

绿色工程项目管理是指为一个建设项目进行从概念到完成的全方位的计划
、

控制与协调
，

以满足委托人的要

求
，

使项目在所要求的质量标准
、

生态环境指标的基础上
，

在规定的时间之内
，

在批准的费用预算内完成
。 “
绿色

”
工

程项目管理的目标从微观角度来讲是获得项 目的成功
，

提高组织的经济效益
，

实现组织的可持续发展�从宏观角度

来讲
，

就是改善人类生活条件保护环境
，

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协调持续发展
。 “
绿色

”
工程项目管理的实现手

段是使用绿色技术
，

节约能源
、

控制污染
，

科学处理建筑垃圾
，

实现末端治理和源头控制相结合的方式
。 ，

实现绿色工程项 目管理
，

从环境
、

资源
、

生态
、

经济
、

管理和社会学等诸多方面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

从环境学的角度讲
，

绿色工程项 目管理是指工程项 目的建造活动应无害于环境
，

即无污染或污染最

小 �从资源学的角度讲
，

绿色工程项 目管理是指工程项 目的建造活动应做到对 自然资源的适度利用
、

综合

利用和充分利用 � 从生态学的角度讲
，

绿色工程项 目管理是指工程项 目的建造活动应符合生态系统的物

质
、

能量流通规律
，

不能因工程项 目的建造活动而破坏生态系统的平衡 �从经济学的角度讲
，

绿色工程项

目管理是实现工程项 目的经济效益 � 从管理学的角度讲
，

绿色工程项 目管理是指在工程项 目的实施过程

中
，

应对人
、

财
、

物等资源进行合理安排和组织
，

使各职能部门协调统一
，

以实现企业与环境的可持续发

展 �从社会学的角度讲
，

绿色工程项 目管理是工程项 目的经济效益
、

生态效益
、

社会效益的统一
。

总之
，

实现
“
绿色工程项 目管理

”
将是社会的进步

，

也是世界进人生态经济时代的必然选择
。

二
、

绿色工程项目管理与传统工程项目管理之辨析

比较
“
绿色工程项 目管理

”
与传统的工程项 目管理

，

不难发现在传统的企业经济活动中
，

因采用
“
高投

人
、

高消费
、

高污染
”
的生产模式

，

造成资源严重浪费和环境严重污染
。

而
“
绿色工程项 目管理

”
则在以下六

个方面与传统的工程项 目管理产生明显的区别
�

���在项 目管理 目标方面
，

传统工程项 目管理追求的是经济效益
， “
绿色工程项 目管理

”
则要求实现经

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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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源的使用方面
，

传统工程项 目管理浪费严重
，

对资源的消耗要比
“
绿色工程项 目管理

”

高得多
，

而
“
绿色工程项 目管理

”
则更多地体现了对资源的整合利用与合理节约 �

���在建筑污染方面
，

传统工程项 目管理是直接将建筑垃圾投放于 自然
，

产生较高的污染
，

而
“
绿色工

程项目管理
”
则要求进行化学处理或回收利用

，

基本无污染 �

���在除污技术和除污时间方面
，

传统工程项 目管理是在污染之后采用治理性技术除去污染
，

是
“
先污

染后治理
”
模式

，

而
“
绿色工程项目管理

”
则是在污染之前采用预防性技术进行防止

，

是一种
“
源头治理 � 污

染与治理并举
”
的新模式 �

���在除污技术与建造的关系方面
，

在传统工程项 目管理中二者是相互分离的
，

而在
“

绿色工程项 目管

理
”
中二者则是相互密切结合的 �

���在建筑产品的生产成本和发展方面
，

传统工程项 目管理的成本因是一次性耗费的
，

故通常会远远

高于具有节约与回用和循环效果的
“
绿色工程项目管理

” ，

因而
“
绿色工程项目管理

”
的建筑产品

，

其发展的

可持续性也为传统工程项 目管理所无法比拟
。

根据国家
“
十一五

”
发展规划

，

我国企业要摆脱传统生产经营的
“
三高

”

模式
，

实现以人为本
、

人与自然

的协调发展
，

这已经成为今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旋律
，

转变思想观念
、

转换生产方式
，

成了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必由之路
。

借鉴国际上以绿色为主题的发达国家工程项目建设的成功经验
，

在国内外工程项目建设中

积极开展
“
绿色

”
工程项目管理

，

大力发展
“
绿色工程项目管理

”
事业

，

必将成为工程项 目管理的发展方向
。 ���

三
、

实行绿色工程项目管理的思考

经过改革开放后近三十年的建设和发展
，

我国综合国力迅速增强
，

在国内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
，

已有不

少企业跨出国门
，

积极开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
，

承揽国际工程建设项目
。

相关企业在伴随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主旋律共同舞进时
，

应该顺应全球化经济中国际工程项目管理发展大趋势的要求
，

在建设与管理的实践中
，

积

极探索有效实施
“

绿色工程项目管理
”
的新途径

。

下列几方面似可为重点开展工作进行尝试之处
�

�一 �积极推广工程项目管理的绿色理念

工程项 目管理企业要组织技术人员对项 目管理的过程进行分解
，

制定出每个过程的绿色控制方法和细

节
，

建立企业的绿色管理战略
，

运用绿色理念来指导规划
、

设计
、

施工
。

企业要组织工程项 目管理相关人员系

统学习绿色管理理论
、

可持续发展理论
，

将
“
绿色管理

”
的思想融人到工程项 目管理的计划

、

组织
、

协调
、

控制

等具体的过程中
，

发动员工进行一场全方位的绿色革命
，

使得
“
环保

、

生态
、

绿色
”
的理念深人人心

。

传统的工

程项 目管理强调的是项 目的经济利益
，

更多的是完成
“
项 目管理任务

” ，

这些理念在项 目管理人员心中根深

蒂固
。

要改变这种状况
，

必须对员工进行长期的再培训和教育
，

使得大家明白绿色工程项 目管理的必要性和

迫切性
，

并且使得工程项 目管理人员掌握绿色工程项 目管理的具体的操作方法
。 ���

�二 �努力建设绿色的项目组织文化

绿色工程项 目管理强调的不仅仅有
“
生态

” ，

其实还有
“
人态

”
和

“
心态

” 。

工程项 目管理组织中的
“
人态

”

和
“
心态

”
通常主要表现为项 目的组织文化

。

项 目的组织文化是项 目组织成员整体价值观的体现
，

是参与者

集体协调合作的心理基础
。

组织文化能够起到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作用
，

使得大家可以朝着一个方向努力
，

共

同为一个目标奋斗
。

工程项 目管理是一个团队合作的管理过程
，

它需要每个成员有努力完成 目标的积极心

态
、

大局为重的心态
，

它更需要成员的通力合作
、

相互补充
、

充分沟通
。

现在国内很多工程项 目�包括不少国

际工程项 目�管理工作做得不是很成功
，

很重要的两个原因就是成员自身的心态没有调节好以及成员间的

关系没有处理好
。 “
个人英雄主义

”

的思想常常影响组织成员平和的心态 �相互间的不信任导致彼此懒于沟

通
，

项目的各参与方完全以 自我为中心
，

很多的人力和财力在彼此间的牵制中白白消耗
。

这些都与
“
绿色

”
的

节省原料
、

节省能源的原则相违背
。

建立绿色项 目组织文化就是要把绿色管理思想融人到项 目的组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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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中
，

使项 目的各参与方都得到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意识的灌输
，

树立起绿色管理理念
，

创造绿色生存

环境
，

塑造绿色企业形象
，

营造良性循环的生态经济
。

由于绿色项目的组织文化是一种
“
生态

” 、 “
人态

”
和

“
心

态
”
三者相互和谐的文化

，

故其必然要求项 目的组织达到组织与环境
、

与组织的人际关系和与组织员工 自身

心态三种和谐的统一
。

在这三种和谐的统一中
，

若能把握好项 目组织机体的活力和主动性
，

赋予项 目组织以

自然有机性的生生和谐
、

环境适应性的协变和谐与价值合理性的臻善和谐
，

从而在使项目组织能够很好地完

成项 目目标的过程中
，

实现科学发展观中对
“
环境友好

”
的要求

。

�三 �加紧制订项目管理对象的绿色化标准

在制订项 目管理对象绿色化标准的过程中
，

应重点加快制定建筑产品绿色化和建造过程绿色化的标准
。

对于建筑产品绿色化
，

在其标准的制定过程中
，

要突出现代工程项目管理是一个全过程
、

全生命期的管理
，

它

的服务范围在以往施工管理的基础上进行了前伸和后延
。

项 目的市场定位
、

产品的设计逐渐成为了工程项 目

管理的内容
。

绿色的工程项目管理可以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提出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
，

设计出绿色的建筑产

品
。

建筑产品的
“
绿色

”
表现在建筑产品的形态

、

功能
、

使用和维护上
。

形态上的新颖
、

充满活力
、

符合潮流
，

功

能上的全面
、

实用
，

使用上的便捷
、

安全
，

维护上的方便
、

低成本
，

共同构成了建筑产品
“
绿色

”
的内涵

。

建筑业

是耗能大户和污染大户
，

据统计全球 ���的能量消耗于建筑的建造和使用过程中
。

日本研究表明
，

在环境总体

污染中
，

与建筑业有关的环境污染占���
，

包括空气污染
、

水污染
、

固体污染
、

光污染等
。

这些能源的消耗和污

染
，

很大程度上都是伴随着建筑产品的建造过程而产生的
。

建造过程的绿色化已经成了目前工程项目管理
“
绿

色
”
化过程中最为紧迫

、

最容易操作和受益最为明显的关键步骤
。

由于绿色建造过程也就是
“
清洁施工

” ，

改变

传统的项 目目标控制为过程控制
，

就必须将综合预防的环境保护策略持续应用于施工过程中
。

故对于建造过

程绿色化标准的制定
，

其主要内容应该包括
�①节约原材料和能源 ，

淘汰有毒有害的原材料 �②施工场地的环
境管理 �③与施工有关的固体

、

水源
、

空气和噪声污染的有效控制等内容
。

《四 �积极参与国际绿色认证
随着新一轮世界贸易自由化的推动

，

常规的关税壁垒已经无法阻挡双边贸易之间的差距
，

而一国以持

续发展与生态环保为理由和目标
，

限制国外的产品及劳务所设置的壁垒
，

即
“
绿色壁垒

”
却在这一背景下应

运而生
。

中国的工程项 目管理要与国际接轨
，

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

就必须积极参与国际绿色认

证
，

如 �����《���等
。

通过认证
，

使得工程项 目管理的活动更符合国际通用的
“
绿色

”
标准

，

同时也为工程项

目管理的国际化之路扫清障碍
，

为中国工程项 目管理全面走向世界提供
“
绿色

”

保障
。 ���

总之
，

我国企业要通过牢固树立
“
绿色工程项 目管理

”
的新观念

，

彻底摆脱传统生产经营
“
高投人

、

高消

费
、

高污染
”
管理模式的羁绊

，

才能使我国的工程项 目建设通过现代化的
“
绿色

”
管理更好地服务经济建设

，

更

好地走向世界
，

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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