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8

DOI: https://doi.org/财经与管理·国际学术论坛·第 03卷·第 05 期·2024 年 05 月 10.12345/fm.v3i5.17483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onstruction Economy under 
the Concept of Green Economy
Minjuan Fan
Middling Coal Jiangnan Construction Development Group Co., Ltd., Guangzhou, Guangdong, 51017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wave of socio-economic progress, China’s development concept has emerged in the deep transformation, and ecological 
harmon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ve become the hot topics of global discussion. Its core content revolves around the 
construction of green econom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 Nowadays, the concept of “green economy” is blowing like 
a spring breeze across various industries, especially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This field with huge energy consumption and 
significant environmental impact is facing a profound mission of innovation. It is urgent to lead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into a green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h through structural reform and efficiency improvement.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first 
elaborates on the concept of green economy, analyzes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the construction economy under the concept of green 
economy, and focuses on exploring the path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economy under the concept of green 
economy, hoping that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can develop in a healthy and long-term manner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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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社会经济进步的浪潮，中国的发展理念在深度转型中崭露头角，生态和谐与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热议的主题，其核
心内容围绕绿色经济和持续发展模式构建。如今，“绿色经济”的理念如同春风般吹遍各行各业，尤其在建筑业，这个能
源消耗巨大、环境影响显著的领域，面临着深刻的革新使命，亟待通过结构改革和提升效率，引领建筑产业步入绿色、可
持续的经济发展路径。基于此，论文首先阐述绿色经济理念，分析绿色经济理念下建筑经济面临的困境，重点探究绿色经
济理念下建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以期希望建筑业能够健康长远发展，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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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环境变迁和资源日益稀缺的时代背景下，绿色

经济理念崭露头角，旨在追求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和谐共

生。作为全球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重大承担者，建筑领域与

可持续性的深度融合至关重要。要想推动建筑经济迈向可持

续的道路，政策引导、科技创新、知识普及与技能培训以及

有效的市场机制和金融策略都是不可或缺的手段。然而，这

一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遭遇投资限制、技术瓶颈、材

料选择难题，以及市场接纳度和跨文化交流的复杂障碍。因

此，在绿色经济的宏观视野中，强化对绿色建筑技术的管控

显得至关重要，在实际操作中，应根据地域特性制定明确的

节能减排总体目标，并通过积极的策略和指导，推动区域内

绿色建筑的健康发展。同时，市场机制将有力地驱动对绿色

环保建材的深度研发和广泛应用，从而促使建筑经济迈向更

为可持续的发展路径。

2 绿色经济理念概述

创新经济理论崭露头角，该理念的诞生主要来自全球

环境问题的不断加剧，能源的过度消耗，是为了引领全球经

济发展新潮流。有学者强调，创新经济聚焦于提升、共生与

永续，其核心构建围绕生态导向的农业模式、循环经济的制

造业以及环保型的服务产业。特别在建筑领域，所谓的绿色

经济理念，是为了满足人类的生活空间需求，通过巧妙融合

现代科技，致力于节能减耗、减轻施工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并极力优化资源使用效率，实现建筑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绿

色经济在建筑领域的核心策略分为两维度：一是“时间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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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二是“空间上的绿色”。前者强调建筑的持久性和

安全性，提倡通过延长建筑的生命周期，从而提升其服务效

益，体现对经济效益的可持续追求；后者空间上的绿色经济

关注的是建筑的环境友好和节能特性，这意味着建筑企业在

施工阶段需践行节约型策略，降低资源消耗，强化施工与生

态和谐共存的关系，并在规划上实现整体性和前瞻性。在过

去的经济增长模式驱动下，建筑行业常常倾向于过度消耗

资源以追求短期利润，这种做法往往导致资源枯竭和环境恶

化，有悖于行业的长期繁荣。因此，建筑企业亟须转变观念，

采纳绿色经济模式，重塑发展模式，提升资源使用效率，为

建筑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稳固基石 [1]。

3 绿色经济理念下建筑经济面临的困境

3.1 传统理念难以摆脱
针对中国建筑业的碳排放与能源消耗问题，部分企业

的绿色经济战略意识尚显不足。其一，在项目策划、设计及

施工过程中，他们对绿色技术和环保材料的采纳存在认知误

区。其二，这些企业往往倾向于短期收益，过分关注成本效

益，而非长远视角，他们在财务决策时忽略了新型建材和绿

色技术对财务指标潜在的革新作用。如果这些问题持续搁

置，将导致建筑业在市场竞争中面临生存挑战，逐步边缘化，

从而造成巨大的经济代价。

3.2 技术和设备方面的限制
为了推动建筑业迈向可持续发展，企业必须在设计、

建设与运营全过程中积极减少污染环境的足迹，同时提升效

能和社区福祉。尽管这一愿景具有前瞻性，但在实际操作中，

面临诸多挑战。首要难题在于绿色建筑方案虽然从长远来看

经济效益显著，但初期投入的成本偏高，这在短期内对开发

商和消费者的决策产生了抑制作用。另外，尽管创新的可持

续建筑技术和理念不断涌现，但受制于知识产权保护、技术

实施难度以及市场接纳度的影响，未能得到广泛应用，使得

许多建筑公司在实践绿色设计和施工上显得力不从心。技术

上的障碍，如太阳能板和风力涡轮机尽管理论上能减少能源

消耗，但由于高昂的价格、复杂的安装过程以及地域适应性

问题，其实际普及率并不高。同样，尽管再生混凝土和环保

木材这类环保建材在理论上有益，但由于耐久性和强度的限

制，它们的应用范围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局限 [2]。

3.3 经济发展体系尚不完善
在早期改革开放阶段，为了激发更强劲的增长动力，

建筑行业的投资显著增强，但环保和资源效率议题未得到应

有的关注。进入新时代，中国确立了绿色经济的发展愿景，

建筑业在追求经济、数量和规模的效益同时，也开始认识到

其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这一转变有助于提升中国建筑的

质量，推动行业的可持续演进。然而，由于建筑业在资源节

约和环境保护上的不足，中国的绿色经济建筑发展模式仍有

大量改进的空间。在绿色经济的框架下，建筑经济的进步需

要政府的强有力支持，而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核心，其在构

建绿色建筑经济中的作用至关重要。

3.4 激励政策无法全面展开
审视当前建筑行业的经济生态，尽管绿色经济的理念

逐渐崭露头角，但在实际操作层面的落地与普及尚显滞后。

这一现象的主要障碍与政府的角色息息相关。例如，政府若

未能给予有力的推动，如缺乏针对性的财政激励、未能引导

企业采用环保材料或创新绿色科技，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观念

往往停留在理论层面，难以深入贯彻。因此，对于建筑业来

说，迈向绿色经济的道路需要来自政府的全方位支持，包括

法制保障、政策导向以及金融扶持，以构建政府与企业之间

的深度合作关系，共同开启双赢的新篇章。

4 绿色经济理念下建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4.1 宣传和落实绿色经济理念
在建筑领域，推动绿色经济的全面实施至关重要，首

要任务在于深化对绿色经济的理解，包括绿色建筑的核心

理念、优势及潜在挑战。要在建筑施工的各个环节切实贯

彻绿色经济的理念，特别是要大力推广和利用可再生资源，

同时激励行业积极采纳节能策略。①利用互联网平台和政策

规范，促使更多的建设企业和施工团队理解建筑节能的必要

性，增强其实践意识。②通过组织绿色技术大赛、绿色材料

展示会，以及研讨会和展览，激发企业的参与热情，使他们

能够深入掌握绿色材料和技术的本质及其应用流程。③发掘

并整合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资源，建立产学研的合作机

制，推动创新材料的研发，确保绿色技术材料的有效且高效

地应用。因此，建筑行业在绿色经济的引领下，必须意识到

绿色材料和技术创新对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提升自身的

执行效率，摒弃旧有的观念，将绿色技术和材料融入施工的

每一个环节中。

4.2 引进先进的绿色建筑技术，加强设备的更新换代
在绿色经济的驱动下，建筑领域亟需践行可持续发展

的新路径。为此，建筑企业可以从两个核心策略着手：一是

推动创新绿色建筑理念的采纳与技术研发，技术在绿色建筑

的转型中扮演着决定性角色。现今，诸如太阳能转化、雨水

资源管理、节能保温材料等前沿技术日益完善，企业应积极

引进，并借此契机激发内部研发潜能，定制符合行业特性的

绿色建筑解决方案。二是实施设备的革新升级，倡导环保节

能设备的广泛应用。例如，对现有设备进行效能提升或淘汰

旧式，代之以高效、低碳的新一代设备，这样的设备更新不

仅能提升运营效率，而且能显著减少能源消耗和环境负担。

再者，提升建筑设计的生态友好性和持久性至关重要。在规

划初期，需深入考量建筑的供暖和制冷需求，运用创新的建

筑设计理念，比如借助天然光照、通风条件及隔热技术以减

少能源消耗。三是从选择建材之初就要顾及环境保护，同时

在施工期间执行环保策略。建筑物使用后期，也要重视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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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如运用智能系统监控并调节能源使用。唯有全面顾及

建筑的全生命周期，才能最大程度地增强建筑业的绿色特性

和可持续发展，提升建筑业的绿色经济效益 [3]。

4.3 完善建筑经济评价机制和评价标准
健全的经济评价体系和标准在推动绿色经济发展策略

实施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步入新的历史阶段，有关部门应紧

跟时代步伐，革新经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不断优化经济评

估体系和标准，以此为导向推动可持续发展的进程。在审视

绿色经济视角下的建筑经济评估，相关机构应聚焦于提升建

筑品质、创新材料运用等核心领域，使绿色经济的理念得以

深度渗透到建筑经济的各个环节。同时，借鉴国际先进的实

践经验，构筑完善的建筑经济评价体系，旨在以绿色经济的

视角为建筑经济的繁荣提供更高效的服务。

4.4 构筑绿色建筑生态链
建筑产业生态链实质上是一个由相互关联的企业构建

的动态共生网络，它涵盖了建筑行业的全方位运营。鉴于建

筑业对自然资源的密集消耗，通过全面采纳可持续发展策

略，如提升建筑节能技术、推动可再生能源应用和强化材料

循环利用，能够显著减少资源浪费，同时有效管控建筑活动

中的碳排放量，从而重构一个更为绿色、低碳的经济生态体

系。例如，建筑公司在生产流程中积极推行绿色采购，优先

选择那些符合环保、节能标准的绿色建材。在项目完成后，

企业应倡导循环经济，如回收和再利用废弃物，如废料可以

作为道路填充物或桩基填充材料，而废水则可用于生活用水

或农业灌溉，这样的实践不仅实现了资源的最大化利用，也

体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

4.5 完善绿色建筑行业的激励政策
①政府应强化扶持策略，通过经济激励推动生产者参

与。建筑行业的绿色转型并非单纯依赖于经济效益，而是需

要政策层面的引导和保障。首要任务是消除可能阻碍生产商

采用绿色技术和材料的障碍，比如高昂的成本。为此，政府

应推出有针对性的财政扶持计划，如减免税收或提供研发补

贴，确保生产商在绿色创新上有足够的动力。政府部门应优

化行政环境，摒弃不必要的收费和摊派，创造一个有利于绿

色技术研发和绿色建材生产的宽松条件。此外，金融支持也

是关键环节，应设立专门的绿色建筑基金，简化审批程序，

避免因烦琐的手续延误项目进度，造成经济损失。政府还应

倡导绿色金融，通过利率优惠等手段，鼓励金融机构投资绿

色建筑。政府还需构建一个公正透明的绿色经济定价机制，

将环境和社会成本纳入考量，通过比较替代资源的价格，实

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替代。这种定价策略旨在平衡短期经

济利益与长期的环境效益，推动绿色建筑的普及和可持续

发展。

②利用财政支持，给予消费者经济激励。绿色建筑的

市场需求主要由购房者驱动，然而购房决策中，价格因素占

据首要位置。购房者追求的是宜居、环保的生活空间，但绿

色建筑的高价位往往成为阻碍。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政府应

当实施多元化的激励策略，以促进绿色建筑的消费。首先，

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资助和能源政策导向，激发消费者的购买

热情。其次，可以调整税收政策，比如减轻绿色建筑的购置

税负，以减轻消费者的经济压力。再次，提供灵活的贷款方

案或税收优惠，进一步提升消费者的购买能力。最后，对于

那些倾向于传统建筑的消费者，政府可以采取反向措施，如

提高非绿色建筑的相关税费，以此来削弱他们购买此类建筑

的动力，从而引导市场转向更绿色的选择。

5 结语

综上所述，建筑业是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中的一项

重大产业，它不但提供了众多的工作岗位，而且对国家的基

建与社会事业也有着深刻的影响。未来全球经济体系的转型

中，绿色经济扮演着关键角色，尤其是在能源消耗密集的建

筑业，其绿色化进程面临着艰巨的任务。为了实现绿色增长

目标并确保建筑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相关部门应当积极采

取行动，通过强化政策和财政激励，大力支持在绿色经济框

架下建筑业的发展，并实施严格的监管机制，确保企业的合

规行为。企业自身则需深度融入绿色经济理念，集中力量解

决施工过程中的高能耗和环境破坏问题，构建完整的产业生

态链，致力于打造满足公众期待的绿色建筑项目，从而推动

建筑经济的长期繁荣以及企业的战略进步，以此推动建筑业

朝着绿色经济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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