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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经济视角下的市政工程施工管理策略研究 

叶文娟 

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武汉 

【摘要】在全球倡导低碳经济的大背景下，市政工程施工管理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本文从低碳经济

的视角出发，分析了市政工程施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探讨了相应的管理策略，并通过实际案例和图表进行

了说明，旨在为实现市政工程的低碳施工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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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the context of global low-carbon economy,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 municipal 
engineering is facing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w-carbon econom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 municipal engineering, discusses the 
corresponding management strategies, and explains them through the actual cases and charts, 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low-carbon construction of municip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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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日益严重，低碳经济

已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1] 。市政工程

作为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施工过程中产生

的大量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对环境造成了巨大压力。

因此，在低碳经济视角下，研究市政工程施工管理

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低碳经济视角下市政工程施工管理存在的问

题 
在低碳经济视角下，市政工程施工管理存在着

多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制约了市政工程向低碳化

方向发展，具体如下： 
1.1 低碳理念认知不足 
管理层重视不够。部分市政工程施工企业的管

理层对低碳经济的认识仅停留在表面，没有真正将

低碳理念融入到企业的发展战略和施工管理中。他

们更关注工程的进度、质量和成本，而忽视了施工

过程中的碳排放问题。 
施工人员意识淡薄。一线施工人员普遍缺乏低

碳经济方面的知识和培训，对低碳施工的重要性和

具体要求缺乏了解。在实际操作中，他们往往按照

传统的施工习惯进行作业，不注重节能降耗和环境

保护。 
1.2 施工技术与工艺落后 
传统施工设备能耗高。市政工程施工中，许多

施工企业仍然使用老旧、高能耗的施工设备。这些

设备的能源利用效率低，在运行过程中消耗大量的

燃油、电力等能源，同时排放大量的温室气体。由于

设备更新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一些小型施工企业为

了降低成本，不愿意更换新型节能设备，导致高能

耗设备在市政工程施工中仍然广泛存在。 
施工工艺缺乏低碳优化。部分市政工程施工工

艺较为传统，没有充分考虑低碳要求。例如，在土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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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中，不合理的开挖顺序和运输方式可能导致土

方的多次搬运和堆放，不仅增加了能源消耗，还可

能造成扬尘污染。在混凝土施工中，传统的浇筑和

养护工艺可能会导致水泥用量过多，从而增加碳排

放。一些施工企业缺乏对施工工艺进行低碳优化的

技术能力和创新意识，没有积极探索和采用新的低

碳施工技术和工艺。 
1.3 材料管理存在缺陷 
低碳材料选用不足。在市政工程建设中，部分

施工企业为了追求低成本，往往优先选择价格低廉

的传统建筑材料，而忽视了材料的低碳性能。例如，

在道路工程中，一些企业仍然大量使用普通水泥混

凝土，而不选用具有低碳环保特性的再生骨料混凝

土或高性能混凝土。对低碳材料的性能和应用技术

缺乏了解，也是导致低碳材料选用不足的原因之一。 
材料浪费现象严重。材料采购计划不合理，导

致材料积压或短缺。一些施工企业在采购材料时，

没有准确核算工程所需材料的数量，盲目采购，造

成材料积压，不仅占用了大量资金，还可能导致材

料过期变质，造成浪费。在施工过程中，由于施工人

员操作不规范、管理不到位等原因，材料浪费现象

较为普遍。 
1.4 缺乏有效的监管与评价体系 
监管机制不完善。目前，市政工程施工管理中

的低碳监管机制还不够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

规范对施工过程中的碳排放控制要求不够具体和明

确，导致监管部门在执法过程中缺乏有力的依据。

监管部门对市政工程施工的监管重点主要放在工程

质量和安全方面，对低碳施工的监管力度相对较弱。 
缺乏科学的评价体系。目前，还没有一套科学、

完善的市政工程低碳施工评价体系，无法对施工企

业的低碳施工水平进行准确评价。现有的评价指标

主要侧重于工程质量、进度和成本等方面，对碳排

放等环境指标的考虑较少。 
2 低碳经济视角下市政工程施工管理策略 
2.1 规划与设计阶段的管理策略 
2.1.1 优化项目选址与布局 
考虑地理与资源因素[2] 。在项目选址时，充分考

虑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条件。例如，选择靠近公共

交通枢纽的地点，方便施工人员和材料的运输，减

少运输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如果是建设污

水处理厂等市政设施，应选址在靠近污水排放源且

地势较低的区域，利用重力流减少污水提升的能耗。 
合理规划空间布局。对市政工程项目的空间布

局进行科学规划，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比如，在城市

道路规划中，合理设置车道宽度和数量，避免过度

拓宽道路造成土地资源浪费和建设成本增加。同时，

考虑设置自行车道和步行道，鼓励绿色出行，减少

机动车尾气排放。 
2.1.2 采用低碳设计理念 
引入节能技术与设备[3]。在设计阶段，积极引入

节能技术和设备。例如，在城市照明系统设计中，采

用智能照明控制系统，根据不同时间段和光照强度

自动调节路灯亮度，降低能源消耗。又如，在建筑物

设计中，优化建筑朝向和体型系数，提高自然采光

和通风效果，减少对空调和照明设备的依赖。 
推广可再生能源利用。鼓励在市政工程中使用

可再生能源。例如，在城市公园或广场的建设中，设

置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为照明、监控等设备提供

电力。在污水处理厂中，利用沼气发电技术，将污水

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沼气转化为电能，实现能源的循

环利用。 
2.2 施工过程中的管理策略 
2.2.1 加强施工能源管理 
制定能源消耗计划。在施工前，根据工程规模

和施工进度制定详细的能源消耗计划，明确各施工

阶段和施工设备的能源消耗指标，并将其分解到各

个施工班组和责任人。例如，规定混凝土搅拌机每

天的用电限额，通过计量和监控确保能源消耗不超

过计划指标。 
推广节能施工设备。选用节能型施工设备，淘

汰高能耗、低效率的老旧设备。例如，采用新型的电

动装载机和挖掘机，相比传统的燃油设备，可显著

降低能源消耗和尾气排放。同时，对施工设备进行

定期维护和保养，确保其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提

高能源利用效率。 
2.2.2 控制施工废弃物排放 
减少废弃物产生。在施工过程中，通过优化施

工工艺和材料管理，减少施工废弃物的产生。例如，

采用精准的材料计量和配料系统，避免混凝土、砂

浆等材料的浪费。推广装配式建筑技术，减少现场

切割、焊接等作业产生的建筑垃圾。 



叶文娟                                                              低碳经济视角下的市政工程施工管理策略研究 

- 120 - 

分类处理与回收利用。对施工废弃物进行分类

收集、处理和回收利用。例如，将建筑垃圾中的木

材、钢材、混凝土块等进行分类回收，木材可加工成

木模板再次使用，钢材可进行熔炼再生，混凝土块

可破碎后作为再生骨料用于道路基层等。 
2.2.3 加强施工用水管理 
采用节水施工工艺[4]。推广节水型施工工艺，减

少施工用水消耗。例如，在混凝土养护过程中，采用

覆盖保湿养护或喷洒养护剂的方式，代替传统的大

水漫灌养护，可节约大量的水资源。在施工现场设

置雨水收集设施，收集雨水用于场地冲洗、车辆清

洗等非饮用水用途。    
建立水循环利用系统[5]。建立施工现场的水循

环利用系统，对施工废水进行处理和回用。例如，将

混凝土搅拌站的废水经过沉淀、过滤等处理后，回

用于混凝土搅拌和场地降尘。对生活污水进行处理

后，用于绿化灌溉等。 
2.3 后期运营与维护阶段的管理策略 
2.3.1 优化运营管理模式 
引入智能化管理系统[6]。在市政工程设施的运

营管理中，引入智能化管理系统，实现对设施运行

状态的实时监测和远程控制。例如，通过智能水表、

电表等计量设备，实时监测用水、用电情况，及时发

现和处理异常情况。利用物联网技术，对城市排水

管网、桥梁等设施进行实时监测，提前预警和处置

潜在的安全隐患。 
提高运营人员的低碳意识。加强对运营人员的

培训，提高其低碳意识和专业技能。例如，组织运营

人员参加低碳经济相关的培训课程，使其了解低碳

运营的重要性和具体措施。制定合理的绩效考核制

度，将低碳运营指标纳入考核体系，激励运营人员

积极参与低碳管理工作。 
2.3.2 定期进行设施维护与升级 
及时修复和更换损坏设施[7]。定期对市政工程

设施进行巡查和维护，及时发现和修复损坏的设施，

避免因设施损坏导致能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例如，

及时更换损坏的路灯灯泡，修复漏水的供水管道等。 
推动设施的低碳升级改造。随着技术的不断进

步，适时对市政工程设施进行低碳升级改造。例如，

将传统的燃油公交车逐步更换为新能源公交车，对

污水处理厂的处理工艺进行升级改造，提高污水处

理效率，降低能源消耗和碳排放。 
2.4 政策支持与监督管理策略 
2.4.1 完善相关政策法规 
制定低碳施工标准。政府部门应制定和完善市

政工程低碳施工的相关标准和规范，明确低碳施工

的技术要求、能源消耗指标、废弃物排放限值等[8]。

例如，规定新建市政建筑的节能标准和可再生能源

利用比例，强制要求施工企业采用节能灯具、节水

器具等。 
出台激励政策。出台鼓励市政工程低碳发展的

激励政策，如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例如，对采用

可再生能源的市政工程项目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

对符合低碳标准的施工企业给予税收减免等优惠政

策，引导企业积极参与低碳施工。 
2.4.2 加强监督与执法力度 
建立监督管理机制。建立健全市政工程低碳施

工的监督管理机制，加强对施工过程的监督检查。

例如，成立专门的低碳施工监督小组，定期对施工

现场的能源消耗、废弃物排放、水资源利用等情况

进行检查和监测。 
严格执法处罚。对违反低碳施工相关规定的行

为，依法进行严肃处理。例如，对未按照规定采用节

能设备、超标排放废弃物的施工企业，责令限期整

改，并给予相应的经济处罚，情节严重的，吊销其施

工资质，确保低碳施工管理策略的有效实施。 
3 案例分析 
3.1 工程概况 
该城市的一条主要道路由于使用年限较长，路

面破损严重，交通拥堵问题突出，同时原有的照明

和排水系统也存在能源消耗高、排水不畅等问题。

为改善道路状况，提升城市形象，决定对该道路进

行改造。 
3.2 低碳管理策略及实施措施 
3.2.1 规划与设计阶段 
优化设计方案：设计团队对道路的交通流量进

行了详细分析，合理调整了车道布局，增加了自行

车道和步行道的宽度，鼓励市民绿色出行。同时，采

用了新型的透水路面材料，提高雨水渗透能力，减

少地表径流，降低城市内涝风险。 
引入节能照明系统：选用了高效节能的 LED 路

灯，相比传统路灯，能耗降低了约 60%。并配备了



叶文娟                                                              低碳经济视角下的市政工程施工管理策略研究 

- 121 - 

智能照明控制系统，根据不同时间段和光照强度自

动调节路灯亮度，进一步节约能源。 
3.2.2 施工过程阶段 
施工设备管理：选用了电动装载机、挖掘机等

节能型施工设备，减少了燃油消耗和尾气排放。同

时，对施工设备进行定期维护和保养，确保其处于

最佳运行状态。 
废弃物处理：在施工现场设置了垃圾分类收集

点，对建筑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可回收的材料如钢

材、木材等进行回收再利用，不可回收的废弃物则

运至指定的垃圾处理场进行处理。 
3.2.3 运营与维护阶段 
智能监测系统：建立了道路设施智能监测系统，

实时监测路灯、排水系统等设施的运行状态。一旦

发现故障，能够及时通知维修人员进行处理，提高

了设施的运行效率，降低了能源消耗。 
3.3 效果分析 
通过实施低碳管理策略，该道路改造工程取得

了显著的成效。道路通行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自

行车和步行出行比例有所增加。节能照明系统的应

用每年可节约用电约 10 万度，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200 吨。透水路面的使用有效改善了城市内涝问题，

提高了城市的生态环境质量。 
4 结论 
在低碳经济视角下，市政工程施工管理需要不

断创新和改进。通过强化低碳意识、推广低碳施工

技术、加强材料管理和建立健全监管机制等策略，

可以有效降低市政工程施工过程中的碳排放量，实

现市政工程的低碳发展。同时，通过实际案例分析

表明，这些策略在实践中具有良好的应用效果，值

得在市政工程施工管理中广泛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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