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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从业人员生态意识培育路径探析

孙小伟

山东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济南 250101

摘 要: 在全球生态危机的背景下，公民的生态意识问题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建筑业与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并且具有庞
大的从业人数，建筑从业人员的生态意识情况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当前建筑从业人员的生态意识整体薄弱，进行生态教育、组织
行业培训、加强政府监管与宣传、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是建筑从业人员生态意识培育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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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与自然之间是密不可分的，人是自然
界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体现了
尊重自然，善待自然与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伦理观。在全球生
态问题威胁人类生存的背景下，中共十九大更是把生态文明建
设摆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建筑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是我
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生产部门之一。随着经济发展，建筑业与生
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根据住建部和中国建筑业
协会发布的 2016 年建筑业发展统计分析，我们可以发现 2016
年全国有施工活动的建筑业企业 83017 个，建筑业从业人数
5185． 24 万人，全国建筑业从业人数超过百万的地区就有 18
个。因此，数量庞大的建筑从业人员是否具有较高的生态意
识，对我国的生态建设甚至是全球环境治理都具有重要影响。

一、建筑从业人员生态意识培育的必要性
建筑自产生以来，就与其周围的生态环境有密切相关。伴

随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建筑行
业也在飞速的发展。在促进了城市的建设与发展，拉动国民经
济增长的同时，建筑业也导致了空气污染、噪声污染和污染等
环境污染问题，对人们的生活造成了重要的影响。

在我国环保部门公布的资料中可以发现，建筑行业已经成
为城市的主要污染源之一。建筑业造成环境污染的原因是多
样的，而建筑从业人员的生态意识问题是其中极其重要的一个
方面。我国从十七大开始对生态保护问题给予高度的重视，制
定了众多与生态环境相关的法律法规，政府加大环保宣传力
度，但更多的人为因素成为建筑行业造成环境破坏的重要原
因，许多建筑工程项目的从业人员仍存在生态意识淡薄的问
题，很多项目并没有严格地按照规定实施。

二、建筑从业人员生态意识存在的问题
我国建筑行业的岗位种类较多，涵盖与建筑生产相关的所

有内容，从业人员的资格类别可分为管理岗和技术工种 2 类。
管理岗位包括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施工管理员、材料
员、建筑工程安全监督员等 18 种。技术工种包括架线工、木
工、石工等 44 种。

从管理层的从业人员看，一方面个别开发商和企业负责人
生态意识薄弱，单纯追求经济利益，忽视建筑施工对周围的环
境和居民生命安全的影响，擅自降低工程标准，投机取巧逃避
法律上的责任，导致了建筑工程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严重。另一
方面，许多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对生态方面的知识所知甚
少，在制定的管理机制和质量管理上缺乏对生态环境保护方面
的规定内容，在进行建筑规划和设计的过程中没有绿色理念，
缺乏绿色技术，绿色材料，生态工艺的引入和应用。

从技术工种的作业层人员来看，在我国的建筑活动中，一
线的作业人员占整体从业人数的比例较高，他们主要是农民工
群体，整体学历知识水平较低，部分人积累的经验之后或许成
为了管理人员，但只凭经验来管理和施工，没有生态意识。在
建筑施工的过程中，他们只按照图纸进行施工，在进行项目管
理时也只以质量、进度和成本控制作为主要内容来制定施工方
案和方法，忽略建筑施工过程是否会对周围的生态环境造成负
面影响。并且基于建筑行业一线作业人员工作任务重和工作

之余的时间较少等特点，他们也无法进行长周期、系统性的专
业培训。

三、建筑从业人员生态意识的培育途径
( 一) 加强生态教育
我们要从学校教育时期就培养好将来的建筑类从业人员，

夯实生态意识基础，提高生态文化水平。一方面改进人才培养
方案，增加生态课程和课时，优化教学方法，提高他们绿色、环
保、节能、可以循环利用的等绿色建筑的理念。在高等院校的
课程教育中，把生态教育设置成一门必修的公共课，在专业教
育的课程中注重提高学生研发绿色材料和生态型生产工艺技
术的意识和能力。另一方面学校应聘请生态领域的专家对教
师进行专业培训，夯实教师的生态理论基础，要不断地学习更
新知识结构，提高生态知识水平，以保证教学效果。

( 二) 组织生态知识行业培训
培训对于提高建筑从业人员，特别是对于学历水平较低的

一线施工群体的生态意识具有重要作用，但与其他行业相比，
建筑行业具有较强的不稳定性，工作地点的不固定性导致了从
业人员的流动性很大，致使组织常规培训的难度比其他行业要
高。针对这种情况，在无法进行统一培训的情况下，可以分单
位分层级分小组地进行单独的培训。由行业协会结合具体情
况制定合适的培训材料，每个单位根据各单位存在的问题以及
培训对象的不同，调整针对不同层级培训对新的培训内容并选
择适当的培训方法。

( 三) 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加强法律约束
培养和提高公民的生态法律意识，传播生态法律知识，对

提高生态意识具有重要意义。我国与建筑相关的法律法对保
护生态环境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现行的
法律法规仍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在环境保护法中的环境保护
监督管理制度方面，对分管和统管的职能权限和具体的内容规
定不明确，当出现建筑施工影响环境问题时，易发生各个部门
推卸责任，不能及时解决问题的现象。应加强地方的监管力
度，将监管工作进行适当的下放，提高地方的应急处理能力。
同时，还应注重人民群众对环境破坏行为监督举报权利发挥的
作用，对周围生态环境造成损害的施工行为进行及时制止和处
罚，提高法律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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