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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green enterprise culture is the necessary way for building enterprises to realiz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 their comprehensive competitiveness. This paper selects the 
enterprise green cultur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rom the three perspectives of spiritual culture, 
institutional culture and material culture, and using AHP to determine the weight of the index sys-
tem. Based on the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to establish green building enterprise 
culture evaluation model, this paper takes the SM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Co., Ltd as an example to 
use the model. Finally, respectively from the aspects of spirit, system and material, it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to promote green building enterprise culture. The paper aim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building enterprises through enterprise culture, and then to achieve the 
goa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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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绿色企业文化建设是建筑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提高综合竞争力的必要途径。本文从精神文化、制度文

化和物质文化三个角度选取了企业绿色文化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层次分析法来确定指标体系的权重，

依据模糊综合评价的方法建立建筑企业绿色文化评价模型，并以SM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为例进行模型运用，

最后再分别从精神、制度和物质三个方面提出建筑企业提升绿色企业文化的对策建议。文章旨在通过企

业文化带动绿色建筑企业发展，进而带动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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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众所周知，我国建筑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和决定性作用。但建

筑业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生态破坏等严峻问题。随着环境、资源、

生态等问题的日益突出，建筑企业的文化建设对于建筑企业的作用也日益体现。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实现企业、社会、环境三者之间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宗旨的绿色企业文化是建筑施工企业的必然选择和

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1]。 
综上所述，建筑企业拥有绿色企业文化对企业自身而言，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对于社会

发展而言，是实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发展目标。鉴于此，本研究通过对建筑企业绿色企业

文化的详细阐述，构建建筑企业绿色文化的评价模型，并以 SM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作为案例应用该评价

模型进行研究，以揭示建筑企业在绿色企业文化建设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实现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环境效益的和谐统一。 

2. 绿色企业文化的科学内涵 

2.1. 绿色企业文化的含义 

对于绿色企业文化的理解，首先需要从绿色文化的角度解释。在视觉上，绿色代表着我们所看到的

一种颜色，是回归自然的颜色；而在文化中，绿色代表着一种精神，是企业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凝结的一

种氛围，一种价值观念。所谓绿色企业文化，就是在企业文化建设中以绿色文化为企业经营的指导思想．以

发展绿色生产为基础，以满足员工和消费者的绿色需求为目标，以开展绿色经营为实现方式．从而实现

员工、企业和社会和谐共处的可持续发展的企业文化[2]。 

2.2. 绿色企业文化的特征 

1) 树立绿色价值观 
在走绿色低碳循环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上，绿色价值观是对传统经济发展价值偏好的深刻革命，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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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的基础，也是关键。企业文化建设，必须牢固树立绿色价值观，遵循“减量化、

再利用、资源化”的循环经济原则，以绿色经营理念促进经营者及员工在生产过程中生态与社会共同发

展的践行力。 
2) 重塑竞争机制 
目前全球性的问题正是环境问题。基于全球环境问题出发，绿色企业文化的建设使各企业之间除了

竞争关系之外，也形成一种战略联盟状态，实现企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互利双赢。 
3) 重视消费者的全面性 
随着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越来越高，伴随而来的便是对绿色、健康、无污染等要求的提升。绿色

企业文化正是满足人们需求的前提之一。绿色企业文化在绿色生产、绿色经营中，一方面发现客户需求、

满足客户需求，另一方面在不合理需求中以绿色价值观来避免不合理生产或资源的浪费。 
4) 强调企业对环境和社会的责任 
在企业绿色文化的建设过程中，环境和社会责任始终与企业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社会是企业的依

托，企业是社会的细胞[3]。所以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更要维护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企业承担

环境与社会责任也是企业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企业利益与环境、社会三者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协调。 
5) 强调塑造绿色企业 
良好的企业形象是企业提升竞争优势的无形资产[4]，绿色企业形象是高素质企业形象的象征，其经

营理念与行为等是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统一的具体体现。不同的企业有各自的特点，

在塑造企业形象方面不可以人云亦云，打造出属于本企业独有的形象。 

3. 建筑企业绿色文化建设评价模型 

3.1. 建筑企业绿色文化建设评价指标体系 

建筑企业绿色文化建设贯穿于企业经营管理的全过程中，是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念并以

此约束自身行为的准则。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本着科学性、全面性、实用性和可比性原则，本研究从社

会、经济和环境三重效益的角度出发，对建筑企业绿色文化的评价从企业精神文化、企业制度文化、企

业物质文化三个方面进行识别。建筑企业绿色文化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1。 

3.2. 评价指标体系权重的计算 

设 Vi 对 V 的权重表示为 { }1 2 3, ,iW W W W= ，Vij 对 Vi 的权重表示为 { }1 2 3, , , ,it i i i itW W W W W=  ，。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由相关专家(包括企业经理人员2人、相关研究学者8人)进行打分评价。

采用 1~9 标度法(见表 2)对各级指标进行两两比较，构造判断矩阵。 
(1) 一级指标比较矩阵如表 3 所示。 
计算出特征矢量 ( )0.4126,0.2599,0.3275W = ， max 3.0536λ = ，一致性比例 0.0516 0.1CR = < ，通过一

致性检验。 
(2) 二级指标层主观权重的计算(表 4)。 

计算出特征矢量 ( )1 0.4100,0.2693,0.2119,0.1088W = ， max 4.1431λ = ，一致性比例 0.0536 0.1CR = < ，

通过一致性检验(表 5)。 
计算出特征向量 ( )2 0.6667,0.3333W = ， max 2λ = ，一致性比例 0 0.1CR = < ，通过一致性检验(表 6)。 
计算出特征向量 ( )3 0.4,0.4,0.2W = ， max 3λ = ，一致性比例 0 0.1CR = < ，通过一致性检验。 
(3) 三级指标层主观权重的计算(表 7)。 
计算出特征向量 ( )11 0.4,0.4,0.2W = ， max 3λ = ，一致性比例 0 0.1CR = < ，通过一致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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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green culture in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表 1. 建筑企业绿色文化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建筑企业绿色文化评价 V 

精神文化 V1 

绿色企业精神 V11 

企业员工彼此共鸣的绿色思想境界 V111 

对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选择 V112 

对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V113 

绿色价值观 V12 

企业的绿色信念 V121 

员工的绿色认同度 V122 

企业现有价值观的绿色性 V123 

绿色哲学 V13 

企业绿色发展观念 V131 

企业效率观念 V132 

企业生存观念 V133 

经营观念 V14 
绿色方针明确程度 V141 

绿色经营 V142 

制度文化 V2 

绿色管理制度 V21 

企业环保规章制度完善性 V211 

企业环保规章制度执行力 V212 

绿色职能部门工作作风 V213 

组织机构 V22 

组织机构合理度 V221 

组织内信息透明化程度 V222 

组织整体运行效率 V223 

物质文化 V3 

绿色建筑 V31 

绿色材料的使用比例 V311 

绿色设计的应用程度 V312 

绿色施工程度 V313 

绿色环境 V32 
环保设备、设施的健全程度 V321 

建筑区域“三废”及噪音的处理程度 V322 

绿色企业形象 V33 
企业绿色文化的社会效益 V331 

企业绿色标识的完善性 V332 

 
Table 2. The meaning of 1 - 9 scale in comparison matrix 
表 2. 比较矩阵中 1~9 标度的含义 

尺度 含义 

1 第 i 个因素与第 j 个因素的影响相同 

3 第 i 个因素比第 j 个因素的影响稍强 

5 第 i 个因素比第 j 个因素的影响强 

7 第 i 个因素比第 j 个因素的影响明显强 

9 第 i 个因素比第 j 个因素的影响绝对地强 

2，4，6，8 表示第 i 个因素相对于第 j 个因素的影响介于上述两个相邻等级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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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V comparison matrix for Vi 
表 3. V 对 Vi的比较矩阵 

建筑企业绿色文化 V 精神文化 V1 制度文化 V2 物质文化 V3 

精神文化 V1 1 2 1 

制度文化 V2 1/2 1 1 

物质文化 V3 1 1 1 

 
Table 4. V1 comparison matrix for V1j 
表 4. V1对 V1j的比较矩阵 

精神文化 V1 V11 V12 V13 V14 

V11 1 2 2 3 

V12 1/2 1 2 2 

V13 1/2 1/2 1 3 

V14 1/3 1/2 1/3 1 

 
Table 5. V2 comparison matrix for V2j 
表 5. V2对 V2j的比较矩阵 

制度文化 V2 V21 V22 

V21 1 2 

V22 1/2 1 

 
Table 6. V3 comparison matrix for V3j 
表 6. V3对 V3j的比较矩阵 

物质文化 V3 V31 V32 V33 

V31 1 1 2 

V32 1 1 2 

V33 1/2 1/2 1 

 
Table 7. V11 comparison matrix for V11t 
表 7. V11对 V11t 的比较矩阵 

绿色企业精神V11 V111 V112 V113 

V111 1 1 2 

V112 1 1 2 

V113 1/2 1/2 1 

 

同理可得： 

( )12 0.1692,0.3874,0.4434W = ， max 3.0183λ = ，一致性比例 0.0176 0.1CR = < ，通过一致性检验。 

( )13 0.2402,0.2098,0.5499W = ， max 3.0183λ = ，一致性比例 0.0176 0.1CR = < ，通过一致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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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0.6667,0.3333W = ， max 2λ = ，一致性比例 0 0.1CR = < ，通过一致性检验。 

( )21 0.25,0.5,0.25W = ， max 3λ = ，一致性比例 0 0.1CR = < ，通过一致性检验。 

( )22 0.2970,0.5396,0.1634W = ， max 3.0092λ = ，一致性比例 0.0088 0.1CR = < ，通过一致性检验。 

( )31 0.1692,0.4434,0.3874W = ， max 3.0183λ = ，一致性比例 0.0176 0.1CR = < ，通过一致性检验。 

( )32 0.6667,0.3333W = ， max 2λ = ，一致性比例 0 0.1CR = < ，通过一致性检验。 

( )33 0.25,0.75W = ， max 2λ = ，一致性比例 0 0.1CR = < ，通过一致性检验。 

3.3. 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建立评价模型 

1) 确定测评指标的因素集 
将一级测评指标设置为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分别表示为 V1、V2、V3，将二级测评指标

设置为绿色企业精神、绿色价值观、绿色哲学、经营观念、绿色管理制度、组织机构、绿色建筑、绿色

环境、绿色企业形象分别表示为：V11、V12、V13、V14、V21、V22、V31、V32、V33。二级指标中包含的三

级指标用 ( )V 1, 2,3;1 4;1 3ijk i j k= < ≤ ≤ ≤ 表示。 

2) 评价指标判断集的建立 
建筑企业绿色文化评价判断集是对各个上述各评价指标的定性描述。本文采用如下评价集合

{ }1 2 3, , , , jU U U U U=  ，分别表示“优秀、良好、中等、较差、很差”。 

3) 确定隶属矩阵 R 
根据专家评分结果，将某一评价等级的数量占总调查数量的百分比作为指标在这一评价等级中的隶

属度，最终得到隶属矩阵 R，即 ( )1
m

ij ij ijj n m
R U U

= ×
= ∑ ，其中 n 代表每个因素集 iV 包含的因素个数；m 代

表判断等级的个数； ijU 表示评价因素集 iU 有 jU 个评语。 

如：
11 12 13 14 15

1 21 22 23 24 25

31 32 33 34 35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  
 
 

... 

4) 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集 
根据上文 3.2 的计算，已经求出各级指标相对于上一级指标的权重分别为： 

( )11 0.4,0.4,0.2W = ， ( )12 0.1692,0.3874,0.4434W =  

( )13 0.2402,0.2098,0.5499W = ， ( )14 0.6667,0.3333W =  

( )21 0.25,0.5,0.25W = ， ( )22 0.2970,0.5396,0.1634W =  

( )31 0.1692,0.4434,0.3874W = ， ( )32 0.6667,0.3333W =  

( )33 0.25,0.75W = ， ( )1 0.4100,0.2693,0.2119,0.1088W =  

( )2 0.6667,0.3333W = ， ( )3 0.4,0.4,0.2W =  

( )0.4126,0.2599,0.3275W =  

5) 建立各级模糊评价矩阵 
根据上述评价模型确定好的评价指标体系的隶属度和权重，由 ( )1,2,3i i iU W R i= = 得到各级指标的

模糊综合评判集合。然后将这一评价结果作为上一层次指标的判断矩阵，并根据上一层次因素的权重

进行模糊运算，最后得到上一层因素的模糊评价结果向量，按照以上方法，最后建立以精神文化、制

度文化和物质文化为元素，用 U1、U2、U3，构造它们的单因素评价矩阵，进行模糊运算，得到一级评价

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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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筑企业绿色文化建设评价应用举例 

4.1. SM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简介 

SM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7 年 8 月，具有房屋建筑总承包一级、市政公用工程总承包一级、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一级、土石方工程专业承包一级、公路工程总承包二级及装饰装修工程二级等资质。 
公司通过二十余年的企业经营与市场竞争，已打造出自己的企业品牌。企业的经营管理、施工管理、

经济效益不断上升。先后通过了 ISO9001:2000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2004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以

及 GB/T28001:2001 职业健康安全体系认证，并已连续多年被评为级资信企业。 

4.2. SM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绿色文化评价 

基于前文模糊综合评价的基本内容，对 SM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通过问卷调查

的方式得出本次评价的各指标层的隶属度函数。为确保数据的客观性，本问卷由该公司管理部门、生产

部门、环保部门以及对该企业进行研究的相关专家共同完成，共 10 份调查问卷，并全部回收。通过调查

问卷的最终整理，得到各指标层的隶属矩阵。 
(1) 根据问卷调查结构，构建绿色企业精神 V11 评价等级的隶属矩阵为： 

11

0.3 0.4 0.2 0.1 0
0.4 0.4 0.1 0.1 0
0.3 0.5 0.2 0 0

R
 
 =  
 
 

， 12

0.4 0.5 0.1 0 0
0.5 0.3 0.2 0 0
0.5 0.3 0.2 0 0

R
 
 =  
 
 

 

13

0.4 0.3 0.3 0 0
0.3 0.3 0.3 0.1 0
0.2 0.3 0.4 0 0

R
 
 =  
 
 

， 14

0.2 0.3 0.4 0.1 0
0.3 0.3 0.3 0.1 0

R  
=  
 

 

同理其他三级指标分别对应的二级指标的隶属矩阵分别为： 

21

0.2 0.4 0.3 0.1 0
0.3 0.4 0.2 0.1 0
0.1 0.4 0.5 0 0

R
 
 =  
 
 

， 22

0.5 0.3 0.2 0 0
0.4 0.4 0.2 0 0
0.3 0.3 0.3 0.1 0

R
 
 =  
 
 

 

31

0.4 0.4 0.2 0 0
0.4 0.3 0.3 0 0
0.5 0.3 0.2 0 0

R
 
 =  
 
 

， 32

0.4 0.4 0.2 0 0
0.3 0.3 0.3 0.1 0

R  
=  
 

 

33

0.4 0.3 0.3 0 0
0.3 0.4 0.2 0.1 0

R  
=  
 

 

(2) 根据前文计算方法的介绍，由 ( )1,2,3; 1,2,3,4ij ij ijU W R i j= = = 得到二级指标的模糊综合评判集
合 

( )

( )

11 11 11

0.3 0.4 0.2 0.1 0
0.4 0.4 0.2 0.4 0.4 0.1 0.1 0

0.3 0.5 0.2 0 0

0.34 0.42 0.16 0.08 0

U W R
 
 = =  
 
 

=

 

 

同理，所有的二级指标的评价矩阵如下： 

( )12 0.4387 0.3338 0.1831 0.0443 0U =  

( )13 0.2691 0.3000 0.3550 0.0760 0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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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0.2333 0.3000 0.3667 0.1000 0U =  

( )21 0.2250 0.4000 0.3000 0.0750 0U =  

( )22 0.4134 0.3540 0.2163 0.0163 0U =  

( )31 0.3944 0.3169 0.2443 0.0443 0U =  

( )32 0.3667 0.3667 0.2333 0.0333 0U =  

( )33 0.3250 0.3750 0.2250 0.0750 0U =  

(3) 把第二层权向量与第三层评判结果构成的评判矩阵进行模糊运算，得第二层的评价结果，如下： 

( )1 0.34 0.3583 0.23 0.0717 0U =  

( )2 0.2878 0.3847 0.2721 0.0554 0U =  

( )3 0.3694 0.3484 0.2360 0.046 0U =  

同理，得到一级评价矩阵 

( )

( )

0.34 0.3583 0.23 0.0717 0
0.4126 0.2599 0.3275 0.2878 0.3847 0.2721 0.0554 0

0.3694 0.3484 0.2360 0.046 0

0.3362 0.3619 0.2429 0.059 0

U W R
 
 = =  
 
 

=

 

 

(4) SM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绿色文化建设评价量化结果 
本文将结果转化为百分制，令 { }1 2 3, , , , jU U U U U=  ={优秀，良好，中等，较差，很差} = {100, 80, 60, 

40, 20}，表示得分在 80~100 为优秀、60~80 为良好、40~60 为中等、20~40 为较差、0~20 为很差。采用

加权平均法对上述结果进行量化，计算公式为： 

1

1

n
j jj

n
jj

b U
U

b
=

=

=
∑
∑总  

0.3362 100 0.3619 80 0.2429 60 0.059 40 79.51U = × + × + × + × =总
 

根据上述计算结果，SM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绿色文化评价的最终得分为 79.51 分，属于良好等级。 
现将 SM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绿色文化进行分解，逐级进行分析。从一级指标的模糊评价矩阵 R 中可

以得出，SM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企业精神文化得分 79.33，制度文化得分 78.10，物质文化得分 80.81。通

过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在精神文化方面，SM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有着先进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对可

持续发展以及资源利用方面较为重视；在制度文化方面，相比其余两项还有所欠缺，虽制定了环保规章

制度等相关管理制度，但其制度的执行力度以及其可实施性仍有待加强；在物质文化方面所体现的绿色

能力较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较为突出，在于 SM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绿色设计、绿色材料的使用，以及采

用先进高效的去“废”设备，使 SM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物质方面具有较强的优势。 

5. 建筑企业绿色文化建设提升策略 

5.1. 绿色精神文化建设 

在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现实背景下，作为能源消耗中占有较大比重的建筑消耗，也给环境带来

了惊人的负面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就要求建筑企业在追求利益的同时，更要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

益放在利益的制高点，在对待环境的态度上，做到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和场地，使不合理的建筑活动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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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至零。正如德国建筑大师考夫曼·泰里格所说，“没有一个建筑物能凌驾于自然之上，而是应该属

于这片自然”。 
一方面，企业管理者要站在企业可持续发展和对人类文明贡献的高度，有明确的绿色管理理念，在

工程建设的全过程中，始终以绿色发展、绿色经营等绿色价值观作为企业长远发展的行动指南；另一方

面，建立全体工作人员的共同绿色价值观，首先，将绿色观念、环保意识等注入到企业员工的深层意识

中，其次，积极鼓励员工，在绿色施工、绿色建筑、绿色消费等方面培养员工的自觉主动性。与此同时，

良好的绿色氛围也会在无形之中使企业的绿色精神文化得到更高的提升。 

5.2. 绿色制度文化建设 

制度是生产力，绿色制度的建立是建筑企业绿色文化建设的根本保证。首先建筑企业绿色制度的编

制是一项系统性、可操作性性强的工作，所以必须有一支具备一定环境科学、绿色管理的绿色职能部门，

这是绿色制度完善以及其强化绿色决策执行力的前提，这支队伍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各个

角度出发为企业的经营提出一定的绿色规划与绿色制度，并进行实时监督与评价。 
绿色制度包含的内容有很多，绿色设计、绿色采购、绿色营销、生产过程绿色质量认证制度、环保

规章制度等等，以可持续的眼光，始终保持全面协调，统筹发展的原则，在企业的各种规章制度中将绿

色充分的融入到其中，在绿色制度建立的同时，也要结合自身的发展情况，充分考虑企业自身所处的环

境状况，在绿色制度中体现本企业自身的特色。 
但制度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所以在绿色制度建立完毕后，要注重对建筑工人绿色思想的培养，提高

建筑工人的从业素质，不仅要以绿色制度规范自己，更要把绿色意识转变为习惯性行为。 

5.3. 绿色物质文化建设 

建筑企业需要在绿色建筑企业文化的引领下、制度的保证下，使社会公众能够具体感受到建筑企业

的绿色文化。首先，绿色建筑是重中之重。在严峻的市场竞争环境下，绿色建筑的市场占有率越高，便

更具备品牌优势。这就要求建筑企业在整个施工过程中，从可持续的角度进行施工管理，推动绿色施工

“四新”的应用，而不是仅仅是停留在表层。其次，在绿色建筑的基础上，企业要将绿色企业文化导入

企业形象(CI)识别系统，制定绿色 CI 战略。响应现有建筑业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ISO14001 国际质量

管理标准，导入 CI 系统，并注意对本企业绿色文化进行宣传，通过新闻、媒体等各种公关手段将本企业

的绿色呈现给公众，建筑周围的噪音和绿化程度等也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宣传。而且，公众的反馈更是企

业加快今后绿色文化建设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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