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铜管项目
 

工程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
 

 

 

 

 

 

 

 

 

 

 

 

 

 

 

 

 

xxx 投资管理公司 

  



目录
 

第一章 工程项目环境管理 ............................................................................... 4
 

一、 绿色设计 ........................................................................................................ 4 

二、 绿色施工 ........................................................................................................ 7 

第二章 工程项目安全管理 ............................................................................. 12
 

一、 应急预案和事故处理 .................................................................................. 12 

第三章 项目简介 ............................................................................................ 16
 

一、 项目单位 ...................................................................................................... 16 

二、 项目建设地点 .............................................................................................. 16 

三、 建设规模 ...................................................................................................... 16 

四、 项目建设进度 .............................................................................................. 16 

五、 建设投资估算 .............................................................................................. 16 

六、 项目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 17 

第四章 ............................................................................................................ 19
 

一、 优势分析（S） ............................................................................................ 19 

二、 劣势分析（W） .......................................................................................... 21 

三、 机会分析（O） ........................................................................................... 21 

四、 威胁分析（T） ............................................................................................ 22 

第五章 ............................................................................................................ 26
 

一、 优势分析（S） ............................................................................................ 26 

二、 劣势分析（W） .......................................................................................... 28 



三、 机会分析（O） ........................................................................................... 28 

四、 威胁分析（T） ............................................................................................ 29 

第六章 ............................................................................................................ 33
 

一、 项目进度安排 .............................................................................................. 33 

二、 项目实施保障措施 ...................................................................................... 34 

第七章 ............................................................................................................ 35
 

一、 人力资源配置 .............................................................................................. 35 

二、 员工技能培训 .............................................................................................. 35 

 



第一章 工程项目环境管理 

一、绿色设计 

（一）绿色设计的含义
 

绿色设计也称为生态设计、环境设计等，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出

现的一股国际设计潮流。绿色设计是指针对工程项目的全生命周期，

充分考虑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以减轻环境污染或减少原材料、自然

资源的利用为目的，所使用的技术、工艺或产品的总称。绿色设计的

原则是“3R”原则，即 Reduce，Reuse，Recycle，减少环境污染、减

小能源消耗，产品和零部件的回收再生循环或者重新利用。绿色设计

的目的是要克服传统设计的不足，使所设计的产品满足绿色产品的要

求。
 

（二）绿色设计的内容
 

绿色设计的主要内容包括：绿色材料选择与管理；产品的可回收

性设计；产品的可拆卸性设计。
 

1.绿色材料选择与管理
 

在设计中应首选环境兼容性好的材料及零部件，避免选用有毒、

有害和辐射特性的材料。所用材料应易于再利用、回收、再制造或易



于降解提高资源利用率，实现可持续发展。另外，还要尽量减少材料

的种类，以便减少产品废弃后的回收成本。
 

2.产品的可回收性设计
 

可回收性设计是指在产品设计时要充分考虑到该产品报废后回收

和再利用的问题。综合考虑材料的回收可能性，回收价值的大小，回

收的处理方法等。
 

3.产品的可拆卸性设计
 

为了降低产品的装配和拆卸成本，设计师在满足功能要求和使用

要求的前提下，要使所设计的结构易于拆卸，维护方便，并在产品报

废后能够重新回收利用。
 

（三）绿色设计的方法
 

1.模块化设计
 

模块化设计是指在对一定范围内的不同功能或相同功能不同性能、

不同规格的产品进行功能分析的基础上，划分并设计出一系列功能模

块，通过模块的选择和组合可以构成不同的方案，从而满足不同的需

求。模块化设计的应用不仅可以提高质量、便于后期维护，同时还有

利于废弃后的拆解与回收。
 

2.循环设计
 



循环设计也称回收设计，即在进行设计时，充分考虑产品部件及

材料的可回收性，回收价值的大小，回收处理方法，回收处理结构工

艺等与回收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以达到资源和能源的充分有效利用，

是实现环境污染最小的一种设计思想和方法。
 

3.并行工程设计
 

并行工程是以集成、并行的方式进行设计，力求在设计阶段就考

虑生命周期的全过程的所有因素，包括质量、成本、进度计划和用户

要求等。要实施并行工程，首先需要设计人员组成绿色工作小组模式

进行分工合作，其次要进行相关信息和技术的集成，同时需要一定的

支撑环境，从而实现绿色设计。
 

（四）绿色设计的发展趋势
 

产品的组合设计、循环设计以及产品与服务的非物质化设计已成

为“绿色设计”的一种趋势，这样的设计能更好地体现节能与环保。

“绿色设计”的主题和发展趋势大致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使用天然的材料。以“未经加工”形式在家具产品、建筑材料

和织物中得到运用。直接使用天然材料在产品中的设计不但节省了能

源，而且缩短了生产环节，提高了生产效率，
 

2.强调使用材料的经济性。摒弃无用功能和纯装饰的样式，创造

形象生动的造型、回归经典的简洁。同时，在简洁中精心融入“高科



技”、“高情感”的因素。在使用产品时使人感受到时尚、亲近和温

暖。
 

3.多种用途的产品设计。可以使用增加乐趣的设计方法，避免因

厌烦而替换的需求。这种产品还能够升级更新，通过尽可能少地使用

其他材料来更新换代，以便达到实用且节能的目的。
 

4.利用回收材料的产品设计。我们不可以简单地认为采用可回收

材料的产品就一定是绿色产品，因为产品可回收性有可能加快产品废

弃速度；人们对可回收材料的外观认可程度也可能会对产品的销售产

生影响。
 

二、绿色施工 

（一）绿色施工的含义
 

施工过程是建筑全生命周期中的一个重要环节。2003 年，英国拉

夫堡大学、伦敦经济学院和斯坦福大学联合创建了 c—SanD 计划，即

关于可持续性施工体系的建立、维持和宣传工具、方法和艺术。其中

指出，绿色施工到目前为止做得还比较少，而且也需要更全面更深入

地掌握绿色施工知识。
 

绿色施工是指工程建设过程中，在保证质量、安全等基本要求的

前提下，通过科学管理和技术进步，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并减少对环



境负面影响的施工活动，从而实现节能、节地、节水、节材和环境保

护。
 

（二）绿色施工的原则
 

绿色施工是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工程施工中应用的主要体现，是绿

色施工技术的综合应用。绿色施工并不仅仅是在工程施工中实施封闭

施工，没有尘土飞扬，没有噪声扰民，工地四周裁花、种草，实施定

时洒水等这些内容，还包括了其他大量的内容。它同绿色设计一样，

涉及可持续发展的各个方面，如生态与环境保护、资源与能源的利用、

社会经济的发展等。绿色施工应遵循以下原则。
 

1.尊重基地环境，减少施工干扰
 

工程施工过程会严重扰乱场地环境，如场地平整、土方开挖、施

工降水、永久及临时设施在建和场地废物处理等均会对场地现场的动

植物资源、地形地貌和地下水位等造成影响，还会给场地内现存的文

物、地方特色资源等带来破坏，影响当地文脉的继承和发扬。因此，

施工中建设场地干扰、注重现场环境对于保护生态环境，维持地方文

脉具有重要的意义。
 

业主、设计单位和承包商应当识别施工场地内现有的自然、文化

和构筑物特征，并通过合理的设计、施工和管理将这些特征保存下来。

可持续的场地设计是减少这种干扰的有效措施。
 



2.注重环境品质，减少施工造成的环境污染
 

工程施工中产生的大量灰尘、噪音、有毒有害气体、废物等，不

仅会对环境品质造成严重的影响，也将有损于现场工作人员、使用者

以及公众的健康。因此，应尽量减少环境污染，提高环境品质。
 

3.结合气侯、气象条件，合理安排施工计划
 

承包商在选择施工方法、施工机械，安排施工顺序，布置施工场

地时应尽量结合项目所在地的气候特征。这不仅可以减少因为气候原

因而带来施工措施、资源和能源用量的增加，还可以减少施工成本和

因额外措施对施工现场及环境造成的干扰。
 

承包商要能做到施工结合气候、气象条件，首先要了解现场所在

地区的气象资料及特征，主要包括降雨、降雪资料，如全年降雨量、

降雪量、雨季起止日期、—日最大降雨量等；气温资料，如年平均气

温、最高、最低气温及持续时间等；风的资料，如风速、风向和风的

频率等。
 

4.关注工程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合理利用资源、能源
 

工程项目通常需要使用大量的材料和能源，而减少资源的消耗，

节约能源，保户水资源，提高效益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观点。因此，

在施工中应尽量做到节约利用水资源、电能，减少材料损害和其他资

源的节约利用。
 



（三）绿色施工的管理
 

绿色施工管理主要包括组织管理、规划管理、实施管理、评价管

理和人员安全与健康管理五个方面。
 

1.组织管理
 

（1）建立绿色施工管理体系，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与目标。
 

（2）项目经理为绿色施工第一责任人，负责绿色施工的组织实施

及目标实现，并指定绿色施工管理人员和监督人员。
 

2.规划管理
 

规划管理要求编制绿色施工方案，并应包括环境保护措施、节材

措施、节水措施、节能措施、节地与施工用地保护措施等。
 

3.实施管理
 

（1）实现对施工全过程的动态管理，加强对各个阶段的管理和监

督。（2）有针对性地宣传绿色施工，营造良好的氛围。
 

4.评价管理
 

（1）对照指标体系，结合工程特点，对绿色施工采用的新技术、

新设备、新材料与新工艺和实施后的效果进行自评估。
 

（2）成立专家评估小组，对施工方案、实施过程直至项目竣工，

进行综合评估
 

5.人员安全与健康管理
 



（1）制定施工防尘、防毒、防辐射等职业危害的措施，保障施工

人员的长期职业健康
 

（2）合理布置施工场地，保护生活及办公区不受施工活动的有害

影响。建立卫生急救、保健防疫制度，在安全事故和疾病疫情出现时

提供及时救助。
 

（3）提供卫生、健康的工作与生活环境，加强对施工人员的住宿、

膳食、饮用水等生活环境卫生等进行管理，明显改善施工人员的生活

条件。
 



第二章 工程项目安全管理 

一、应急预案和事故处理 

（一）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编制
 

应急预案是对特定的潜在事件和紧急情况发生时所采取措施的计

划安排，是应急响应的行动指南。编制应急预案的目的，是防止一旦

紧急情况发生时出现混乱，按照合理的响应流程采取适当的救援措施，

预防和减少可能随之引发职业健康安全和环境影响。应急预案的编制

应当遵循以人为本、依法依规、符合实际、注重实效的原则，以应急

处置为核心，明确应急职责、规范应急程序、细化保障措施。
 

应急预案应形成体系，针对各级各类可能发生的事故和所有危险

源制订综合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并明确事前、

事发、事中、事后的各个过程中相关部门和有关人员的职责。
 

（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评审、公布和备案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负责组织有关专家对本部门编制

的部门应急预案进行审定；必要时，可以召开听证会，听取社会有关

方面的意见。应急预案的评审或者论证应当注重基本要素的完整性、

组织体系的合理性、应急处置程序和措施的针对性、应急保障措施的

可行性、应急预案的衔接性等内容。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将评审或论证后的应急预案签署公布，

并及时发放到本单位有关部门、岗位和相关应急救援队伍。事故风险

可能影响周边其他单位、人员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将有关事故风险

的性质、影响范围和应急防范措施告知周边的其他单位和人员。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在应急预案公布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按照分

级属地原则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备案，并依法向社会公布。
 

（三）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实施
 

为了提高从业人员和社会公众的安全意识与应急处置技能，各级

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各类生产经营单位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应

急预案的宣传教育，普及生产安全事故避险、自救和互救知识。各级

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应当将本部门应急预案的培训纳入安全生产培

训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内重点生产经营单位的应急预案

培训工作。生产经营单位应当组织开展本单位的应急预案、应急知识、

自救互救和避险逃生技能的培训活动，使有关人员了解应急预案内容，

熟悉应急职责、应急处置程序和措施；应急培训的时间、地点、内容、

师资、参加人员和考核结果等情况应当如实记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教

育和培训档案。
 



为提高本部门、本地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各级人民政

府应急管理部门应当至少每两年组织一次应急预案演练。生产经营单

位应当制定本单位的应急预案演练计划，根据本单位的事故风险特点，

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综合应急预案演练或者专项应急预案演练，每半年

至少组织一次现场处置方案演练。应急预案演练结束后，应急预案演

练组织单位应当对应急预案演练效果进行评估，撰写应急预案演练评

估报告，分析存在的问题，并对应急预案提出修订意见。
 

生产经营单位发生事故时，应当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组织有

关力量进行救援，并按照规定将事故信息及应急响应启动情况报告应

急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生产安全事故

应急处置和应急救援结束后，事故发生单位应当对应急预案实施情况

进行总结评估。
 

（四）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监督管理
 

各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负责将生产经营

单位应急预案工作纳入年度监督检查计划，明确检查的重点内容和标

准，并按照计划开展执法检查。同时每年对应急预案的监督管理工作

情况进行总结，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对于在应急预案

管理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人员，应急管理部门、生产经营单

位可以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三章 项目简介 

一、项目单位 

项目单位：xxx 投资管理公司
 

二、项目建设地点 

本期项目选址位于 xx（以最终选址方案为准），占地面积约

41.00 亩。项目拟定建设区域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规划电力、给

排水、通讯等公用设施条件完备，非常适宜本期项目建设。
 

三、建设规模 

该项目总占地面积 27333.00 ㎡（折合约 41.00 亩），预计场区规

划总建筑面积 51760.55 ㎡。其中：主体工程 31713.13 ㎡，仓储工程

9053.79 ㎡，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 5716.99 ㎡，公共工程 5276.64

㎡。
 

四、项目建设进度 

结合该项目建设的实际工作情况，xxx 投资管理公司将项目工程的

建设周期确定为 24 个月，其工作内容包括：项目前期准备、工程勘察

与设计、土建工程施工、设备采购、设备安装调试、试车投产等。
 

五、建设投资估算 

（一）项目总投资构成分析
 



本期项目总投资包括建设投资、建设期利息和流动资金。根据谨

慎财务估算，项目总投资 17522.60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14082.58

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80.37%；建设期利息 304.56 万元，占项目总投

资的 1.74%；流动资金 3135.46 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17.89%。
 

（二）建设投资构成
 

本期项目建设投资 14082.58 万元，包括工程费用、工程建设其他

费用和预备费，其中：工程费用 12168.77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527.24 万元，预备费 386.57 万元。
 

六、项目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一）财务效益分析
 

根据谨慎财务测算，项目达产后每年营业收入 30000.00 万元，综

合总成本费用 23037.57 万元，纳税总额 3261.33 万元，净利润

5096.26 万元，财务内部收益率 22.03%，财务净现值 8179.96 万元，

全部投资回收期 5.80 年。
 

（二）主要数据及技术指标表
 

 

主要经济指标一览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指标 备注 

1 占地面积 ㎡ 27333.00 约 41.00 亩 

1.1 总建筑面积 ㎡ 51760.55 容积率 1.89 



1.2 基底面积 ㎡ 17766.45 建筑系数 65.00% 

1.3 投资强度 万元/亩 336.00  

2 总投资 万元 17522.60  

2.1 建设投资 万元 14082.58  

2.1.1 工程费用 万元 12168.77  

2.1.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万元 1527.24  

2.1.3 预备费 万元 386.57  

2.2 建设期利息 万元 304.56  

2.3 流动资金 万元 3135.46  

3 资金筹措 万元 17522.60  

3.1 自筹资金 万元 11307.14  

3.2 银行贷款 万元 6215.46  

4 营业收入 万元 30000.00 正常运营年份 

5 总成本费用 万元 23037.57 "" 

6 利润总额 万元 6795.02 "" 

7 净利润 万元 5096.26 "" 

8 所得税 万元 1698.76 "" 

9 增值税 万元 1395.16 "" 

10 税金及附加 万元 167.41 "" 

11 纳税总额 万元 3261.33 "" 

12 工业增加值 万元 11036.03 "" 

13 盈亏平衡点 万元 10288.84 产值 

14 回收期 年 5.80 含建设期 24 个月 

15 财务内部收益率  22.03% 所得税后 

16 财务净现值 万元 8179.96 所得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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