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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生命周期评价及其在环境管理中的应用
顾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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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生态环境问题逐步成为各地市进一步发展社会经济过程中必须引起重视
的关键课题。生命周期评价的现实价值引起了很多地市的关注，原因在于生命周期评价可以为环境管理工作指明方向，也可
以间接保障环境管理工作的有效性。为此，我们首先需要更加深入地把握生命周期评价相关理论的具体内涵，然后才可以基
于科学的技术架构，设计指导后续的生命周期评价实践应用过程，为环境管理工作质量的提升提供有力的方向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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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Life Cycle Assessment and Its Application i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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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as gradually become a key issue that 
must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in various cities. The practical value of life cycle assessment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many cities, because life cycle assessment can clearly point out the direction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indirectly guarantee the effective performance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Therefore, fi rstly, it is necessary to grasp the specifi c 
connotation of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life cycle assessment, and then it can guide the subsequent practical application process of life 
cycle assessment based on scientifi c technical architecture design, and provide strong directional support for the process of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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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社会公众物质生活水平大幅提升

的同时，国内各地市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类废弃物和

污染物数量与日俱增，已经远远超出自然生态环境实际的自我

修复能力，以至于各类生态环境污染问题越发常见，给生态环

境和社会公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恶劣影响。在生态环境污染

问题逐渐成为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进步的阻力之后，国家和各

地市对于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越发重视，环境管理工作

得到了更大的扶持力度。而环境管理工作受多方面影响要素的作

用，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难免出现各类问题，需要各地市结合当

地实情把控工作方向，在确保环境管理工作发挥支撑性作用的基

础上，进一步探索提升其工作质量的思路与方向。其间，生命周

期评价具备较为可观的现实价值，已经在部分地市的环境管理工

作中得到了一定应用。目前，各地市需要结合生命周期评价在当

地环境管理工作中的实际应用状况做出科学优化，确保生命周期

评价可以服务于环境管理工作的质量提升过程。

1　生命周期评价理论简述
为求在具体的环境管理工作实践中应用生命周期评价，我们

应当优先认识和把握其中的内涵，以便为后续的实践应用过程提

供理论参考。我们应当分别从生命周期评价的定义、价值以及发

展历程等角度出发，把握生命周期评价的各项基本内涵。

1.1　生命周期评价的定义
生命周期评价主要立足于指定产品、生产工艺乃至生产活

动，由生产至废弃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针对该产品、生产工艺

或生产活动给生态环境带来的负荷进行全流程评价，主要涉及原料

采集、加工生产、运输销售、使用养护以及回收循环等阶段[1]。具

体而言，生命周期评价的基准在于产品生产的能量变化、物质使用

状况以及释放至生态环境中的废弃物等，并通过废弃物分辨定量进

行具体评价。通过此类具体评价，可以为后续的产品生产改良优化

提供明确方向，同时可以减少污染物的产生并体现环境管理效果。

该理论对于生态系统健康、社会公众健康以及资源损耗量较为看

重，社会经济相关的内容基本不会纳入考量范畴。

1.2　生命周期评价的价值
在具体的环境管理工作实践中，生命周期评价已经成为优

质的管理工具之一，为提升环境管理的工作效率和工作效果提

供较为可观的必要性支撑。生命周期评价理论具备显著的系统

性优势，可以有效提升环境管理工作的工作质量。一方面，生

命周期评价不同于末端管理与过程管理，主张针对产品生产进

行全流程的跟进管理，从微观层面的各个细分环节出发，着重

实现生态环境污染问题的预防，而非在实际出现污染问题后再

行处理。另一方面，生命周期评价的最终目的在于减缓社会经

济活动对生态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使我们能够更加高效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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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社会经济活动，在保障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基础上，控制在

此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类生态环境污染问题。

1.3　生命周期评价的发展历程
生命周期评价最早出现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出自针

对饮料包装瓶进行评价的研究过程。该项研究的目的在于观察饮

料包装瓶由原料开采至最终作为废弃物循环处理各流程中的生态

环境影响，研究主要通过跟踪调查和定量分析的形式进行[2]。此

后，欧美部分国家科研机构及企业从中发现了研究价值，相继开

展类似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仍然集中于研究产品包

装的生态环境影响。在国际生态环境问题越发恶劣之后，生命周

期评价相关研究逐渐进入迅速发展期，全球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

增强推动了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形成，推动生命周期评价研究及应

用逐渐转向产品生产各方面可能产生的生态环境影响。

2　生命周期评价在环境管理中的技术架构设计
在实践应用生命周期评价创新现有的环境管理工作时，我

们应当优先从技术架构角度出发进行科学设计，以确保实践应

用的效率及效果，充分发挥生命周期评价可观的支撑性作用。

具体而言，应当从目标定义与范围界定、清单分析、生命周期

影响评价以及改善评价等角度出发，明确生命周期评价技术架

构的设计思路与方向。

2.1　目标定义与范围界定
在生命周期评价的实际应用过程中，最为关键的第一步在

于确定评价目标和评价范围，以便通过建立功能单位的形式保障

评价研究质量。在前期设计阶段明确评价前提和评价限制，以提

升评价结论的有效性和科学性。评价研究目标设定的过程，需要

包含评价研究原因、评价研究结论使用方向等要素。具体而言，

评价研究目标应当包含通过何种信息得出研究成果、评价研究的

深入程度以及评价研究结论形成后将会用于怎样的工作等。而评

价研究范围对于最终的研究深度及广度影响较大，应当基于评价

研究目标进行设定，同时在有必要时，应针对已设定目标做出一

定调整，以确保二者具备良好的匹配性。

2.2　清单分析
在生命周期评价的技术架构设计各环节中，清单分析的发

展较为突出，其旨在针对产品本身、产品生产工艺流程以及产

品生产活动等生命周期阶段进行分析，明确列出包含各阶段资

源能源使用状况以及生态环境污染物排放状况的清单，以便实

现对产品各方面生态环境影响的定量评价[3]。清单分析基于先

期设定的评价目标和评价范围进行，同时在产品由生产至处置

的全流程均有所体现，其需要针对各系统投入产出进行总括的

分析评价，以保障清单分析的完整性。在清单分析中，产品本

身、产品生产流程以及产品生产过程均需作为整体进行评价，

以确保分析的有效性。

2.3　生命周期影响评价
在实施生命周期评价的过程中，影响评价需要基于清单分

析所得结论，明确针对产品全流程中可能为生态环境带来负荷

的影响进行描述和评价，并需要视情况进行定量评价和定性评

价。具体而言，在进行生命周期影响评价时，应当有序依照影

响分类、特征化分析以及量化评价的顺序进行，以保障最终所

得评价结论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2.3.1 影响分类

首先是生态环境影响的分类，需要主要针对清单分析结论

进行剖析，明确将其中的数据信息划归至不同的生态环境影响类

型中，以便为影响评价的下一步处理创造条件。一般而言，生态

环境影响类型大致体现在资源耗竭、生态影响和人类健康影响等

方面，三种不同类型之下同时包含数量较多的多个二级类别。举

例而言，生态影响中包含酸雨、富营养化、全球变暖、光化学烟

雾和臭氧层破坏等多种细分类别。与此同时，在相同的具体类型

下，还有可能同时包含直接影响效应和间接影响效应两种形式。

2.3.2 特征化分析

特征化分析是分析定量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之一，需要以上

述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分类为基础进行，针对存在差异性的影响

类型进行汇总处理。在此过程中，需要立足于环境过程相关的

专业理论科学知识，以确保特征化分析的有效性。当前，常用

的特征化分析手段包含以下两种，一种是基于统一标准串联清

单分析所得数据信息、无可观察效应浓度以及特定的环境标准

进行分析；另一种在于通过模拟剂量效应的对应关系，在不同

场景下进行迁移应用。特征化分析的价值在于针对实际产生的

生态环境影响量进行归一化处理，进而确保在不同生态环境影

响类型中，数据信息可以具备可比性，为更进一步的量化评价

过程提供有效依据。

2.3.3 量化评价

在生态环境影响分类和特征化分析阶段结束后，应当进行

下一步的量化评价。就其定义而言，量化评价的根本目标在于

针对特定生态环境影响类型实际贡献的多少，明确各类型的权

重分布状况，进而促成有利于下一步数字化处理的单一指标，

以确保比较过程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2.4　改善评价
在环境管理工作中应用生命周期评价时，最终的目标在于

为具体的工作实践提供方向和思路，因而在技术架构设计的最

后阶段，应当相应地进行改善评价，基于上述所得的科学分析

评价指导环境管理工作的改善过程[4]。在此过程中，应当着重

识别评价生态环境影响及负荷，以相应地围绕生态环境影响控

制选择合理的影响及负荷控制思路，进而为产品本身、产品生

产流程和产品生产过程提供基于生态环境友好的改良方案。为

求确保各部分均可在生态环境影响方面得到有效控制和管理，

相关人员应当分析深入分析各部分的生态环境影响状况，以便

同时参考清单分析所得数据信息和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给

出与之相匹配的改善评价，以指导后续的环境管理工作。

3　生命周期评价在环境管理中的实践应用策略
在实践应用生命周期评价服务于环境管理工作时，除去基

于生命周期评价的架构设计之外，相关人员还应如实参考环境

管理工作的现状和发展需求，并实事求是地采取有效策略予以

应用，实现生命周期评价的现实价值。具体而言，可以采取包

括帮助环保部门制定环境管理政策及方案、为废弃物管理相关

工作提供理论性支持、确保污染预防措施得到科学评价、推动

工艺设计的环境影响控制实现发展、应用于产业生态学及消费

者消费引导等在内的实践性策略等，更加科学地基于环境管理

工作实情应用生命周期评价，以提升环境管理的最终质量。

3.1　帮助环保部门制定环境管理政策及方案
在各地市政府环保部门制定生态环境管理政策及方案的过

程中，生命周期评价具备较为可观的现实性价值，可以为政策

及方案条目的设定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在环保部门政策及方

案的指引下，企业会越发侧重于依照标准进行产品设计和工艺

设计，进而推动产品设计及生产的绿色化转型。在此过程中，

环保部门应当明确就生态友好类产品提出差异化要求，推动产

品的生态环境影响得到更加有效的控制。

3.2　为废弃物管理相关工作提供理论支持
一般而言，废弃物循环利用大多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而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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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空白加标样品加标回收率数据分析
单位：μg/L

项目 
铅（低
浓度）

加标回
收率

铅（中
浓度）

加标回
收率

铅（高
浓度）

加标
回收率

KBJ2-1 2.30 115% 26.75 107% 47.77 106%

KBJ2-2 2.31 116% 25.93 104% 47.75 106%

KBJ2-3 2.38 119% 26.11 104% 47.65 106%

KBJ2-4 2.36 118% 26.43 106% 47.73 106%

KBJ2-5 2.10 105% 26.35 105% 48.34 107%

KBJ2-6 2.35 118% 25.99 104% 48.73 108%

KBJ2-7 2.02 101% 26.13 105% 48.64 108%

平均值 2.26 / 26.24 / 48.09 /

标准
偏差

0.14 / 0.29 / 0.47 /

相对
标准
偏差

6.24% / 1.10% / 0.97% /

结论：实验数据表明，铅的基体加标回收率均在80%～120%

之间，满足分析要求。

3　总结
由上可知，本实验室按照标准曲线、方法检出限、测定下

限、精密度以及正确度等性能指标，对土壤中的铅进行验证，

验证结果均满足方法标准要求，土壤实际样品验证结果良好。

实验结果确认本实验室具备用该方法检测土壤中铅的能力，可

为土壤检测和环境保护工作提供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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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物实际的收集分选和加工利用流程仍然有可能产生较为明确的

生态环境影响。因此，相关人员需要根据具体的产品类型，明确

分析循环利用和焚烧填埋等处理方案的生态环境影响，优先选取

其中生态环境影响更小的处理方式，同时需要参考处理所需投入

的经济成本和环境成本，减少废弃物处理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不利

生态环境影响。在此过程中，应用生命周期评价，我们可以明确

把握各种处理方案在废弃物管理及处理全流程中的实际表现，为

具体的废弃物管理相关工作提供充足的理论支持与引导。

3.3　确保污染预防措施得到科学评价
在较为传统的控制预防模式下，企业对生产流程中可能出

现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更加看重，并未将产品后续的生命周期

纳入考量，因此生态环境污染问题的控制预防效果未能充分达

到预期。对此，相关部门应当推动生命周期评价融合于企业生

态环境污染问题的控制预防工作中，确保企业实际采取的污染

预防控制方案能够得到科学评价，进而为企业改善预防控制方

案提供科学指导。

3.4　推动工艺设计的环境影响控制实现发展
在企业选择产品生产的工艺设计时，经济因素和生态环境

因素均需纳入实际的考量范畴内，以最大化产品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此前，企业大多围绕性价比进行分析，对于经济效

益和经济成本之间的差值较为看重，对于生态环境影响一类的

外部成本缺乏科学认知。因而需要引入生命周期评价，推动现

有更重经济效益的工艺设计选择转向侧重于生态环境影响考量

的崭新模式，为企业在工艺设计生态环境影响控制方面取得发

展的过程赋能，进而减轻环境管理工作的沉重负担。

3.5　应用于产业生态学及消费者消费引导
顾名思义，产业生态学是指在工业产品生产、工业活动以及

工业的生态环境影响研究中引入生态学专业理论后形成的新型交

叉学科。因此，我们可以应用生命周期评价，推动现有的产业生态

学取得崭新的进步， 指导产业生态学取得崭新发展，为环境管理工

作提供更加有力的管理工具。与此同时，应用生命周期评价可以引

导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促使社会公众对生态环境污染问题更加重

视，进而通过刺激消费，推动企业主动减少生态环境污染。

4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环境管理工作的持续不断发展，生命周期

评价在生态环境相关的管理与决策过程中所占据的基础性地位

越发突出，原因在于该理论可以为环境管理工作提供有效的管

理工具，并进一步提升环境管理工作的工作质量。考虑到生命

周期评价在国内现今的环境管理工作中仍未完全发挥其积极效

用，我们应当重新回顾生命周期评价的相关内涵，参考国内各

地市环境管理实情进行深入分析，调整生命周期评价现有的应

用思路与应用方式，进而促进环境管理工作进一步发展。在此

过程中，我们应当同时将生命周期评价的应用现状和环境管理

工作的实情纳入考量，并基于各地市环境管理工作的未来发展

需求，推动生命周期评价实现更加高效的应用，提升环境管理

工作的质量，促进生态文明的建设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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