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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EPC工程项目管理模式在建筑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郭善祥*

江苏扬建集团有限公司，江苏��225000

摘� � 要：现阶段，在发达国家中(3�工程项目管理模式应用的非常广泛，使用此种模式，不仅可以有效地提升企

业的市场竞争力，还能缩短施工工期。但是，在我国建筑中(3�工程项目管理模式应用的还不够广泛，为了将此种模

式广泛地应用在建筑企业管理中，本文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首先对(3�工程项目管理模式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其

次分析了我国建筑企业项目管理存在的缺陷，之后又详细地讲解了优化项目管理模式的措施，最后全方面地叙述了

(3�管理模式在建筑企业中的应用。希望通过本文研究，对(3�工程项目管理模式更好地应用到我国建筑企业管理中

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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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WUXFWLR��H�WHUSUL�H�PD�DJHPH�W��WKL��SDSHU�PD�H��D��L��GHSWK��WXG��R��LW��)LU�W�RI�D����WKL��SDSHU�L�WURGXFH��WKH�(3��SURMHFW�

management�mode�brie�y,� then�analyzes�the�defects�of�project�management�in�China’s�construction�enterprises,�then�explains�

the�measures�to�optimize�the�project�management�mode� in�detail,�and��nally�describes� the�application�of�EPC�management�

PRGH�L��FR��WUXFWLR��H�WHUSUL�H��L��D���D�SHFW���7KH�DXWKRU�KRSH��WKDW�WKURXJK�WKL���WXG���WKH�(3��SURMHFW�PD�DJHPH�W�PR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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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3��SURMHFW��SURMHFW�PD�DJHPH�W�PRGH��FR��WUXFWLR��H�WHUSUL�H

一、前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工程项目的管理模式已经成为阻碍现阶段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建筑工程中的项目

管理主要是为了保证工程施工的成本、进度、质量这三方面的目标得以实现。但是随着我国建筑行业的快速发展，以

往的管理模式已经不适用于现阶段对建筑行业的管理。(3�是一种新型的管理模式，可以有效地弥补传统管理模式的

不足，一经出现，就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可。

二、EPC工程项目管理模式简介

（一）(3�工程项目管理工作内容

工程项目指的就是从事工程项目总承包方受业主的委托，按照规定的合同要求，对工程项目进行有效的勘察、设

计、采购、施工、试运行等过程，或者是分为若干阶段的承包制���。在项目施工过程中，通过表格的形式对其存在的

主要内容进行详细的说明。（详细情况请见表�、表�）。

*通讯作者：郭善祥，����年��月，男，汉族，江苏高邮人，现任江苏扬建集团有限公司分公司副经理，工程

师，本科。研究方向：建筑工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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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项目组织方式优越性比较

对比要素 模式Ⅰ 模式Ⅱ 模式Ⅲ

业主管理机构 庞大、人多 中等 小业主、大PMC

项目管理专业化程度 低 高 高

EPC的协调关系 分离、外部协调 分离、外部协调 系统、内部协调

设计的主导作用 难发挥 难发挥 能充分发挥

项目管理技术水平 低 高 高

项目管理经验累积 一次性 能累积 能累积并结合实践

项目进度 难以协调和控制 难以协调和控制 能实现深度交叉

费用控制 浪费环节多 浪费环节少 节省环节多

质量控制 各管各的质量 各管各的质量 全过程全方位控制质量

工程总成本 高 较高 低

投资效益 差 较差 大幅提高

表2� EPC的基本含义

设计（E） 采购（P） 施工（C）

基本设计；详细设计；扩大详细设计；设计分包 材料选购；设备采购 工程施工；调试安装；HSE；施工分包

（二）设计、采购、施工各阶段的搭接

(3�项目中的各个阶段是相互搭接的，之间没有较为清晰的时间界限，项目的具体运作过程请看下图�所示。根

据图示我们可以看出，项目的采购阶段可以在设计进行到一定阶段就开始，而其中施工的过程就必须从设计阶段的中

期开始���。

图1� EPC项目运作过程

（三）设计阶段管理

国外的(3�项目发展的已经较为成熟，工程项目都设有配套的设计部门，(3�工程项目便可以独立的完成设计任

务。通常情况下(3�的总项目设计经理，配备相对齐全的设计管理人员组成的设计管理部门，在(3�项目经理的带领

之下，更好地开展设计管理工作���。为其提供专业的设计人员主要包括：建筑工程师、工程结构工程师、机电设备工

程师、电气工程师、造价工程师、建造师等。在不同领域设计管理人员的共同努力之下，一起来完成项目总体的规划

设计方案、建筑施工方案、初步组织设计方案等，完成设计管理所布置的任务。项目管理中最主要的目标就是对项目

的投资、质量、进度的管理。其中的设计阶段对于整个工程的投资、质量、进度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便是设计阶段

管理的主要内容。

三、我国建筑企业项目管理存在的缺陷

项目管理模式不适用的问题是现阶段我国建筑企业项目管理中存在较为严重的一个问题。在建筑工程中，项目管

理模式问题会直接将影响到企业的经济效益。以往的项目管理模式，基本都是选择设计、招标、建造的模式，也可以

简称为���模式。此种模式较为成熟，并且对于合同的管理与风险的管理都存在很大的帮助，也能够有效地为企业

延长项目建设周期，其中所涉及的管理与协调工作较为复杂，所以也需要项目建设企业在项目开展的初期投入较多的

资金，而且此种模式对于项目工程造价的控制也不是特别理想，容易引发一些纠纷问题���。现阶段，项目的管理制度

与理念都相对落后，不能很好的跟进建筑行业发展的步伐。对于目前的项目管理工作，主要是将项目划分为决策、设

计、招投标、施工、竣工验收等阶段来处理，此种模式也有一定的缺陷，就是不能从整体上对项目的建设需求进行合

理的控制，并且整个流程缺乏系统性的特点，进而也导致缺乏实现目标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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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项目缺乏系统性的管理，所以也使得项目的内部不能更好地做好协调工作。在以往的项目管理当中，参与项

目建设的单位都是相对独立的，所以他们之间对于利益的需求也是不同的，正是因为这样，也导致不同的建设单位

在实际工作中为不同的目标工作而产生问题。同时，又因为参与建设的单位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使得项目的开展并

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传统的项目管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资源浪费，因为各所单位之间的运营方式与目标不

同，所以只能采用不同的管理方式。就是因为管理方式的不同，所以也导致各所单位之间的信息没有达到共享的状

态，出现了严重的资源浪费的现象。

四、优化项目管理模式的措施

（一）(3�管理模式特点

(3�主要指的就是工程项目中，总承包方按照合同中的规定，来开展工程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试运行等

工作，使得每项工作都能够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同时还能有效地监管项目的进度、质量、造价、安全等方面���。自从

(3�管理模式的出现，便得到很多业界研究学者的认可，此种模式不仅可以有效地帮助企业缩短施工工期，还能对施

工的整个周期的预算进行合理的控制，保证项目施工的质量与进度。随着此种管理模式被广泛地应用到建筑企业之

后，不仅提高了企业的工作效率，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经济犯罪的现象发生。

从实践中来讲，业主应当不断地提升对承包方综合性服务能力的重视。(3�模式是将工程的设计、管理、施工有

效地融合在一起，发挥出管理模式独特的优势。因为我国建筑行业曾经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导致我国建筑行业

的设计与施工没有结合在一起。工程项目的设计文件是交由专业的设计院去完成的，但是参与设计的人们大多都是没

有施工经验的，对于施工单位也是同样，他们也没有设计的资质。由此也可以看出，设计与施工现阶段是处于两个不

同领域。

(3�项目管理模式，经出现直到目前为止，有很多成功的案例，例如鸟巢、水立方、世博中心等。但是我国(3�

项目管理模式在国际上来讲，还是不够成熟，从综合方面来考虑与国际中(3�项目管理模式的发展还是存在一定的

差距。

（二）(3�管理模式的问题

因为受到外界大环境的影响，对于(3�管理模式的发展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目前我国的行业垄断现象还是十分

严重的，在计划经济的时代，很多行业都是基建队伍，对于一些较为重要的项目，就很容易出垄断的现象，也会严重

阻碍着总承包模式的发展���。除此之外，在现阶段的体制下，业主的种类也逐渐多了起来，例如一些个人的投资、多

方集资、国家投资、中外合资等，不同的业主，其建设的目标也是不同的，对于其中存在的建筑法与招投标法的理解

也是不一致的，所以在执行的过程中，有些业主会认为，自身的权力受到了约束，进而对于此种管理模式也会持着不

认同的态度。

与此同时，现阶段人们对于承包方意义的理解上还存在一定的误区，很多人都认为承包方就是自行管理和施工，

但是项目结构的主体还需要独立的完成，不需要再进行分包，正是因为存在这种错误的认知，所以也降低了建筑企业

对总承包管理模式的应用。除此之外，在我们国家，与总承包管理模式配合使用的法律还相对较少���。例如在招投标

的管理当中，国家相关的部门还制定了勘察设计与施工上的招投标办法，但是缺乏对于总承包招投标的看法。正是因

为以上的种种原因，严重阻碍了总承包模式在我国的发展。

（三）企业软环境产生的影响

基本功较差是我国很多企业发展中都会遇到的问题，所以，导致现阶段只有很少的建筑企业成为国际型企业，其

中很多的勘察设计与施工企业都没有创设和总承包模式相对应的组织。在开展总承包的过程中，仍然使用以往的从施

工组织模式。所以在组织与服务的功能上，不能很好的达到总承包的要求，并且缺少与总承包相应的管理体制与管理

目标系统。与此同时，建筑企业还缺少复合型的人才。现阶段社会，人才竞争是企业保证生存与发展的关键，(3�总

承包企业也是如此。我国建筑行业内部缺少能运用(3�总承包的高级管理人才。

五、EPC管理模式在建筑企业中的应用

拓展(3�和管理模式对于提升建筑市场上的竞争力与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建筑企业要想实现更好的

发展，这便是他们最好选择。我国的建筑企业要想将(3�管理模式提升到最高的战略管理高度，使很多建筑企业都能

快速地适应此种模式，这样便能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建筑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结合往期工程实践与管理方式来看，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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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要想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实现高速稳定的发展，就必须调整企业内部的结构，加快企业的转型速度，向着管

理与技术较为密集的企业转变，培养企业内部资源调整能力、风险控制能力、协调能力等。

建筑企业要想从根本上改善企业的管理模式，实现健康稳定的发展，就必须增强调整企业内部结构的能力���。随

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建筑企业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之中站稳脚跟，就必须具有较强的资源调整能力，使得企

业能够获得较好的经营模式，使其发挥出较好的作用的同时，建筑企业还应当重视新资源的开发，以此来提升企业的

绩效，增强企业的经济收益。

与此同时，建筑企业还应当增强从风险控制能力。在发达国家中，每年都会有��％的总承包企业面临破产，所

以，建筑企业应当重视企业内部的风险控制能力，深入地分析企业产生风险的因素，准确地对建筑企业面临的风险进

行评估，并且在风险来临之前就做好企业的风险控制措施，将风险对建筑企业的影响降到最低，这也是企业实现健康

发展的关键。

培养复合型人们是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也是推动企业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对于人才培养的方面，可以

借鉴国际中培养人才的经验，以此来培养适合(3�管理模式的全能型人才。在总承包的管理方面，应当定期开展交流

会，以此来保证企业内部的管理人员能够及时地学习到先进的管理模式。还应当对总承包经理进行定期的培训，以此

来提升企业内部人才能力，满足国外建设市场对于人才的需求。

提升综合协调能力，工程建设涉及很多的领域与专业，要想做好(3�管理模式，就应当充分的提升自己的综合实

力，在设计、采购、施工等环境进行有效的控制，将外界因素给施工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在拓展信息管理水平的时

候，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的背景下，对项目管理中的主线进行信息化管理，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与工作效率，这也是建

筑企业实现更好发展的必经之路。

六、结语

(3�模式对主要对建设单位的设计、采购和施工这三个方面进行全方位管理，以此来缩短施工工期，降低风险对

企业的影响，此种模式较为适合应用在大型工程和基础工程的建设中。总体来讲，(3�工程项目管理模式在我国的发

展还相对落后，为了实现企业健康稳定的发展，必须增强建筑企业的风险控制能力、提升建筑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

建筑企业的综合协调能力。只有做到以上几点，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建筑企业的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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