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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WUDFW��:LWK�WKH�DFFH�HUDWLRQ�RI� WKH�J�RED��HFRQRPLF�LQWHJUDWLRQ�SURFHVV�DQG�WKH�SURPRWLRQ�RI��KLQD�V�LQWHUQDWLRQD��VWDWXV��RYHUVHDV�

engineering�construction�business�has�been�expanded,�and�more�and�more�large-scale� international�projects�have�been�put�into�construction.�

,QWHUQDWLRQD��HQJLQHHULQJ�KDV�FHUWDLQ�SDUWLFX�DULW��LQ�FRPPXQLFDWLRQ�EHWZHHQ�RZQHUV�DQG�FRQVWUXFWLRQ��7KHUHIRUH�� LQWHUQDWLRQD��HQJLQHHULQJ�

project�management�should�develop�towards�high�quality�and�high�ef�ciency.�At�present,�EPC�project�management�mode�is�widely�used�in�

LQWHUQDWLRQD��HQJLQHHULQJ�SURMHFW�PDQDJHPHQW��*HQHUD��FRQWUDFWLQJ�SURMHFW�PDQDJHPHQW�FDQ�LPSURYH�DQG�RSWLPL]H�WKH�SURFHVV�RI�SURMHFW�

PDQDJHPHQW��IXUWKHU�F�DULI��WKH�VXEMHFW�RI�UHVSRQVLEL�LW���DQG�HQKDQFH�WKH�DEL�LW��WR�FRPSUHKHQVLYH���FRQWUR��LQWHUQDWLRQD��HQJLQHHULQJ�SURMHFWV��

so�as�to�ensure�the�quality�and�ef�ciency�of�construction�projects.�This�paper�mainly�analyzes�and�researches�the�main�points�of�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EPC�project�management�and�management�countermeasures.�The�purpose�is�to�accumulate�project�management�experience�for�the�

expansion�of�overseas�business�of�Chinese�construction�enterprises�and�improve�the�level�of�project�management.

.H��RUGV��,QWHUQDWLRQD��HQJLQHHULQJ��PDLQ�SRLQWV�RI�(3��SURMHFW�PDQDJHPHQW��PDQDJHPHQW�FRXQWHUPHDVXUHV

(3�是(QJLQHHULQJ（设计）—3URFXUHPHQW（采购）—�RQVWUXFWLRQ（施工）的简称，顾名思义，(3�项目管理模式主要就是指

建筑公司受业主的委托按照合同的相关约定对工程建设项目提供从设计、采购、施工、安装、试运行一直到工程竣工这一全过程的

建设管理服务，因此，(3�项目管理模式也被称为总承包项目管理。目前许多基础设施的国际工程都普遍采用这一模式来进行项目

管理，基于(3�模式的总承包商，也就是建设单位，需要对项目进行整体性的构思和优化设计，强调工程项目管理的综合性与协调

性，从信息管理、风险管理、采购管理、质量管理、施工管理、成本管理以及人员管理等方面入手，构建更为完善的(3�项目管理

体系，切实提升项目管理质量和水平>��。探讨国际工程(3�项目管理具有现实意义。

（一）风险集中

(3�项目管理模式具有风险集中的特点。由于在(3�模式下工程承包商需要提供全过程的服务，在设计阶段，不仅包括具体的

设计计算书和施工设计图纸的提供，还要包括整个建设工程内容的总体策划，以及整个建设工程施工组织管理的策划和具体实施，

同时还需要结合业主的具体要求，对相关设计方案进行可行性研究，并且明确是否提供配套公共工程设计服务或辅助工程设计服务

等工作>��。另外(3�模式下设计阶段就要将采购工作囊括其中，对于所要使用的材料和设备进行初步的明确。在采购阶段，除了传

统意义上的建筑设备材料采购之外，还需要负责项目施工期间的融资工作、土地购买合同管理工作以及施工工艺、专利产品管理等

各项工作。而在施工阶段，除了项目施工现场管理以及质量管理之外，还要包括施工方案管理、成本管控、风险管控以及工程进度

管理，设备安装与调试、组织技术培训等内容，可以说这一整个国际工程项目是由承包商全权负责的，因此就具有风险自担的特点

（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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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综合协调

(3�总承包的项目管理方式方法并不是简单的任务总和的叠加，而是要根据不同的施工任务特征来做出合理的规划与安排，目

的就是为业主提供最为优质的服务产品，因此需要对每个环节进行细节把控，从而制定完善的(3�项目管理方案>��。首先就是借助

于自身的管理优势，来实现从设计、采购到施工、试运行等各个阶段的相互衔接，以避免各工序之间相脱节的问题，实现对工程项

目的交叉、动态与连续性的管理，从而有效的缩短工程项目建设周期，提高管控水平。其次就是通过采用(3�项目管理的模式真正

的发挥设计的主导作用，将采购也纳入到设计程序中来，从设计阶段就已经划定了项目管理的目标、采购的数量，从而有效的进行

全过程成本费用管控和施工进度控制，帮助建设单位节省投资，提高工程建设的经济效益。

（三）固定总价

(3�项目管理模式还具有固定总价的特征。前文提到(3�项目管理模式更加适用于一些冶金、交通和石油化工类的大型国际工

程项目，由于这类项目普遍建设规模大、投入资金多、施工周期长，同时在施工的过程中，所运用到的各项施工技术和工艺也比较

复杂，因此这类工程项目大多都是采用固定总价的方式来进行成本管控，这样能够尽可能的减少国际工程项目管理中的风险因素，

保证工程项目的建设质量。

（一）管理环境的优化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同国际化接轨的程度日益加深，国内的建设公司或集团企业所承包的国际工程项目的数量越来越多，规模

也越来越大，伴随着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要想更好的运用(3�总承包模式来进行项目管理，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来赢得业主的信

赖，最终获得综合效率的提高，其关键就在于不断的优化项目管理的环境>��。要提升(3�项目管理效率和水平，就要提供信息化、

程序化、系统化、标准化与网络化的管理环境，尤其是要重视项目管理信息化与标准化水平的提升，增强企业在进行(3�项目管理

时各部门与各环节之间的协调性，同时更好地完成资金合理配置与施工进度管理。

（二）管理体系的完善

国际工程(3�项目管理的要点还在于管理体系的不断完善。首先就是从项目管理的阶段性来看，分为项目前期管理、项目实施

管理和项目竣工管理，要根据项目管理的不同阶段来进行层次化的管控（如图�所示）。其次就是(3�项目组织管理体系的建立健

全，主要包括在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信息管控机制的建立，设计阶段范围管理机制、质量管理机制以及风险管理机制的建立，采购

阶段的采购管理机制、成本管理机制的建立，在施工阶段进度管理机制和人员管理机制的建立，以及后续的试运行阶段相应的项目

评价机制和分析机制的建立等>��。通过完善上述管控体系，明确各部门的责任，积极融入现代项目管理理念，从而更加符合国际工

程建设运行的需要。

�

（二）管理风险的应对

国际工程(3�项目管理工作的实施要点还在于对管理风险的有效应对。项目风险管理指对影响项目目标实现的不确定性因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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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可能给项目带来机会或损失的管理，是对项目风险进行识别、评估、应对和动态监控的过程。项目风险管理贯穿于项目生命周期

全过程，其管理目标是损失最小化，并遵循“全面管理，预防为主”的原则。

由于(3�模式下施工管理风险相对集中，如果缺乏风险管控意识，忽视项目管理中存在的各项风险因素，一旦发生违规操作行

为或者其他风险问题，那么将会给工程承包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同时还会降低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对企业百害而无一利>��。

因此企业必须要重视风险管控工作的有效开展，构建完善的风险管控机制，建立项目风险管理组织保障体系和过程方法体系，明确

风险管理职责、规范与要求。主要包括对合同风险的预防，在项目工作计划制订过程中对各项工作开展的前提条件、资源需求量、

持续时间、所需费用等估计依据的不确定性程度进行分析，识别不确定性因素及其可能导致的风险事件，并对风险事件对项目的影

响进行评估，据此对项目工作计划的相关内容进行调整或制订专门的应对措施与方案。要有专业的法务人员同技术人员进行对接，

明确合同内容，提高预防和转移风险的能力。同时还需要强化对项目施工过程的风险管控，明确各部门的主体责任，编制风险管控

方案，同时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来进行市场信息收集和整理，从而有效的进行风险分析与识别，制定相应的风险评估标准，提高风

险管控与应对能力。最后是要重视对财务风险的监管，运用全面预算管理的方法来加强成本管理，尽可能地减少经济风险问题的发

生，保障承包企业的财务资金安全。

（四）管理人员的配置

国际工程(3�项目管理的人员管理同样是项目管理的重中之重。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许多企业普遍缺乏具备专业能力和

综合素质的(3�项目管理人员，对于(3�模式下的项目管理工作认知不够全面，并且由于缺乏相应的管理经验，在进行项目进度管

理、投融资管理、档案管理和合同管理时存在着诸多的不足，影响了国际工程的顺利实施。针对这种情况就要求企业必须要组建一

支专业化的(3�项目管理人员团队，尤其注重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结合当前国际工程项目施工管理的特点，为项目管理人员提供进

修和学习的机会，了解国际工程项目的运作特点，在实践中积累大量的管理经验，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能力。

（一）明确(3�项目管理跟踪与控制范围

要探索国际工程(3�项目管理的有效策略，还必须要明确(3�项目管理跟踪与控制的主要范围>��。在进行质量管理、采购管

理、人员管理以及沟通管理的基础上，还必须要实现动态化的项目管理，通过收集业主的需求以及施工过程中的实际数据，来不断

的优化调整项目管理的范围，实现工作分解，控制工程进度，同时还可以利用绩效报告的形式来实施项目控制，尤其是在项目管理

竣工阶段，对于相关设备的安全管理与调试一定要做到位，同时对设备的运行进行自动化与智能化监控，从而不断地提高项目管理

服务质量和水平。

（二）重视对工程项目的前期管理

要进一步提升国际工程(3�项目管理水平，就要重视对工程项目的前期管理>��。主要包括在项目启动阶段要根据相应的项目评

估报告和立项决策书来对工程项目的工艺流程图和工艺数据表进行明确，同时对于相关负责的职能部门和关键人员进行初步的选拔

和设定，之后再根据对整个建设工程内容的总体策划来编制项目进度计划表，并且根据设计中所设定的原始材料和设备来进行费用

报价，完成初步的费用估算与概算工作，从而制定具备可行性与可操作性的项目管理方案。

（三）健全项目管理的体制机制

国际工程(3�项目管理还需要不断的健全相应的体制机制。首先，要完善项目组织机构设置，实行项目经理责任制和项目目标

管理。根据(3�项目管理的特点，可以设立专门的设计部、采购部、施工部、控制部、试运部、质量部、安全部、财务部和综合部

等机构，通过细化分工来规定各个部门的管理职责，利用岗位责任制来督促各项管理举措的有效落实，一旦发生相应的风险问题可

以进行部门追责，也就实现了(3�项目管理的制度化与标准化，进一步优化了项目管理内部环境>��（如图�所示）。其次，要重视监

理制度的完善，为了尽可能的保障业主方和承包企业双方利益的最大化，减少双方由于沟通不畅产生的各类问题，可以通过实施工

程监理制度的方法，来提高项目管理服务质量和水平，项目管理部门可以协助监理单位共同履行第三方管理职责，按照国家规定的

总承包管理规范来对整个国际工程项目的组织体系以及人员构成进行监督与审核，同时国家要从法律层面给予投资国际工程的建设

企业一定的投融资优惠，通过优化项目管理的外部环境，来为国际工程项目的顺利建设和运行创造良好的条件，也更加有利于我国

的企业走出去，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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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际工程项目的增多，建设企业要不断的总结项目管理的经验，从而形成可复制和可推广的(3�项目管理模式，把握项目

管理工作的要点，优化项目管理策略，从而为我国建设企业打开海外市场奠定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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