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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management process of EPC general contracting mode, summarizes and compar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
vantages of EPC general contracting mode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mode,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direc-
tion of EPC general contracting mod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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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介绍了 EPC 总承包模式的管理过程，归纳比较了 EPC 总承包模式与传统模式相比所具有的优劣势，分析了中国 EPC 总
承包模式的现状和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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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PC 总承包模式的管理过程

EPC， 即 Engineering-Procurement-Construction， 中 文

全称为工程总承包模式。其中，Engineering 指建设项目的设

计和建设过程中的组织管理总策划，Procurement 指建设工程

包含设备、材料在内的全部采购，Construction 指建设项目的

建设过程。在 EPC 模式下，总承包企业不仅需要承担建设项

目的设计、施工、采购等任务，还需要对建设项目的造价、

质量、工期全面负责 [1]。

1.1 项目启动过程

①签订总承包合同。

合同原则如下：

第一，合同双方双赢的原则；

第二，合理分担风险的原则；

第三，明确规定项目的工作范围；

第四，坚持合理的工期；

第五，坚持必要的费用；

第六，坚持满足需要的质量；

第七，遵守国际惯例；

第八，合同文件需完整详尽。

②组建项目部。

③任命项目经理。

1.2 项目策划过程

项目策划体现得是业务承包公司的整体水平，包括下列

21 个子过程。

(1) 项目范围策划 (2) 项目范围定义

(3) 项目活动定义 (4) 项目活动排序

(5) 项目活动历时估算 (6) 项目进度计划编制

(7) 项目风险管理计划编制 (8) 项目资源策划

(9) 项目成本估算 (10) 项目成本预算

(11) 项目计划编制 (12) 项目质量计划编制

(13) 项目组织策划 (14) 项目人力资源策划

(15) 项目信息沟通计划编制 (16) 项目风险识别

(17) 项目风险定性分析 (18) 项目风险定量分析

(19) 项目风险应对计划编制 (20) 项目采购计划编制

(21) 项目询价计划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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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项目控制过程

①实行从项目可行性分析到运行验收的全过程控制。

②实行质量、进度、造价等全方位的项目控制。

1.4 项目收尾过程

项目收尾过程包括管理收尾和合同收尾两部分 [2]。

EPC 总承包模式建设流程见图 1。

图 1 EPC 总承包模式建设流程

2 EPC 总承包模式与传统模式的对比

EPC 总承包模式的与传统模式的对比 [3]，见表 1。

表 1 EPC 总承包模式与传统模式的对比

对比要素 传统模式 EPC 模式

EPC 协调关系 相互分离的外部协调 系统的内部协调

设计的主导作用 难发挥能 充分发挥

进度协调 难以协调和控制 能实现深度交叉

费用控制 浪费环节较多 节省环节较多

质量控制 各管各的质量
全过程全方位控制质

量

工程总成本 低 高

投资收益 低 高

2.1 模式的优缺点

2.1.1 优点

①合同关系简单，协调组织任务轻。

②缩短建设周期。

③利于投资控制。

2.1.2 缺点

①招投标工作任务重、难度大，合同条款不够准确，容

易造成争议，合同管理难度大。

②择优选择范围小。工程信息量缺失，承担风险大，导

致承包商的承包价格偏高。

③质量控制难度大。质量标准往往不够全面具体，质量

的控制易受他人影响。

3 中国的 EPC 总承包模式的现状

3.1 EPC 总承包模式体量较小

自 2006 年以来，中国建筑行业的产值以年均 22% 的

速度逐年增长，其中 EPC 模式下完成的合同额占比约为

16.41%，但是近几年所占比重呈下滑的趋势。以上数据说明

中国 EPC 总承包的业务增长速度低于行业整体产值的增长速

度，EPC 模式的业务开展有待加强。

3.2 业务层次较低

自 EPC 总承包模式推行以来，中国企业只在石化等少数

行业中存在一定的优势。中国大多数的企业层次仍较低，业

务水平无法满足国际投资者提出的要求。目前，中国的 EPC

国际业务仍集中在东南亚等地区，市场份额占比远低于西方

发达国家，工程总承包公司的综合实力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

较大差距。

3.3 水平良莠不齐

对近三年的合同额统计，中国的工程总承包企业的规模

相差较大，像承包规模排名前 20 的企业，它们的合同完成额

占比超过全国各企业合同额的 40%。而排名在 20 名之后的企

业，合同额差距不大但总量都不高。另外，中国 EPC 总承包

企业的盈利能力也处于明显劣势，整体实力尚需加强 [4]。

4 中国的 EPC 总承包模式的发展方向

4.1 宏观方面

①建立健全相关标准和法规。政府部门要发挥好指挥棒

的作用，培育相关公司。同时，确保建设项目纳入法制轨道，

创造更多的入围机会，创建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

②解决工程总承包企业的准入问题，保证企业良性竞争。

地方政府对总承包建设项目的登记备案中，应单独分列，有

别于常规的设计、建筑等分项。

③完善相关的合同条件。标准合同条件应该能够满足各

类工程的需求。合同的计价方式也应保障多样化，既能够满

足总价合同的要求，也要能满足单价合同或成本加酬金合同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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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微观方面

4.2.1 企业要转型

企业要转型特别是勘察设计单位，思想上认识到 EPC 总

承包模式的发展趋势，认识到工程建设信息化、专业化发展

的必然，勘察设计单位若不及时地转变，其工程业务将逐渐

萎缩，加剧内部竞争，导致企业因不能适应社会发展而被淘汰。

4.2.2 企业要培养既懂技术又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

企业要大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建立人力资源管理的新

机制，出台相关政策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同时，企业还需

加强优秀人才的引进和企业内部人员的培养。选派人员参加

中国外论坛，与各行业巨头开展业务培训，提高企业项目人

员的整体管理水平，培育一支适应于国际高水平竞争的专业

队伍。

4.2.3 企业要加强咨询服务能力

增设咨询服务部门来加强企业的全面服务能力，协助业

主在项目前期做好可行性分析，提早参与到项目。同时，企

业还应加强设计功能，兼并或收购甲级资质的设计企业，是

短时间内加强企业设计能力的手段之一。

4.2.4 企业应建立内部体系

工程总承包业务拓展需要一定的投入和时间积累，在初

期推行项目管理，建立适应 EPC 总承包模式的组织结构，加

强内部管理体系建设，落实项目经理负责制。

4.2.5 企业要提升创新力

通过技术革新增加企业的竞争力，赢得工程总承包业务。

以中石化为例，每年该公司用于科研的人力投入占企业总人

力资源的 8% 左右，它还与世界著名的科研机构、高等学府

建立了战略联盟，研发出了催化裂化、加氢裂化等一系列拳

头产品，形成了自己的技术特色，这样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

就具备了相当大的优势。

4.2.6 采用信息化手段

企业要实现对业务的全过程管理就需要采用信息化手

段。企业可以先采购部分软件，在管理的实践过程中，根据

自身需求不断开发、完善，直至修改到适合本企业需求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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