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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PC 工程管理模式是在传统工程模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仅有效提升施工效率，缩短施工周期，

同时减少工程项目的施工成本，扩大经济效益，因此被广泛应用于现代工程建筑中，对我国建筑行业发展

产生巨大影响。基于此本文结合实际工程案例，对 EPC 工程管理模式的具体实践过程分析研究。通过对 EPC

工程管理模式特点及优势的阐述，以某工程案例为基础，对实际的应用管理措施概括总结。旨在实现对 EPC

工程管理模式的优化，最终促进我国建筑行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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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PC engineering management model is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traditional

engineering models, which not only effectively improves construction efficiency, shortens

construction cycles, but also reduces construction costs of engineering projects and expands

economic benefits. Therefore, it is widely used in modern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nd has a huge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onstruction industry. Based on this article, combined with

practical engineering cases, the specific practical process of EPC engineering management mode

is analyzed and studied. By elaborating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of EPC engineering

management mode, and based on a certain engineering case, summarize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management measures. The aim is to optimize the EPC project management mode and ultimately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construction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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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建筑行业发展速度不断提升，传统

工程管理模式由于自身局限性，无法适应当前建筑行业的管理

要求，需要采取新的工程管理模式进行解决。而EPC工程管理模

式不仅在施工效率方面有着保障，在成本控制方面有着明显提

升。但是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在招标以及分包阶段存在一定问

题，导致管理效率下降，因此需要构建更加完善的工程管理体

系，增强项目管理力度，实现对EPC工程管理模式的深入研究。

1、EPC工程管理模式特点分析

1.1 跨度范围大

跨度范围大是指时间领域的跨度范围，由于大部分工程项

目规模性较大，涉及施工步骤及环节较多，需要管理的内容也

比较多，整个管理时间跨度广，贯穿于整个工程项目所有环节

当中。

1.2 涉及领域较广

工程项目管理除了体现在人员管理外，在项目设计、施工

材料以及设备管理上也有着重要体现，管理范围幅度较大。并

且在施工单位一系列施工要求基础上，对监督管理单位的监督

控制、质检部门检查有着不同要求，体现出EPC工程管理模式较

宽的涉及领域特点。

1.3 复杂程度较高

根据EPC工程管理模式涉及领域较广的特点，各个管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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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着明显的独立性，同时彼此之间有着相互联系的特点。由

于各个工程部门有着独特的施工标准要求，因此在开展管理过

程中，需要对各种影响因素进行充分考虑和协调，尽可能实现

统一管理，导致管理过程比较复杂，存在较多的困难与挑战[1]。

1.4 标准要求高

针对EPC工程管理模式复杂性的特点，要想实现对工程项目

的统一协调管理，就必须要求在严格的施工标准下完成。在管

理过程中，EPC工程管理模式并不是针对某一施工步骤进行管理，

而是要将整个工程项目施工内容整合起来，实现统一协调管理，

能够按照共同规定在有效时间内完成，因此在标准要求方面相

对较高。

2、EPC工程管理模式优势分析

2.1 降低施工风险

任何工程项目在开展过程中，受各种环境因素影响造成施

工风险，对工程项目实施产生重要影响。比如设计失误、施工

材料设备质量较低、施工步骤不规范等等，都增大了施工风险

概率的出现。而通过对EPC工程管理模式的应用后，可以实现对

安全事故风险的有效预测，并根据预测内容，提前制定出可行

的预防措施，针对具体的影响因素开展全面分析，实现对风险

的有效控制，保证整个工程项目可以高效完成[2]。

2.2 严密的逻辑性与系统性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在建筑工程实施过程中，需要对

整个工程实施总体承包，禁止对建筑工程进行拆解分包。在前

期的建设过程中，发包单位可以将项目地质勘察报告，具体施

工计划、设计图纸以及材料采购数量发送到承包单位，之后再

开展具体的施工计划。这一内容规定的提出为EPC工程管理模式

的应用提供了理论基础，使EPC工程管理模式应用范围逐渐扩大，

与传统工程管理模式相比，管理步骤更加具有逻辑性。另外受

EPC工程管理模式本身特点的影响，要求管理人员具备专业的工

程知识以及丰富的管理经验，实现对复杂工程项目管理规划。

在后续施工过程中，可以结合业主的施工要求，对各个施工步

骤细节优化，既保证工程建设质量，同时也满足业主实际需求。

在EPC工程管理模式影响下，实现了各个工程步骤的有机整个，

内部各个系统相互联系，形成紧密的配合，使工程目标得以实

现，突出体现了系统性的优势特点。

2.3 实现对成本的控制

在EPC工程管理模式的影响下，根据所有管理步骤，使业主

可以清晰了解工程项目投资金额数量，对施工工期进度加强管

理。由于EPC工程管理模式具有时间跨度较大的特点，施工周期

较长，导致成本投入数量多，如果不采用有效的管理措施，会

逐步扩大投资数额，不利于经济效益的提高。通过对EPC工程管

理模式的应用后，可以将工期进度以及合同总价进行固定，使

工程成本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对工期进度也有着明确规定，在

保证工程效率的同时，将工程进度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最终促

进经济效益的提升[3]。

3、EPC工程管理模式的实践优化分析

3.1 工程案例分析

以某建筑工程为例，该建筑工程总面积规模超过40万㎡，

整体工程分为两个部分，一种是住宅区建设，一种是商业区建

设。住宅区建设共有12个住宅楼，每个楼层高度为24层，建设

高度在70-80m支架。而商业区建设共有两个商业建筑，每个商

业建筑高度为5层，建设高度在20-30m之间。由于该工程项目属

于民生项目，涉及范围较广，因此在实际建设过程中项目管理

力度较大，需要利用EPC工程管理模式进行对应管理。

3.2 设计环节管理

任何工程项目在开始建设之前，需要对其进行系统设计，

对每一个施工步骤进行详细规划，保证后续施工可以更加顺利。

在EPC工程管理模式设计环节管理中，通常是聘请行业专家对工

程项目建设状况以及可行性开展讨论，根据专家意见展开分析。

在后续项目设计环节中，针对不同环境影响因素提出相关问题，

保证设计内容更加具有科学性，完成对施工工艺的确定选择，

实现对工程项目成本的有效控制。而在设计施工图纸过程中，

需要设计人员进入到施工现场，结合现场施工环境开展图纸规

划设计，完成对质量标准的确定。之后根据图纸设计内容，寻

找出存在的不合理问题，做出相应的改进，制定出有效的防范

措施。另外在设计环节中，为体现出现代建筑物节能环保特点，

尽量选择新型建筑施工工艺，选择环保型施工材料，使建筑物

施工更加符合现代施工理念。

以上述工程项目为例，在开始项目建设之前，设计人员通

过对现场环境的了解，经过不断讨论交流后，对一些施工临时

设备直接转换成永久设备。比如施工现场临时消防设备转换成

永久消防设备，可降低建筑物消防成本建设。或者在设置现场

防护栏时，可以根据建筑物内防护栏的要求进行制作，待外围

主体完毕后，将外围防护栏直接应用到建筑物内，不仅可有效

减少施工进度，保证现场施工安全，同时也可控制好施工成本，

提高经济效益。而在其他一些临时项目建设中，需要提前准备

好市政绿化设计图，根据项目内道路标高对硬化道路进行规划，

最终减少项目工程建设成本[4]。

3.3 技术应用管理

在完成对施工图纸的设计后，需要由审核人员对图纸内容

进行分析，根据不同的施工步骤，确定出对应的施工工艺。在

审核设计图纸时，首先是对设计图纸尺寸大小审核，结合现场

施工实际情况分析图纸尺寸是否合理。其次是对建筑整体结构

进行检验，查看是否与设计图纸保持一致。最后是对项目设计

方案进行检验，查看是否符合施工标准中的规定。例如在上述

工程案例中，审核单位在对施工图纸审核时，发现暖通工程设

计图纸存在问题，设计通风口与楼梯位置之间存在矛盾，容易

使建筑物出现通风不畅的现象。要求对通风口设计重改，对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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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口安装位置重新标注。

在完成对图纸的审核后，接下来需要确定好具体的技术策

划内容，依据设计图纸完成对施工流程的确定，保障实际操作

步骤可以顺利实施，避免出现返工的现象，造成经济上的损失。

以上述工程案例为例，针对现场施工情况以及人员水平，对具

体的施工步骤做出如下调整：

第一前期项目计划中，针对不同建筑物整体结构进行调整，

比如在设计构件时，可以通过减少抹灰量以及砌筑量的方式控

制好制作成本。在剪力墙施工步骤中，可通过降低外墙窗口位

置、减少防护栏数量的方式控制好成本，同时还要避免施工风

险的出现。

第二在建设过程中，对进场施工材料以及施工技术进行检

验，要求施工材料质量符合施工标准，施工人员技术能力达标，

防止建筑结构质量下降，尽量避免重建现象的出现。该工程项

目利用石膏抹灰技术代替了以往的水泥砂浆抹灰技术，在控制

好施工成本的同时，也缩短了项目建设进度。

第三在应用EPC工程管理模式中，充分考虑到周围居民的人

身安全，实施良好的施工现场防护措施。通过对施工环境的仔

细勘察后，对不同建筑物节点设计做好提升，保证建筑质量满

足当地居民的实际需求。体现良好的管理模式优势特点。

3.4 质量管理环节

质量管理环节是EPC工程管理模式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实现

对建筑物结构质量的有效控制。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管理人员

需要定期到施工现场去检查，查看施工操作步骤是否合理，做

好对现场施工质量的有效控制，针对施工过程中存在的质量问

题，需要与设计人员展开交流，提出可行的解决措施，对使用

的施工工艺进行整改。

以上述工程项目为例，在以往的项目设计中，建筑物外表

结构比较复杂，屋面顶板悬挑长度要明显超出实际长度，而且

下方没有设置好固定结构，需要使用大量的建筑材料进行支撑，

不仅造成施工成本的提高，提高加大了施工安全隐患。因此针

对该项问题，在与设计部门充分沟通后，对建筑物外表结构与

形态进行改善，降低了屋面顶板的实际长度，减少建筑材料的

投入，控制好成本投入的同时，也使建筑物质量水平得到提升。

另外在材料使用方面，根据之前的项目计划，建筑外墙保温材

料主要以GPES保温板为主，该保温材料虽然对建筑物内的温度

进行有效控制，但是在材料质量以及环保性方面存在缺陷，无

法满足项目施工的实际要求。针对该项问题，在与设计部门做

好充分沟通后，建筑外墙保温材料替换成硬泡聚氨酯复合保温

板，该保温板无论是保温性、质量以及环保性方面更加突出，

可有效降低施工风险的出现，使建筑物整体质量得到绝对保障。

3.5 HSE综合管理

HSE综合管理又叫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体系。是目前石油

天然气行业比较通用的管理体系，充分体现完整的一体化管理

思想。

该工程项目应用EPC工程管理模式时，通常是由总承包商去

负责设计，而安全监管人员很少参与到其中，导致各种安全隐

患不断增加。为此需要应用到HSE综合管理体系的思想内容，在

施工现场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系统。要求监管人员提高对安全

监管重视程度，深入到施工现场分析问题，根据安全监管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将现场施工安全监管与设计方案紧密结合，使

项目设计内容体现良好的安全特点，尽可能保证现场施工的安

全，减少安全隐患次数。

3.6 生产管理环节

生产管理环节一般应用于建设过程以及材料控制当中，在

实际生产管理环节中，需要将管理内容贯穿于整个施工建设过

程中，对不同施工步骤展开科学合理规划。在开展项目设计时，

通过项目计划方案的制定，使工程项目进度得到良好控制。在

控制施工项目周期进度时，需要统筹好每个不同工程内容的施

工进度，建立完善的进度测量体系，对项目工程实施全面的动

态管理，保证生产管理环节更加顺利。而在对施工图纸设计之

前，要求管理人员与设计人员加强交流，对材料成本以及施工

设备质量做好控制。在材料控制方面，需要与材料供应商加强

联系，在保证施工材料质量的基础上，尽可能控制好材料成本，

实现对建筑成本控制。而在对施工设备进行管控中，需要选择

资质齐全的商家，要求可以提供后续的维修服务，提高设备使

用寿命，降低成本投入，保证建筑施工整体质量。

结语：综上所述，本文以某工程项目为例，对EPC工程管理

模式的实践应用进行概括总结，从目前的管理效率来看，我国

EPC工程管理模式应用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中，有着很大的成长

空间，为此需要建筑单位进一步加强对EPC工程管理模式的重视，

增强内部联系，提高设计质量，降低安全风险。在施工工艺选

择上，尽量选择环保性强，更加实用的施工工艺，增强建筑效

果。最后需要建立完善的监管体制，重视对管理人才培养，使

EPC工程管理模式应用水平进一步提高，加强对建筑成本控制，

最终促进我国建筑行业的可持续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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