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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C 总承包模式下的项目分包招标管理问题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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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 EPC（工程采购施工）总承包模式下，项目的分包招标管理是一个重要的环节。但是在当前在招标管理中存在的问

题较为多样，因此需要具备较强的反思意识，按照实际情况认真地剖析招标矛盾问题的发生原因，落实精细化的工作原则，

使招标管理工作能够变得更加科学，获得预期的经济效益，推动项目的顺利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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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EPC (Engineering Procurement and Construction) general contracting mode, the management of subcontracting 

bidding for projects is an important link. However, there are various problems in current bidding management, so it is necessary to 

have a strong sense of reflection, carefully analyze the causes of bidding contradictions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implement 

refined work principles, make bidding management work more scientific, obtain expected economic benefits, and promote the smooth 

construction of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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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工程建设项目的不断增多以及对工期和

质量的要求日益提高，EPC 总承包模式逐渐得到广泛应用。

在 EPC 总承包模式下，主承包商负责工程的设计、采购和

施工等全过程，而分包商则负责完成主承包商委托的特定

任务。然而，EPC 总承包项目分包招标管理中存在一系列

问题，因此管理人员要落实与实际完善对应的招标管理模

式，选择合适的分包商，提高项目管理的效果。 

1 EPC总承包模式下的项目分包招标管理的目标 

项目分包招标管理的目标之一是确保分包商的专业

能力和资质。在 EPC 总承包模式下，分包商是承担具体工

程分项的关键角色，其专业能力和资质的优劣直接影响到

项目的成功实施。因此，在招标过程中，需要严格筛选和

评估分包商的能力和信誉，确保其具备实施工程分项所需

的技术和经验。只有具备合适的分包商，才能保证工程项

目的顺利进行和高质量的完成。其次，项目分包招标管理

的目标之二是保证招标过程的公平和透明。公平公正的招

标程序是确保项目利益相关方得到公平对待的基础。在分

包招标过程中，需要建立科学的评标体系，明确评标标准

和权重，公开招标文件，保证招标过程的透明度和公正性。

只有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下，才能吸引到更多优秀的分包商

积极参与，提升工程项目的整体质量。此外，项目分包招

标管理的目标之三是优化分包合同的签订和管理。分包合

同是项目分包工作的重要依据，其中包含了工程分项的范

围、工期、支付方式等关键条款。通过合理的招标管理，

可以确保分包合同的合理性和可行性，避免出现合同纠纷

或不合理的合同条款。同时，在合同签订后，还需要建立

健全的分包合同管理机制，确保分包商按照合同要求履行

职责，保障工程项目的顺利进行
[1]
。最后，项目分包招标

管理的目标之四是实现项目的经济效益和风险控制。在

EPC 总承包模式下，项目的成本和风险承担由总包商负责，

而分包商通常只承担相应工程分项的施工责任。因此，在

分包招标管理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工程分项的成本和风

险，选择合适的分包商以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和风险的

最小化。通过合理的分包招标管理，可以控制工程项目的

成本，并及时应对潜在的风险，确保项目的顺利运行和高

效完成。 

2 EPC总承包模式下的项目分包招标管理问题 

2.1 受业主方的制约 

在 EPC 总承包模式下，业主往往拥有最终决策权和项

目经费的掌控权，因此能够对项目分包招标进行严格的控

制。业主方可能根据自身需求和预算情况，制定苛刻的招

标要求和条件，对分包商的技术实力、经验、信誉等方面

提出严格的要求。这对于一些技术实力较弱、经验不足的

分包商来说，无疑是一种挑战和压力。而且，由于业主方

是项目的最终支付方，他们对于分包商的付款方式和进度

要求也可能会对分包商的施工进度和施工质量产生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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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约。其次，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业主方对分包商的管

理也是一种制约。在 EPC 总承包模式下，业主方通常会派

驻专门的监理团队来对项目进行监管，确保项目的进展和

质量符合要求。这种监管手段虽然能够保证项目的整体进

展和质量，但对于分包商来说，也限制了他们的自主性和

操作空间。业主方的监管可能涉及到施工计划、质量控制、

安全管理等方面的要求，分包商需要严格按照这些要求进

行施工，缺乏了一定的自主权。有时候，由于业主方的过

于严格监管，导致分包商无法发挥自己的特长和创造力，

影响了项目的创新和改进。此外，业主方对分包商的付款

方式和进度要求也是一种制约。由于业主方是项目的支付

方，他们往往会将分包商的付款与施工进度挂钩，要求分

包商按照既定进度完成工程，才能获取相应的付款
[1]
。这

一制约要求对于分包商来说是一种压力，可能会导致他们

在施工期间加班加点，甚至忽略了施工质量的把控。这样

一来，项目进展速度可能会得到保证，但质量问题可能会

出现隐患。 

2.2 招标方式选择不当 

作为建设项目的一种常见承包模式，EPC 总承包模式

在提高工程质量和效率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然而，根据

近期的一些案例和实践经验，发现招标方式选择不当可能

会给 EPC 总承包模式下的项目分包招标管理带来一系列

的问题与挑战。首先，招标方式选择不当可能会导致分包

商的能力与项目需求之间的不匹配。在 EPC 总承包模式下，

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等环节的分包工作由业主或委托

总包商负责，分包商则承担具体的分包任务。如果在招标

过程中，对分包商的资质要求不够严格或者没有充分考虑

到项目的技术难度与分包商的实际能力，就有可能导致分

包商无法胜任工作，进而影响项目进度和质量。其次，招

标方式选择不当可能会导致分包商之间的恶性竞争。在

EPC 总承包模式下，总包商往往会将项目分为多个分包工

程，然后通过招标的方式选择合适的分包商。如果招标方

式不公平或者存在潜在的利益纠纷，就会导致分包商之间

的恶性竞争，甚至出现利益输送、串标等违规行为。这不

仅会损害企业形象，还可能导致工程进度延误和合同纠纷

的发生。此外，在 EPC 总承包模式下，招标方式选择不当

还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信息不对称是指项目相关

信息在招标过程中未能充分、准确地传达给投标方，或者

在评标过程中存在不公开或不透明的情况。这种情况下，

分包商往往无法全面了解项目需求，无法准确评估工程量

和投标价格，进而影响到项目的成本控制和工期安排。 

2.3 审核机制不健全 

在项目的分包招标过程中，由于审核机制的不完善，

往往存在着一些不合格的分包商被选定的情况。这些分包

商可能没有足够的经验和技术实力，无法胜任工程任务，

却因为某种原因被通过了审核。这样的选择不当必然会给

项目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如施工质量难以保证、安全风险

增加等等。而这些问题往往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和资源来

解决，最终导致工程成本的增加和项目进度的延误。其次，

审核机制不健全导致了施工合同的纠纷。在项目分包过程

中，合同的签订是不可或缺的一环。然而，由于审核机制

不健全，一些不合规定的合同往往会被通过，从而引发纠

纷。这些合同可能存在重大的漏洞或不公平的条款，使得

分包商与总包商之间容易发生矛盾和冲突。这种情况不仅

损害了分包商的权益，也对总包商的信誉和形象造成了负

面影响。而为了解决这些纠纷，往往需要诉讼或仲裁等法

律手段，进一步增加了项目的成本和风险。此外，审核机

制不健全还容易导致工程进度的延误。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分包商的选择和合同的签订是至关重要的环节。如果审核

机制不健全，选择不当的分包商和存在争议的合同都有可

能导致工程进度的延误。例如，分包商由于技术能力不足，

无法按时完成施工任务，或者合同纠纷导致施工工序的停

滞不前。这些问题都会直接影响到整个工程项目的进展，

给项目方带来重大的经济损失和时间成本。 

3 EPC总承包模式下的项目分包招标管理问题的

应对 

3.1 与业主方开展良好的沟通 

与业主方开展良好的沟通是 EPC 总承包模式下项目

分包招标管理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沟通的效果不仅影响着

整个项目的顺利进行，还直接影响着业主对项目进展的满

意度。在这个快节奏、信息爆炸的社会，如何与业主建立

起真正的沟通和信任关系，成为了每一个项目经理亟需解

决的问题。首先，在与业主开展沟通的过程中，必须倾听

业主的需求和期望。无论是项目的目标、质量要求还是进

度要求，都要耐心倾听业主的意见，并尽可能地将其融入

到的工作中。只有真正理解业主的需求，工作人员才能提

供更好的解决方案，满足业主的期望。因此，工作人员要

时刻保持谦虚和开放的心态，虚心倾听业主的建议和意见。

其次，与业主开展良好的沟通还需要注意信息的准确性和

及时性。项目经理应当及时向业主报告项目的进展情况，

包括工期、质量、成本等各个方面的情况。同时，对于可

能影响项目进展的重要信息，需要及时向业主汇报，确保

他们能够第一时间了解到相关情况，并与工作人员共同协

商解决方案。在沟通过程中，工作人员要尽量避免使用模

糊的词语和术语，保持简洁明了的表达，避免给业主造成

误解或困惑。除了及时准确的信息汇报，高效的沟通也需

要工作人员善于运用各种沟通工具和技巧。在项目管理中，

工作人员可以通过会议、报告、邮件等形式进行沟通，但

更重要的是，在这些沟通中工作人员要注重沟通的效果。

工作人员可以利用图表、数据分析等方式，将复杂的技术

信息转化为易于理解的形式，便于业主的理解和决策。同

时，工作人员还要善于运用问题导向的沟通方式，引导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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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积极参与讨论和决策过程，提高沟通的参与度和实效性。

此外，与业主开展良好的沟通还需要工作人员保持良好的

沟通态度
[3]
。工作人员要始终以友好、诚信的态度对待业

主，保持耐心、谦逊的沟通风格。即使面对业主可能存在

的不理解、不满或矛盾，工作人员也要保持冷静、理智的

态度，尽量寻求共识，化解分歧。只有通过友好、坦诚的

沟通，工作人员才能建立起真正的信任关系，从而更好地

与业主开展工作。 

3.2 选择正确的招标方式 

确的选择将直接影响到项目的质量、进度和成本控制。

因此，工作人员需要认真思考和权衡各种因素，以确保招

标方式的正确选择。首先，工作人员需要考虑项目的性质

和规模。不同类型的项目有不同的特点和要求，因此需要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最合适的招标方式。例如，对于大型的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可以考虑采用两阶段招标方式，即先

进行资格预审，再进行最终的投标评审。这样可以有效筛

选出具备实力和经验的承包商，确保项目能够按时、按质

完成。其次，工作人员还需要考虑市场竞争情况
[4]
。在选

择招标方式时，应综合考虑市场供需关系、行业竞争程度

以及承包商的数量和实力等因素。如果市场竞争激烈，承

包商数量较多，可以考虑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以提高

竞争程度，同时确保项目的公平性和透明度。如果市场

竞争相对较弱，承包商数量较少，可以考虑采用邀请招

标或限制性招标的方式，以提高项目的承包商选择范围

和质量。此外，工作人员还需要考虑项目的风险和管理

要求。不同的招标方式对于风险管理和项目管理的要求

也不同。例如，对于技术难度较高、风险较大的项目，

可以考虑采用设计-建造（Design-Build）的方式，即由

承包商负责项目的设计和施工，以提高项目的整体协调

性和效率。而对于风险较低、管理要求较严的项目，可

以采用传统的分包招标方式，以便更好地监督和控制各

个分包工程的质量和进度。 

3.3 健全招标审核机制 

健全招标审核机制需要建立科学、公正的评标标准。

在制定评标标准时，应充分考虑项目的实际情况和特点，

明确各项指标的权重，确保评标过程公平公正。评标标准

不仅要包括经济效益方面的指标，还应考虑到技术能力、

工期保障、质量管理等综合因素，以综合评判分包商的能

力和实力。其次，健全招标审核机制需要注重信息透明和

公开公示。项目招标信息应及时发布，包括项目的详细要

求、技术规范、招标文件等，以便有意向参与的分包商了

解项目需求并进行准备工作。同时，在确定中标人后应及

时公示其资质条件、历史业绩等相关信息，确保信息的真

实可信。第三，健全招标审核机制需要加强对分包商的资

质审核和信用评价。资质审核是确保分包商具备承担项目

任务的能力和条件的重要环节。招标方应严格审核分包商

的注册资质、专业技术能力、施工人员配备等，确保其能

够按照合同要求完成工程任务。此外，还可以结合信用评

价体系，对分包商的信用记录进行评估，以过去的项目表

现、合作态度、信用记录等综合考量，选择信誉良好的分

包商。在后续工作中，需要在部门内部贯彻落实责任机制

下，发有关招标管理的重要任务，并且按照实际情况做好

信息的整合，以此来推动各个招标工作的科学进行，之后

再健全对应的管理机制，细化不同的准入模式，比如监管

制度和反馈制度等等。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EPC 总承包项目分包招标管理中存在着合

作伙伴选择困难、合同风险较大以及信息不对称等问题。

为了提高分包招标管理的效率和质量，工作人员可以加强

合作伙伴选择的信息共享、完善合同条款以减少合同风险、

加强监管等。相信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将能够提升 EPC

总承包项目的成功率和整体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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