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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建筑行业的迅速发展，传统项目管理模式已无法满足日益复杂的市场需求。EPC 总承包模式作为一种创新的项目

交付方式，整合了各个项目环节，优化了资源配置，从而提高了整体效率与质量，这种模式在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及能源项目

等领域的成功实施，彰显了其独特优势。尽管 EPC 模式拥有诸多优势，实际操作中，管理执行力不足、工程定位不明确，以

及缺乏有效监督管理机制等问题仍然面临，这些因素可能会对项目的最终成果产生影响。因此，研究如何在 EPC 总承包模式

下优化建筑工程管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能够提升项目实施的整体效能，降低成本并增强市场竞争力。通过系统分析 EPC

模式下的管理特点与挑战，提出切实可行的优化对策，为相关从业者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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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traditional project management models are no longer able to meet 

the increasingly complex market demands. The EPC general contracting model, as an innovative project delivery method, integrates 

various project links, optimizes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thus improves overall efficiency and quality. Th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this model in large-scal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energy projects demonstrates its unique advantages. Despite the many 

advantages of the EPC model, in practical operation,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management execution, unclear engineering 

positioning, and lack of effective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mechanisms still exist, which may have an impact on the final results of 

the project. Therefore, studying how to optimize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under the EPC general contracting mode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which can improve the overall efficiency of project implementation, reduce costs, and enhance market 

competitiveness. By systematically analyzing the manage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challenges under the EPC mode, practical and 

feasible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practitio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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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全球建筑行业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EPC（工程

总承包）模式因其独特的优势而备受关注。该模式将设计、

采购与施工环节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显著提升了项目

交付的效率，并在成本控制与时间管理方面展现出明显的

优势。在实际实施过程中，诸多挑战依然面临，如管理执

行力不足、工程定位不明确，以及沟通协调不畅等问题。

因此，深入探讨 EPC 总承包模式下建筑工程管理的优化对

策，显得尤为重要。 

1 EPC总承包模式的特点 

1.1 项目交付的灵活性 

EPC 总承包模式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于项目交付的灵

活性，通过这一模式各方参与者能够根据实际需求及市场

变化进行及时调整，从而最大程度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与传统施工模式相比，EPC 模式有效克服了各个环节孤立

运作所带来的问题。在传统模式中，由于设计、采购与施

工之间缺乏有效协调，往往导致项目周期延长及成本增加。

而在 EPC 模式下，设计、采购与施工均由同一承包商负责，

信息传递变得更加顺畅，决策效率显著提升。以项目实施

过程为例，在施工中若发现设计方案与实际条件不符，承

包商能够迅速调整设计以适应现场情况，这种快速响应能

力不仅减少了因变更引发的延误，还有效控制了项目成本。

此外，根据市场需求，承包商也能够灵活调整材料采购与施

工计划，确保项目按时交付。灵活的交付模式还促使客户更

积极地参与项目进程，在不同阶段客户能够提出需求变更，

而承包商则迅速评估这些变更的可行性并进行相应调整，以

确保最终成果符合客户期望。高效的协同工作机制，使得

EPC总承包模式在快速变化的建筑市场中显得尤为重要。 

1.2 成本控制优势 

在建筑工程领域，EPC 总承包模式展现出显著的成本

控制优势，主要体现在整体管理与资源整合方面。通过将

设计、采购与施工环节整合于一个承包商的管理体系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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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阶段的成本规划与控制得以更加高效。在项目初期，

承包商全面考虑各种因素进而制定合理的预算，有效减少

因设计变更或资源浪费而产生的额外费用。在材料采购过

程中，承包商亦能获得更大的议价权，由于负责多个项目，

承包商可以进行批量采购从而降低材料成本。集中管理不

仅优化了供应链，提高了材料使用效率，还减少了库存积

压，进一步降低了整体成本。EPC 模式强调协同合作，使

得各环节之间的有效沟通能够及时识别潜在的成本风险。

在施工过程中，若发现施工方案存在不合理之处，承包商

能够迅速进行调整，以避免因延误引起的额外费用，通过

实时监控施工进度与成本，承包商在问题发生的早期阶段

可采取措施，有效降低损失。此外，EPC 模式的实施使得

风险得以转移，客户在合同签署时明确了成本上限及所承

担的风险，避免了突发事件带来的额外费用，这种整体机

制不仅提升了项目的经济效益，还为客户提供了更高的保

障，形成了一种更为科学的成本控制体系。 

1.3 时间管理的有效性 

EPC 总承包模式在时间管理方面的有效性通过流程

优化与效率提升得以体现。该模式将设计、采购及施工紧

密结合，形成一个协调统一的整体，以确保各环节能够顺

畅运作。在项目初期，承包商全面掌握设计与施工计划，

从而能够更为准确地制定时间表，集中管理使各个阶段的

时间安排更加合理，显著减少了因信息传递不畅引发的延

误。该模式促进了不同专业团队之间的顺畅沟通，当设计

团队与施工团队在同一承包商的管理下进行协作时，及时

反馈与快速决策变得可行，通过实时沟通潜在问题能够迅

速得到解决，避免了常见的信息滞后所导致的施工延误。同

时，承包商还可以根据施工进度灵活调整资源配置，确保关

键环节获得优先支持，从而加速项目进展。EPC模式还使得

承包商能够在项目推进中进行有效的时间控制，各阶段实施

严格的进度监控，承包商定期对比施工进度与计划，确保一

旦发现偏差能够及时采取补救措施，这一动态调整机制保证

了项目始终保持在预定的时间框架内顺利运行。 

2 EPC总承包模式下建筑工程管理存在的问题 

2.1 管理执行力不足 

在 EPC 总承包模式下，管理执行力不足被视为一个显

著的挑战，直接影响着项目的进展与质量。尽管这一模式

旨在整合各方资源，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存在执行层面的

脱节现象。一方面，项目团队由于角色与责任划分不够明

确，实施过程中可能缺乏紧迫感与主动性，这种模糊的责

任感导致一些关键任务的推进缓慢，最终影响了整体进度。

另一方面，承包商在项目管理中，尤其是在跨部门合作时，

常常面临沟通不畅的问题，各专业团队可能因信息孤岛而

无法有效共享项目进展与所面临的挑战，从而导致决策的

迟缓，这种情况不仅消耗了时间，还可能引发重复工作与

资源浪费，进一步降低整体管理效率。此外，部分项目管

理人员的经验与技能不足，使得在应对复杂问题时反应不

够迅速，难以做出有效的决策，这种执行力不足的情况，

导致项目在面临挑战时无法及时调整，进一步加剧了施工

过程中的延误与成本超支。 

2.2 工程定位不清晰 

在 EPC 总承包模式下，工程定位不清晰常常导致项目

实施中出现一系列问题。模糊的项目目标与范围使得参与

各方在执行过程中产生不同的理解，进而造成协调困难。

不同团队可能对工程的具体需求、设计标准及施工要求存

在差异，这不仅降低了工作效率，还可能导致质量控制的

缺失。缺乏明确的工程定位同样可能导致资源配置的不合

理。在项目初期，未能准确评估所需的技术与人力资源，

导致某些关键环节人手不足或专业能力不足。随着项目的

推进，这种不平衡的资源配置逐渐显露出负面影响，从而

引发施工延误或未能达到预期的工程质量。工程定位的不

明确使客户与承包商之间的沟通变得复杂，在项目实施过

程中，客户需求可能出现变化，若承包商未能及时把握这

些需求，工程与客户期望之间便可能产生脱节，这种情况

不仅降低了客户的满意度，还可能引发后续争议与纠纷，

进一步阻碍项目的顺利推进。 

2.3 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 

在 EPC 总承包模式下，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成为

一个突出的难题，直接影响着项目的执行效果与质量控制。

各阶段的监督往往流于形式，缺乏系统性与持续性。这种

实质性监督的缺失可能导致承包商在执行过程中产生懈

怠，甚至出现疏忽，从而无法确保各项工序按照既定标准

与要求进行，最终影响工程质量。信息反馈不畅亦是缺乏

有效监督机制的另一后果，当现场管理人员无法实时掌握

项目进展与潜在问题时，常常难以及时采取纠正措施，这

种信息滞后不仅可能导致施工延误，还可能引发后期的成

本超支，给项目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此外，监督机制的

不健全导致项目各方之间的责任划分常常模糊不清，承包

商或许认为责任完全由客户或设计单位承担，而客户在发

现问题时又缺乏明确的追责依据。责任不明的局面使得各

方在项目中缺乏积极性，最终影响整体执行效率与效果。

因此，构建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显得尤为重要，以确保项

目能够顺利进行，达到预期的质量标准。 

2.4 沟通协调不畅 

在 EPC 总承包模式下，沟通协调不畅普遍存在，直接

妨碍了项目的顺利推进。由于各参与方的角色与职责差异，

信息共享的渠道通常受到限制，导致项目团队之间的沟通

不够及时且有效，这种信息延迟传递使得决策变得缓慢，

执行过程中各方对项目进展与问题的认知存在偏差，从而

增加了协调的难度。不同专业团队之间的协作不足亦是沟

通协调不畅的一种体现，当设计、施工及监理等团队未能

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时，设计与施工之间常常出现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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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这种不一致不仅降低了施工效率，还可能导致后

续的返工与时间浪费，进一步增加项目的整体成本。在沟

通过程中，各方之间的文化差异及表达方式的不同，亦常

常导致理解上的误差，一些团队对项目目标与要求的理解

可能存在偏差，这加剧了协调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在

发现时已对工程进展产生影响，且解决难度也随之加大。

因此，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确保信息的及时共享，显得

尤为重要。只有在沟通畅通的基础上，项目各方才能更好

地协作，推动项目向前发展。 

3 EPC 总承包模式下建筑工程管理的优化对策

分析 

3.1 提升设计质量与专业性 

在 EPC 总承包模式下，提升设计质量与专业性对项目

的成功至关重要。设计阶段的质量直接影响整个工程的实

施效果，通过引入更加严谨的设计审查流程及多专业团队

的协作，设计缺陷的发生可以有效降低。例如，设计团队

与施工团队的紧密合作，有助于确保设计方案不仅在理论

上可行，还能够顺利执行于实际施工中，这种方法提高了

设计的适应性，并在早期阶段识别潜在问题，从而避免后

期施工中的返工现象。提高设计专业性同样是提升设计质

量的重要方式，选择经验丰富且具备专业知识的设计人员，

能够确保设计方案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在项目初期，高水

平的专业团队能够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充分考虑施工、

材料及环境等多重因素，从而提升整体设计的可行性与可

持续性
[1]
。此外，现代技术手段的应用，如 BIM（建筑信

息模型）等数字化工具，可以在设计阶段实现可视化与模

拟，帮助各方更清晰地理解设计意图，这种信息化的设计

管理方式不仅提高了设计效率，还能在设计评审阶段迅速

识别问题，促进更有效的沟通与协作。因此，通过提升设

计质量与专业性，EPC 总承包模式下的建筑工程能够更好

应对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为项目的顺利实施打下坚实基础。 

3.2 强化成本与风险管理 

在 EPC 总承包模式中，强化成本与风险管理成为确保

项目成功及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策略。精确的成本控制对

项目团队在预算范围内高效运作至关重要，从而避免因预

算超支带来的经济损失，通过建立详细的成本预算与动态

监控机制，各项费用支出的实时掌握，使项目经理能够及

时识别并调整可能引发超支的风险点。例如，定期对比实

际支出与预算，有助于管理层迅速发现偏差，并采取必要

的应对措施，以确保项目的经济可控性
[2]
。与此同时，风

险管理的重要性同样不容忽视，建筑工程项目面临的风险

类型繁多，包括设计变更、施工延误及市场波动等，通过

建立全面的风险识别与评估体系，潜在风险在项目启动之

前得以明确，并制定相应的应对策略。采用风险矩阵进行

分类与优先级排序，能够帮助项目管理者集中资源处理最

关键的风险，从而降低项目遭受重大损失的概率。加强成

本与风险管理的必要性，通过信息化手段愈发显得重要，

现代化的软件工具提供实时的数据分析与预测功能，帮助

项目管理者进行更加科学的决策。借助数据分析，项目团

队能够预测未来成本走势及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为决策提

供更加精准的依据。 

3.3 增强项目管理执行力 

在 EPC 总承包模式中，增强项目管理执行力是确保项

目顺利推进及高效交付的关键因素。明确的目标设定与合

理的分工构成了提升执行力的基础，项目团队应在启动阶

段制定具体且清晰的目标，并将任务科学地分配至各职能

部门，这种明确性不仅能够增强团队的凝聚力，还能确保

每位成员清楚自身职责，从而积极参与项目实施。良好的

沟通与协作机制同样是增强执行力的重要保障，项目管理

者需鼓励团队成员之间进行开放式交流，及时分享信息与

反馈
[3]
。定期召开项目进度会议，使得各方对项目进展有

全面了解，从而能够迅速解决潜在问题，避免因沟通不畅

而引发的延误与误解。激励机制也被认为至关重要，通过

设定合理的绩效考核标准，并结合项目进展情况对团队成

员进行表彰与奖励，团队成员的工作积极性得以有效提升。

当自身努力被认可时，潜在的创造力与工作热情往往会被

激发，从而进一步提高整体执行效率。 

4 结语 

在 EPC 总承包模式下，建筑工程管理的有效性对项目

的成败至关重要。通过对该模式特点及存在问题的深入分

析，可以明确指出，灵活的项目交付、卓越的成本控制及

高效的时间管理，为项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管理执行力

的不足、工程定位的模糊，以及沟通协调的不畅等问题，

却显著制约了整体效率的提升。针对这些挑战，提升设计

质量与专业性、强化成本与风险管理以及增强项目管理的

执行力已成为亟须采取的措施。实施这些优化对策，将有

效提高项目管理的整体水平，促进建筑工程的高质量发展。

展望未来，随着技术的进步及管理理念的不断演变，EPC

总承包模式将在建筑行业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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