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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全球工程项目规模的增大，EPC 模式以其集成性和综合性的管理特点，通过简化信息传递和协调流程，有效降低

了项目管理的复杂度，提高了项目的整体执行效率。研究者们致力于探讨 EPC 模式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并通过分析、实地

调研等手段深入研究其在不同行业中的应用效果。同时，关注 EPC 模式在实际项目中的应用经验，总结成功实践和面临的挑

战，为提升其实用性和适用性提供了宝贵的经验。EPC 模式已经成为建筑、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项目管理的主流选择，本

文摘要旨在概括并强调该管理模式的重要性，为推动工程项目管理的创新和提升整体执行效能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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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scale of global engineering projects, the EPC model, with its integrated and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characteristics, effectively reduces the complexity of project management and improves the overall execution efficiency 

of projects by simplifying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and coordination processes. Researchers are committed to exploring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methodology of the EPC model, and conducting in-depth research on its application effects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through analysis, field research, and other means. At the same time,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application experience of EPC mode in 

practical projects, summarizing successful practices and challenges faced, provides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improving its practicality 

and applicability. The EPC mode has become the mainstream choice for project management in fields such as architecture, energy, and 

infrastructure. The abstract of this article aims to summarize and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this management mode, providing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upport for promoting innovation in engineering project management and improving overall execution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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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PC（工程、采购、施工）工程项目管理模式的研究

与应用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工程环境中具有重要意义。随着

全球工程项目的规模和复杂性不断增加，传统的分散管理

模式逐渐显现出其在协同和效率方面的局限性。因此，EPC

工程项目管理模式作为一种综合性的、全过程管理的方法，

备受关注并在众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EPC模式以其集成性

和综合性的管理特点，在工程设计、采购、施工等各个环节

之间建立了有机的联系，强调项目的一体化管理。这种管理

模式通过简化信息传递和协调流程，有效降低了项目管理的

复杂度，为项目团队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和执行效率。本领

域的研究不仅侧重于 EPC 模式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的探讨，

更关注其在实际项目中的应用效果和可行性，为进一步提升

EPC模式的实用性和适用性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1 EPC工程项目特点分析 

EPC 工程项目具有多个独特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得

EPC 模式在复杂大型项目管理中备受青睐。首先，EPC 项

目是一种一体化的管理模式，将工程设计、采购和施工等

多个环节集成为一个整体，形成了高度协同的项目管理体

系。这有助于降低信息传递和协调的成本，提高项目的整

体执行效率。其次，EPC 项目通常由一家公司或团队负责

全流程，实现了项目的一站式服务。从项目的起始阶段到

完成，EPC 团队负责设计、采购所需材料和设备，并进行

实际的施工工作。这种集中管理的方式简化了业主方的管

理流程，同时加强了对整个项目的整体掌控。另外，EPC

项目采用总承包的方式，承包商对项目的全过程负责。这

为业主提供了更多的便利，降低了业主的管理难度。同时，

这也强调了承包商在项目成功实施中的关键角色，要求其

具备全方位的技术、管理和协调能力
[1]
。在项目实施过程

中，EPC 模式注重风险管理。通过合同条款和项目管理手

段，将风险分配得更加合理，有助于降低项目的不确定性，

这种风险管理机制提高了项目的可控性，确保项目按照既

http://qikan.cqvip.com/Qikan/Search/Index?key=C%3dTU723.3&from=Qikan_Article_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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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计划达到经济效益和工程质量的要求。 

2 EPC工程项目管理的重要性 

EPC（工程、采购、施工）工程项目管理的重要性在于

它提供了一种综合性、一体化的管理模式，能够在复杂大型

项目中有效整合各个环节，确保项目的高效执行和成功实施。

首先，EPC模式将工程设计、采购和施工等多个环节集成为

一个整体，形成了高度协同的项目管理体系。这一综合性的

管理方式有效降低了信息传递和协调的成本，提高了整体项

目的执行效率。其次，EPC项目通常由一家公司或团队负责

全流程，实现了项目的一站式服务。这种一体化的管理方式

简化了业主方的管理流程，同时加强了对项目的整体掌控，

从工程设计到采购再到施工，确保各个环节有序协同，项目

按计划高效推进。此外，EPC模式注重风险管理，通过合同

条款和项目管理手段，将风险分配得更加合理，有助于降低

项目的不确定性，这种风险管理机制提高了项目的可控性，

确保项目按照既定计划达到经济效益和工程质量的要求。 

3 EPC工程项目管理现状 

3.1 基础设备管理不到位 

当前 EPC 工程项目管理的一个显著问题是基础设备

管理存在不到位的情况。这方面的挑战主要表现在采购、

运输、安装和维护等环节上的不协调和不完善。首先，在

基础设备采购过程中，可能存在供应商选择不当、合同条款

不明确以及质量监控不到位等问题，给项目进度和质量带来

潜在风险。其次，基础设备的运输和安装需要高度协调，若

这些环节存在疏漏，可能导致设备损坏或施工进度延误，影

响整个项目的执行。此外，基础设备在运行期间的维护环节

同样存在管理不足的情况，可能引发设备寿命缩短、运行效

率下降等问题，对项目的长期稳定运行构成潜在威胁。 

3.2 建筑材料管理不科学 

在当前的 EPC 工程项目管理中，一个显著问题是建筑

材料管理不科学。这问题主要体现在材料采购、存储、运

输和使用等环节上存在不合理、不科学的管理方式。首先，

在材料采购阶段，可能存在供应商选择不当、材料质量监

控不严格等问题，这可能导致项目材料的质量不达标，进

而影响整体工程的质量。其次，建筑材料的存储和运输环

节也存在挑战，不当的存储条件和不合理的运输方式可能

导致材料损耗、污染或者在工地使用时出现问题
[2]
。此外，

缺乏科学的库存管理和跟踪系统可能导致材料浪费和过

期问题，对项目成本和进度产生不利影响，建筑材料作为

项目的基础，其管理不科学可能直接影响到工程的施工进

展、质量控制以及整体项目的经济效益。 

3.3 技术管理队伍不专业 

在当前的 EPC 工程项目管理中，存在一个显著问题是

技术管理队伍不专业。这一问题主要表现在项目团队中涉

及技术方面的人才可能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无法

有效应对工程项目中的技术挑战。首先，可能存在技术管

理团队成员的培训水平不足，导致其对新兴技术和最佳实

践的了解不够深入，难以应对复杂工程中的技术难题。其

次，缺乏专业技术管理人才可能导致项目在技术方案设计、

工程实施过程中的决策不够科学合理，影响工程的整体质

量和执行效率。此外，技术管理团队的不专业可能导致项

目在技术创新和应对突发技术问题方面的能力不足，影响

工程项目的创新性和应变能力。 

3.4 设计与施工混乱 

在当前 EPC 工程项目管理的现状中，设计与施工之间

的混乱问题是一个普遍存在的挑战。这混乱可能表现为设

计方案的不充分考虑施工可行性，导致在实际施工阶段出

现问题，或者是设计变更频繁、不及时沟通，给施工带来

了困扰。以下是这一问题的一些主要方面：首先，设计不

充分考虑施工可行性可能导致施工过程中的问题。有时，

设计方案在制定时可能未充分考虑到实际施工的条件和

限制，可能存在不合理或难以实现的设计要求。这种情况

可能导致施工现场的混乱，增加了施工的难度和成本。其

次，设计变更频繁且沟通不畅通可能给施工带来困扰。如

果设计方案在项目进行中频繁变更，而这些变更未能及时

有效地沟通给施工方，可能导致施工计划的不稳定性，增

加了项目的不确定性。此外，设计与施工方之间的沟通不

畅通也可能导致误解和冲突，影响项目的整体进度和质量。

这些问题的存在可能导致项目执行阶段的混乱，不仅影响

了项目的进度和质量，还可能导致额外的成本和资源浪费。 

4 EPC工程项目管理基本举措 

4.1 确立施工现场管理原则 

确立施工现场管理原则是 EPC 工程项目管理中的基

本举措之一，对于确保施工过程的有序、高效进行至关重

要。这一原则的制定旨在规范和优化施工现场的管理体系，

以确保项目的安全、质量和进度达到既定的目标。首先，

施工现场管理原则应强调安全第一。在任何施工工程中，

安全都是首要关注的方面。通过建立明确的安全政策、制

度和培训计划，确保所有施工人员都能够理解并遵守相关

安全规定，最大程度地减少事故风险，保护工程人员的生

命安全。其次，质量管理是施工现场管理的核心。明确质

量标准和要求，建立全面的质量管理体系，从材料采购到

施工完成，确保每个环节都符合质量标准。通过监测、检

测和评估，及时发现并纠正潜在的质量问题，保障工程的

高质量完成
[3]
。另外，施工现场管理原则还需要注重进度

管控。建立合理的施工计划，确保各个施工阶段的有序推

进，有效利用资源，防范可能的延误，及时发现和解决施

工中的问题，保持施工进度的稳定性。 

4.2 强化施工技术管理能力 

强化施工技术管理能力是 EPC 工程项目管理的基本

举措之一，对于确保工程项目的顺利实施和高质量完成具

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强化施工技术管理能力要求项

目团队拥有充足的专业知识和技术经验。培养和吸引具有

相关专业背景和丰富实践经验的技术管理人才，确保团队

对项目中所涉及的技术难题和创新性要求有深刻的理解

和应对能力。其次，建立科学、合理的技术管理体系。确



建筑工程与管理·2024 第6卷 第1期 

Architecture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2024,6(1)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113 

立清晰的技术管理流程、规范和标准，使其能够贯穿整个

工程项目的生命周期。这包括技术方案的设计、施工过程

的监控、问题解决和质量评估等各个环节，以确保技术管

理的全面性和系统性。另外，强化施工技术管理能力还需

要注重技术创新和引进新技术的能力。密切关注行业最新

的技术发展趋势，引入符合项目需求的先进技术，以提高

工程的效能和降低成本。同时，鼓励团队在实践中寻找创

新解决方案，促使项目技术水平不断提升。 

4.3 完善施工成本管理机制 

完善施工成本管理机制是 EPC 工程项目管理的基本

举措之一，对于确保项目的经济效益和成本控制具有关键

作用。首先，建立明确的成本核算体系。确保对项目各个

阶段的成本进行全面、细致地核算，包括设计、采购、施

工、监理等环节的成本。通过建立透明的核算流程，可以更

准确地掌握项目的各项费用，为合理决策提供有力支持。其

次，强化成本控制手段。采用科学、有效的成本控制方法，

监测和分析项目的实际成本与预算之间的差异，及时发现并

解决潜在的超支问题。建立成本预警机制，使项目管理团队

在成本风险出现时能够迅速做出反应，确保项目的经济效益

最大化。另外，优化供应链和采购策略。通过合理的供应链

管理和采购策略，降低采购成本，确保物资和服务的质量。

同时，建立合理的合同制度，明确责任与义务，规范供应商

与承包商的合作关系，有助于避免成本的不必要增加。 

4.4 组建专业化技术管理团队 

组建专业化技术管理团队是 EPC 工程项目管理的基

本举措之一，对于确保项目在技术方面的高效、科学管理

和成功实施至关重要。首先，专业化技术管理团队应当具

备广泛的专业知识和深厚的技术经验。通过招聘和培养具

有相关专业背景的人才，确保团队成员具备项目所需的专

业技术素养，能够全面了解和应对项目中的技术挑战。其

次，建立清晰的技术管理体系。专业化技术管理团队应当

在项目中发挥技术管理的引领作用，建立起明确的技术管

理流程、规范和标准，覆盖技术方案的设计、施工过程的

监控、问题解决和质量评估等各个环节，以确保技术管理

的系统性和全面性。另外，强调技术创新和引进新技术。

专业化技术管理团队应当密切关注行业最新的技术发展

趋势，引入符合项目需求的先进技术，提高工程的效能和降

低成本。鼓励团队成员在实践中寻找创新解决方案，促使项

目技术水平不断提升。最后，促进团队之间的合作和知识共

享。建立团队之间的协作机制，鼓励团队成员之间分享经验

和知识，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通过定期的团队培训和技术

交流会议，确保专业化技术管理团队保持最新的技术水平。 

4.5 实现设计与施工系统化 

实现设计与施工系统化是 EPC（工程、采购、施工）

工程项目管理的一项关键举措，对于提高工程项目的效率、

降低风险，以及确保质量和进度的一致性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系统化设计与施工能够在项目的早期阶段就实现更高

水平的一体化协同。通过在设计阶段引入施工专业的视角，

可以更好地考虑施工可行性、工程实施过程中的挑战，并在

设计中预防潜在的施工难题。这种系统化的方法有助于优化

设计，减少施工阶段的修改和调整，提高整体项目的效率。

其次，系统化设计与施工有助于降低项目风险。通过在设计

和施工之间建立有机的连接，可以更好地识别和管理潜在的

风险因素。及早发现和解决设计与施工之间的冲突，有助于

避免后期的额外成本和时间浪费，提高项目的可控性。另外，

系统化设计与施工有助于确保质量和进度的一致性
[4]
。通过

明确的设计标准和施工规范，确保设计与施工的一致性，减

少了误差和变更的可能性，这有助于保持工程项目的质量水

平，确保按计划推进，避免项目进度的不稳定性。 

5 结语 

EPC 工程项目管理模式的研究与应用为当今工程领

域的管理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操作指导。通过深

入剖析其理论框架、方法论以及在实际项目中的应用效果，

我们不仅理解了 EPC 模式在项目管理中的优势，也清晰认

识到其在不同行业的广泛适用性。在研究方面，学者们通

过案例研究、实地调研等手段深入挖掘了 EPC 模式的管理

机制，为工程项目管理领域的理论体系提供了新的思路和

方法。对 EPC 模式的深入研究不仅促进了相关理论的发展，

也为未来更高效、更灵活的项目管理提供了借鉴。在应用

方面，EPC 模式已经在建筑、能源、基础设施等众多领域

得到了广泛应用，成为复杂工程项目管理的首选模式。然

而，我们也应该认识到，EPC模式的成功应用需要综合考

虑项目特点、团队素质以及外部环境等多方面因素。未来

的研究与实践需要更深入地关注 EPC 模式的创新和适应

性，以更好地满足不断变化的工程管理需求，推动工程项

目管理领域的不断进步。在这个过程中，学者、从业者和

决策者的共同努力将为 EPC 模式的更广泛应用和不断优

化提供有力支持，促使工程项目管理在高效性和可持续性

方面实现更为卓越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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