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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urrent	EPC	mode,	design	units	and	construction	units	to	form	a	consortium	still	exist	many	problems,	mainly	for	the	real	
purpose	of	EPC	is	not	clear,	is	still	in	the	traditional	thinking	concept,	the	parties	in	the	EPC	project	in	the	bidding	stage,	construction	
drawing	design	stage,	construction	stage	failed	to	achieve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each	director	 to	complete	the	EPC	project,	
also	because	the	parties	of	EPC	mode,	work	direction	deviation,	so	that	the	consortium	failed	to	ensure	their	own	interests	to	create	
greater	added	value.	The	combination	of	design	+	construction	also	did	not	achieve	the	effect	of	1	+	1	is	greater	than	2.	According	
to	the	project	management	of	EPC	project	general	contracting	for	many	years,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main	contradictions	of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unit	and	the	design	unit	in	the	consortium	and	how	the	consortium	can	cooperate	in	various	stages;	how	to	make	
the	cooperation	concept	of	“one	loss,	one	prosperity”	implement	the	whol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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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总承包（EPC）模式下的设计、施工联合体核心价值
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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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前的EPC模式下，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组建联合体时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对EPC联合的真正目的不明确，仍在传
统的思维观念中未走出来，联合体各方在EPC项目在投标阶段、施工图设计阶段、施工阶段未能达到优势互补，各取所长
来完成EPC项目，也因为联合体各方对EPC模式认知不足，工作方向偏离，从而使联合体未能在确保自身的利益情况下创
造更大的附加值。设计+施工的联合也没有达到1+1大于2的效果。作者根据自身多年从事EPC工程总承包的项目管理，对当
前施工单位和设计单位在联合体中存在的主要矛盾和联合体在各个阶段如何配合；如何让“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合作理
念贯彻整个项目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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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追溯 EPC 工程承包模式的“初心”

只有通过追溯工程总承包的初心在哪里，才能发现我

们如今工程总承包工作方向在哪里，EPC 作为设计、采购、

施工为一体，对建设单位而言责任主体清楚，法律关系明

了。但这是不是就是 EPC 的初心呢？显然不是，作者认为

工程总承包所指向的工程项目交付给建设单位时，就是视为

一个完整具备建设单位功能需求的产品。那么，在这个产品

中一定是集设计、采购、施工各家之长而完成的，其性能和

经济性是最优，性价比最高而量身定做的一个产品。所以

拿 EPC 工程承包模式仅仅认为和理解是建设单位为了节省

时间或明确责任主体而形成的一种发包模式，这是非常片面

的。这种理解只是说明了 EPC 工程总承包的这一发包模式

中的优点而已，其实优点不仅如此，还有业主单位的风险转

移，承包单位将承担更大的风险等。然而，EPC 工程承包

模式应该是集各家之长优势互补、所生产出的产品性价比最

优，在双方合作共赢的过程中还能产生一定的附加值也就是

1+1 结果必须大于 2，这才是 EPC 其初心和核心价值所在。

2 当前 EPC 模式在国内的应用

目前在中国 EPC 工程总承包模式应用较多，特别是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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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国企项目大多采取 EPC 模式进行发包。为了使 EPC 模

式在中国的推广，除地方性法规外，中国部委层面相继出

台一些管理办法和意见其目的就是为推进工程总承包健康

发展。

如 2003 年以来，住建部先后发布了《关于培育发展工

程总承包和工程项目管理企业的指导意见》（建市〔2003〕

30 号）、GF-2011—0216《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示范文

本（试行）》和《关于推进建筑业发展和改革的若干意见》

（建市〔2014〕92 号），明确了推进工程总承包的主要措施，

指导合同当事人的签约行为，倡导工程建设项目采用工程总

承包模式，鼓励有实力的工程设计和施工企业开展工程总承

包业务。推动建立适合工程总承包发展的招标投标和工程建

设管理机制，为推行工程总承包创造政策环境，

2019 年 12 月，住建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房

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其中的

第二章第六条就明确了“建设内容明确、技术方案成熟的项

目，适宜采用工程总承包方式”。2020 年 3 月 1 日起正式

施行，要求加大工程总承包推行力度倡导工程建设项目采用

工程总承包模式，鼓励有实力的工程设计和施工企业开展工

程总承包业务。

从上述住建委颁布的相关文件，对 EPC 发包模式是积

极推广，对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组建联合体是鼓励的。然而，

所有的住建委发布的管理办法、文件，都未能就勘察设计、

采购、施工联合体如何组建，如何明确相互职责，如何发挥

各自的优势等给出具体的指导性文件。而采用 EPC 模式对

于组建联合体应该属于联合体自家内部的分工、配合问题，

而往往因为“家庭”内部的分工不明确，责任界面无法分清，

甚至有些项目在最后无法盈利或者中标后经测算必定出现

亏损的情况下，施工单位往往会选择放弃或寻找各种理由增

加费用，在增加费用不能的情况下可能致使项目中途停工，

如是 EPC 联合体内部开始扯皮。由此可见联合体内部的矛

盾是“家事”，而“家事”只有在彼此都有合作意愿，彼此

都能通过各自的技术优势、专业优势和资源优势加以互补才

能达到共赢的结果。

3 EPC 承包模式下联合体内部主要矛盾

一是对联合体“初心”认知不够。当前 EPC 联合体成

员单位，对 EPC 联合体模式认知深度不够，也缺乏对应的

管理人才，特别是施工单位，当对联合体认知深度不够时

容易出现一系列的相互沟通障碍以及工作方向出现偏离等

问题。

二是联合体成员存在“本位主义”。联合体成员各自

考虑各自的利益。例如，施工单位为了自身的利益，在施工

图设计阶段，自己的工程造价人员高估冒算，主要材料询价

故意加大各种风险，而设计单位也不从施工工艺、难易程度

以及成本控制角度出发进行设计，甚至不排除有些设计可能

还存在对某种材料与厂家勾结加大施工单位的成本现象。

三是工程总承包费用难以调和，设计单位在施工图设

计阶段，基本会忽略施工单位对设计做法的建议，或者说，

施工单位在施工图设计阶段根本没有参与到设计团队中去

更别说什么建议，任由设计单位按国家标准、设计规范设计。

最后的设计成果经施工单位测算说不能干，而设计单位说能

干。在工程总包费用无法调和的情况下联合体内部有可能出

现扯皮，最终导致两败俱伤。

四是设计质量瑕疵较多，设计单位的设计图纸出图后，

未在联合体内部进行审核或者设计单位对初步方案、可研报

告以及设计任务书理解不清、设计界面不明或遗漏，造成工

程变更，而往往在 EPC 模式下发生的设计错误或设计遗漏

造成的设计变更很难在建设单位得到索赔，从而加重了施工

单位的成本。

五是当建设单位发生使用功能的改变，而要求设计

做出的变更，设计和施工未将设计变更后增加的费用依据

EPC 承包模式进行设计优化将总费用调平，抑或设计单位

根本不知道通过设计优化来调平工程总费用的做法，也未能

和建设单位沟通，致使项目最后超概，而超概部分不符合《房

屋市政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

在最终审计时有可能被审减掉，给施工单位埋下经济受损的

隐患。

4 联合体的核心价值

设计、施工组建联合体，相对于一个 EPC 模式下的工

程总承包项目而言，只有当设计方和施工方都能在该项目上

获利，作者认为则这个 EPC 项目是成功的，如单一地从设

计角度看只是完成项目设计任务，并未能做更优的价值工程

分析和最大限度地设计优化，或者因设计原因造成施工单位

的亏损，那么这是一个失败的 EPC 项目或者说是一个失败

的联合体。因此，EPC 模式下的联合体应该做到一损俱损、

一荣俱荣的管理理念并贯穿整个项目全过程，要做到联合体

共赢各方要加强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4.1 做好前期策划
设计、施工单位组建联合体时，要做好双向选择，双

方彼此都了解认同各自的价值和管理体系，在项目投标阶

段，双方充分阅读招标文件特别是设计任务书、设计方案。

双方应在投标文件编制时，完成一类费用（建筑工程费、安

装工程费、设备采购费）和二类费用（工程勘察、设计费、

工程监理费、造价咨询费）等测算工作。并按中标后如何协

同管理、各自的分工、工作量和利润分配等做好前期策划，

并将达成统一意见的内容在投标前列入“联合体协议”之中。

4.2 做好投标前的费用测算工作
EPC 项目投标总价在确定前必须做好建安费、设备采

购费以及设计费的分解和测算，施工单位可以按照初步设计

建设规模、结构类型等通过对材料的市场价格、经验估算、



28

工程设计与施工·第 04卷·第 10 期·2022 年 10 月

对比分析等方法进行估算，并将这一结果及时反馈给设计。

设计单位在本阶段应做好设计任务书和建设项目功能定位、

需求上的研究后完成初步设计，为最后的限额设计做好准备

工作。

4.3 施工图设计阶段的配合
据相关数据表明，在 EPC 施工图设计阶段，设计单位

的工作其设计深度和设计质量对工程造价的影响程度在 75%

以上。为此，设计单位自身在 EPC 联合体的角色扮演中设

计人员不能仅从设计单位角度出发，应充分考虑施工单位在

现场施工的工艺要求，设计要注重技术和经济的对比性。

设计单位在完成施工图设计初稿后，应及时让施工单

位的造价人员对设计初稿中的重要分部分项工程进行费用

二次测算或者设计单位自身的造价员同时测算。二次测算要

更精于投标阶段的测算。施工单位对主要材料、设备的市场

询价以及可以提前进行内部招标工作来获得市场最优价格。

二次费用测算施工单位不能依赖于施工图预算更应该依据

自身的企业定额或市场询价。

施工单位依据设计图初稿在市场询价时要尽量做到客

观、精准，而不应该随意加大材料价格的水分和各类风险。

在这个阶段，施工单位和设计单位要紧密配合，施工单位要

科学地抓紧完成询价工作并给设计单位留出充裕的设计出

图时间。

施工单位一旦完成市场询价和二次测算后，能得出较

为精准的建安工程费，该建安费用应该作为限额设计的依

据，在建安费基本能满足施工图设计要求，又能确保施工单

位的正常利润的前提下即可确定，设计单位即可固化施工图

纸，出具正式版图纸，施工单位应再次协助设计单位对正式

版图纸进行内审，施工单位的对图纸进行审核主要从施工工

艺是否可行、相关专业是否存在碰撞、设计范围界面是否与

设计任务书或初步设计界面相符，是否存在超范围设计，设

备选型是否超标等进行逐一审核。

4.4 施工阶段的配合
目前，在 EPC 工程总承包施工阶段，往往设计单位不

会参与施工的管理，有些设计方仅安排一人作为设计代表负

责反馈信息，这在笔者看来，EPC 项目作为联合体各方都

应组建管理团队，而且施工单位的管理团队和设计单位的管

理团队要就整个项目的管理进行分工，明确责任人，如是由

设计单位牵头，设计单位更应该组建管理团队参与项目的管

理，EPC 内部的管理团队不能各自考虑各自的利益，要站

在 EPC 整个项目的角度和服务于业主单位的角度整体协调

配合完成各项任务。

在施工阶段，设计单位要注意建设单位自身原因做出

的设计变更要求，而施工单位在得到建设单位的变更需求

后，要及时对变更内容进行测算，测算变更费用报设计单位

进行后续设计优化，简而言之就是因建设单位发生变更增加

的费用，设计单位要通过后续设计优化手段将增加的费用在

合同总价中或投资概算中调平。如无法通过设计优化将变更

增加费用进行调平的，则需要报建设单位动用预备费，动用

预备费仍无法满足的则需要追加投资额。因此，作为联合体

的设计单位在本阶段的工作和作用其实尤为重要。

5 结论

在 EPC 承包模式下，设计单位各个专业负责人和设计

师能从传统的设计任务转变观念，从根本上认识设计方不再

是简单地站在设计单位角度完成设计任务，而是认识到每个

设计方案对造价的深度影响，从而注重价值工程的运用。

施工单位则做好自身的 EPC 项目管理人才的选拔和培

养，要摒弃传统的施工管理和人才的需求，选拔一批懂技术、

懂造价、懂施工的复合型人才投入管理团队中。

作者相信，只要设计方和施工方在投标阶段、施工图

设计阶段、施工阶段参照论文探讨的内容高度配合、优势互

补的前提下，是完全可以使联合体达到双方共赢和 1+1 大

于 2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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