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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C项目管理



2016年11月24日，江西丰城发电厂三期扩建工程发生冷却塔施工平台坍

塌特别重大事故，造成73人死亡、2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10197.2万元。

事故原因：与压缩工期、突击生产有关

冷却塔施工单位河北亿能烟塔工程有限公司施

工现场管理混乱，未按要求制定拆模作业管理

控制措施，对拆模工序管理失控。事发当日，

在7号冷却塔第50节筒壁混凝土强度不足的情

况下，违规拆除模板，致使筒壁混凝土失去模

板支护，不足以承受上部荷载，造成第50节及

以上筒壁混凝土和模架体系连续倾塌坠落。



2016年11月24日，江西丰城发电厂三期扩建工程发生冷却塔施工平台坍

塌特别重大事故，造成73人死亡、2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10197.2万元。

调查组责任认定：

工程总承包单位对施工方案审查不严，对分包施工单位缺乏有效管控，未发现和制止施

工单位项目部违规拆模等行为。

监理单位未按照规定要求细化监理措施，对拆模工序等风险控制点失管失控，未纠正施

工单位违规拆模行为。

建设单位未按规定组织对工期调整的安全影响进行论证和评估、项目建设组织管理混乱。

事故警醒：中国推行EPC缺乏信任基础

EPC工程总承包项目管理亟待加强



《关于征求房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征

求意见稿）》（建市设函（2017）65号）明确提出：

“建设单位应当加强工程总承包项目全过程管理”，

督促工程总承包企业履行合同义务。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

（建市规【2019】12号）规定：建设单位根据自身资

源和能力，可以自行对工程总承包项目进行管理，也可

以委托勘察设计单位、代建单位等项目管理单位，赋予

相应权利，依照合同对工程总承包项目进行管理。



面对全过程项目管理

我们如何应对？



项目实操中，

不同的项目管理模式，

匹配不同的项目管理方法和思路



工程项目管理模式经历了由“合”到“分”、由“分”到“合”的演变历程，

演化至今形成了多种具体模式。业主在采购工程项目时，需要结合项目特点与自

身需求选择其中更为合适的实施模式。

项目管理模式的发展主线
资产证券化、

PPP模式:

BOT/BT,等

私人业主直接

雇佣工人进

行工程建设

营造师管理工

匠并负责设计

建筑师负责设计

营造师管理工匠

分阶段分专业平
行承发包模式：
分离出QS、咨

询、监理

施工总承包

设计总承包

项目管理总承包

DB、EPC、

CM、PMC等

14世纪 15世纪 19世纪 20世纪

业主自营 建筑师出现营造师出现

工程承包

企业出现

总承包企

业出现

采购模式

多元化

新发展

高端需求

21世纪

备注：1837年英国通过了威特烈保护法，要

求雇佣公用的工料测量师（QS）计算工程量。



     

项目管理模式发展的5个阶段

建筑师
全面
管理

生产力水平低

专业分工还未形成

建筑师全面负责整个项目

建筑师分化

（技术）设计师和施工承包商

设计与
施工

专业分化

项目管理的公司出现

PMC模式出现

项目管理
专业崛起、
工程公司
应运而生

项目管理
专业的
诞生

“三角模式” 
（DBB模式）

逐步形成

项目管理
咨询公司
和项目管
理承包

传统的“三角模式”

演变为DB、EPC等模式



现阶段，建筑市场多实行业主提供设计的(Design-Bid-Build)模式。

DBB模式是一种传统的项目管理模

式,即”设计—招标—建造“ (Design

一Bid一Build)模式,这种项目管理模式

在国际上最为通用，世界银行、亚洲

开发银行贷款项目和采用FIDIC”施工

合同条件”(1999年第1版)的项目均

采用这种模式。

业主

DBB模式

工程师承包商

DBB模式：基于分工范式、推式的思维方式

现在社会有什么问题？



业主

DBB模式

工程师承包商

     传统模式演进： EPC模式（项目建设管理模式的集成化改造）

合
同

合
同

向总承包商集成：EPC模式

EPC模式下发承包双方表现为伙伴式关系，项目的控制权向发包方集成，发包方的

履约效率通过设计优化等激励手段实现。

业主

工程师

总承包商

12

总承包商总承包商



DBB模式与EPC模式

到底有何不同？



一、 DBB模式由业主提供设计，EPC模式业主不提供或提供部分设计

DBB模式下，项目立项后业主招设计单位完成

项目设计，而后依据设计图纸进行施工招标，最终

在工程师的监督管理协调下，由施工总承包商具体

完成全部项目的建造。该模式下业主是分别同设计

单位和施工单位签订合同，这种模式在欧美等国已

采用近百年以上，广泛用于工程建设领域。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管

理办法》（建市规【2019】12号）规定：采用工

程总承包方式的企业投资项目，应当在核准或者备

案后进行工程总承包项目发包。采用工程总承包方

式的政府投资项目，原则上应当在初步设计审批完

成后进行工程总承包项目发包。



二、DBB模式采用工程量清单、单价合同，是重新计量合同，采用计量支付方式

第12.3条 估价规定：

除合同另有规定外，工程师应通过“需测量的工程”和“测量方法”商定和确定的测量方法和适宜的费率和
价格，对各项工作内容进行估价，再按照“确定程序”的规定，商定或确定合同价格。

第14.1条合同价格规定，除非专用条件中另有规定：

（a）合同价格应根据“估价”的规定进行商定或确定，并应按照合同进行调整；
（b）承包商应支付根据合同要求应由其支付的各项税金、关税和费用。除“因法律改变的调整”说明的情况

外，合同价格不应因任何这些费用进行调整；
（c）工程量表或其他资料可能列出的任何数量都是估计数，不是要作为下述内容的实际和正确的数量：
（ ⅰ ）要求承包商实施的工程；
（ ⅱ ）用于“测量和估价”的；

①《施工合同条件》（FIDIC红皮书）

②《FIDIC系列工程合同范本——编制原理与应用指南》 英 尼尔 G. 巴尼 

第六章  重新计量合同

尼尔 G. 巴尼指出，采用DBB模式的FIDIC红皮书业主承担了原估算工程量以及投标时所报的的某些费率与价格的

变动风险，该种模式配套使用带有投标单价的工程量清单，并在施工过程中对完成的工作内容进行最终的重新计

量，并对最终合同价格进行决算支付。

采用DBB模式的
FIDIC红皮书条文规定

英 尼尔 G. 巴尼 
FIDIC红皮书研究结果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

（建市规【2019】12号）

《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示范文本（试行）》

（GF-2011-0216）

第十六条  企业投资项目的工程总承包宜采用总价合同，
政府投资项目的工程总承包应当合理确定合同价格形式。
采用总价合同的，除合同约定可以调整的情形外，合同总
价一般不予调整。

建设单位和工程总承包单位可以在合同中约定工程总
承包计量规则和计价方法。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合同价格应当在充分竞争
的基础上合理确定。

14.1.1合同总价
本合同为总价合同，除根据第13条变更和合同价格的调整，以及合同中其它
相关增减金额的约定进行调整外，合同价格不做调整。
14.6按月工程进度申请付款
14.6.1按月申请付款。按月申请付款的，承包人应以合同协议书约定的合同价
格为基础，按每月实际完成的工程量（含设计、采购、施工、竣工试验和竣工
后试验等）的合同金额，向发包人或监理人提交付款申请。

14.7按付款计划表申请付款
按付款计划表申请付款的，承包人应以合同协议书约定的合同价格为基础，按
照专用条款约定的付款期数、计划每期达到的主要形象进度和（或）完成的主
要计划工程量（含设计、采购、施工、竣工试验和竣工后试验等）等目标任务，
以及每期付款金额，并依据专用条款约定的格式、内容、份数和提交时间，向
发包人或监理人提交当期付款申请报告。

三、 EPC模式采用总价合同，按约定节点支付

         EPC模式合同采用总价合同，按合同规定调整；其支付方式是“里程碑式的付款方式”，最终

支付合同价款必须通过“竣工试车”验收并最终成功。



四、DBB项目标后风险主要由业主承担，EPC项目标后风险主要由总承包商承担

发包人完全承担的

外部风险

法律法规变化

人工费的调整

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原材料等
价格的调整

发包人完全承担的

内部风险

工程变更

项目特征不符

工程量清单缺项

发包人与承包人共同

承担的风险

 物价变化

 不可抗力

 工程量偏差

承包人完全承担的风

险

承包人使用施工机械造成施工费用增加

承包人施工技术造成施工费用增加

承包人管理水平造成施工费用增加

（一）主要工程材料、设备、人工价格与招标时基期价相

比，波动幅度超过合同约定幅度的部分；

（二）因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变化引起的合同价格的变化；

（三）不可预见的地质条件造成的工程费用和工期的变化；

（四）因建设单位原因产生的工程费用和工期的变化；

（五）不可抗力造成的工程费用和工期的变化。
注：根据《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示范文本（试行）》可总结出上述（四）

中的“建设单位原因”主要是指发包人提出的变更和赶工要求。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办

法》（建市规【2019】12号）中规定建设单位承

担的风险主要包括以下五部分：

13清单计价规范规定的DBB项目风险分担 《管理办法》规定的EPC项目风险分担



针对EPC工程总承包项目

怎么进行项目管理？



 以投资管控为核心的项目管理，是目前我国项目管理与工程造价领域发展的新趋

势。由于项目管理三大基本目标的实现过程是一个辩证统一的过程，在实践中对于投

资（成本）的控制，最能反映“造价、质量、工期”三者的制衡关系，也最能高效率

的协调管理好这三方面目标。

项目投资管控，需要明确三方面核心思想……

以投资管控为核心的项目管理

应是EPC项目的指导思想



投资管控的三点核心思想

1、纠偏是投资管控的主旋律
古典控制论鼻祖维纳提出了反馈的设计，信息反馈就是指控制系统把投资实施过程中的数据输送到判断器，又把判断

结论返送回来的动作。投资管控系统就是一种典型的古典控制系统，其本质是通过信息反馈来揭示实际与计划之间的差异，

并采取纠偏措施，使投资稳定在预定的计划状态内。全世界的投资管控都是循着反馈纠偏控制的思路设计的控制系统。

2、纠错防弊的内部控制是投资管控的基本方法
项目内部控制措施通常包括项目风险控制、授权审批的内部牵制等。工程造价咨询机构应当结合风险评估结果，采用

主动控制（预防）与被动控制（纠偏）相结合的控制措施，将风险控制在投资计划之内。并通过内部牵制机制，实现项目

纵向审批上下牵制，项目模向复核纠偏左右制约，相互监督，实现纠错防弊的管控功能。

3、投资管控的重点在前期
英国价值管理之父凯利和伍同两人不约而同地发现投资管控的重点在前期，工程造价咨询机构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前

期。采用的方法有价值工程、LCC和可施工性分析，尤其是工业项目或大型土木工程项目，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

的项目效果尤为显著。据统计，应用可施工性分析可缩短工期10%以上，减少投资5%以上，BlM是可施工性分析的利器。



EPC项目投资

管控的业主方

7大关切点

1、EPC项目的招标采购关键点

2、EPC项目的设计管理关键点

3、EPC项目的工程变更关键点

4、EPC项目中的价款调整问题

5、EPC模式下的索赔关键问题

6、EPC模式下的价款支付问题

7、EPC项目中的竣工结算问题



关切点一 EPC项目的招标采购关键点



招标采购关键点

招标流程



招采阶段首要工作任务



画像的首要任务



“两表”：

   根据木桶理论，其短板决定了它的能力，我们可根据项目的重

难点直接找到最佳承包商（供应商）。以“立命双先导”为原则，

长驱直入做项目。



最佳承包商画像：



一、确定专业资质：“双资质”

u最佳承包商画像

二、明确业绩条件

第十条  工程总承包单位应当同时具有与工程
规模相适应的工程设计资质和施工资质，或者由具
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组成联合体。工
程总承包单位应当具有相应的项目管理体系和项目
管理能力、财务和风险承担能力，以及与发包工程
相类似的设计、施工或者工程总承包业绩。

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组成联合体的，应当根据
项目的特点和复杂程度，合理确定牵头单位，并在
联合体协议中明确联合体成员单位的责任和权利。
联合体各方应当共同与建设单位签订工程总承包合
同，就工程总承包项目承担连带责任。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
建市规〔2019〕12号

第十二条  鼓励设计单位申请取得施工资质，
已取得工程设计综合资质、行业甲级资质、建筑
工程专业甲级资质的单位，可以直接申请相应类
别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鼓励施工单位申请取得
工程设计资质，具有一级及以上施工总承包资质
的单位可以直接申请相应类别的工程设计甲级资
质。完成的相应规模工程总承包业绩可以作为设
计、施工业绩申报。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
建市规〔2019〕12号

鼓励设计企业和施工企业补足资质短板，混合经营，
加速设计施工能力整合

“双资质”要求下谁牵头？



l 以施工为龙头，同时具有设计资质

l 以设计为龙头，同时具有施工资质

l 以设计为龙头，将施工分包

l 设计与施工单位组成联合体

依据《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建市规〔2019〕12号

以及实际操作情况总结出总承包单位主要有以下四种情况：

利于总价控制及现场管理，但设计能力较弱

利于缩短采购周期，但项目管理能力较弱

设计与施工“貌合神离”，难以体现总承包优势

项目管理不到位，工程质量较难保证



ü 以施工为龙头，同时具有设计资质

l 以设计为龙头，同时具有施工资质

l 以设计为龙头，将施工分包

l 设计与施工单位组成联合体

依据《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建市规〔2019〕12号

以及实际操作情况总结出总承包单位主要有以下四种情况：

利于总价控制及现场管理，但设计能力较弱

利于缩短采购周期，但项目管理能力较弱

设计与施工“貌合神离”，难以体现总承包优势

项目管理不到位，工程质量较难保证



三、合理制定评标条件

u最佳承包商特征

五、关注初始信任

工程总承包评标评审的主要因素包括工程总承包报

价、项目管理组织方案、设计方案、设备采购方案、施

工计划、工程业绩等。

以施工阶段为例，要把施工组织设计作为评标重点，

尤其是重难点解决方案的可行性；

四、关注潜在投标人的综合素质评价

1.资质要求：在中国境内合法注册企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具备
营业执照（在有效期内）；同时具备①②项资质：

①设计资质：具备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乙级（含）以上资质。
②施工资质：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及其以

上资质，并持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在有效期内)。
2.财务要求：须具备2016～2018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3.企业业绩要求：
建筑工程设计业绩：成立至今完成1个及以上（含1个）20000平米以上

的单体建筑工程设计业绩或设计施工总承包业绩，业绩范围为设计否则不予
认可。

建筑工程施工业绩：成立至今完成1个及以上（含1个）房屋建筑工程施
工业绩或设计施工总承包业绩，业绩范围为施工否则不予认可。

4.信誉要求：当前未因不良记录被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禁止投标，未被列
入“信用中国”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5.项目经理资格：须具备注册建造师（建筑工程专业）贰级（含）及以
上执业资格和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且未担任其他在施建设
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完成1个及以上（含1个）房屋建筑工程施工业绩或设
计施工总承包业绩，业绩范围为施工否则不予认可。

6.设计负责人资格：须具备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资格及高级工程师，完
成1个20000平米以上的公共建筑工程设计业绩或设计施工总承包业绩，业绩
范围为设计否则不予认可；

【例】某人民医院改扩建项目EPC总承包商的选择条件

最佳承包商（供应商）应为可信任的机构，至少应

具备以下初始信任的基本要素：

市场声誉、技术能力、装备水平、管理能力、纠纷

诉讼率、高管团队印象等条件。

由于目前建筑市场上具有工程总承包业绩的单位较少，在招标时不宜将工

程总承包业绩作为投标条件，以促进工程总承包行业的发展。
——深圳市《EPC工程总承包招标工作指导规则（试行）》深建市场〔2016〕16号

应审核评价项目经理、设计负责人的资格条件等。



（2）明确招标需求

EPC工程总承包招标可以在完成概念方案设计之后进行，也可以在完成方案设计之后进行，即方案未定
的EPC工程总承包招标和方案已定的EPC工程总承包招标。

无论哪种方式，一般应至少明确以下招标需求：

房屋建筑工程包括地上建筑面积、地下
建筑面积、层高、户型及户数、开间大小与
比例、停车位数量或比例等；市政工程包括
道路宽度、河道宽度、污水处理能力等。

（一）细化建设规模

房屋建筑工程包括天、地、墙各种装饰面材的材质种类、
规格和品牌档次，机电系统包含的类别、机电设备材料的主
要参数、指标和品牌档次，各区域末端设施的密度，家具配
置数量和标准，以及室外工程、园林绿化的标准；市政工程
包括各种结构层、面层的构造方式、材质、厚度等。

（二）细化建设标准

除设计施工以外的其他服务工作的内容、
分工与责任。

（三）划分工作责任

房屋建筑工程还应明确是否采取工业化建造方式、是
否采用BIM技术等。

（四）明确技术要求



（3）确定招标时点

传统DBB模式的招标时点为设计阶段所有工作完成后，而EPC总承包项目的招标时点有所不同。

建设单位应当在发包前完成项目审批、核准或者备案程序。采用工程总承包方式的企业投资项

目，应当在核准或者备案后进行工程总承包项目发包。采用工程总承包方式的政府投资项目，原则

上应当在初步设计审批完成后进行工程总承包项目发包；其中，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简化报批文件和

审批程序的政府投资项目，应当在完成相应的投资决策审批后进行工程总承包项目发包。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建市规〔2019〕12号）第七条规定：



（3）确定招标时点

根据国家、各省市政策文件及各类招标文件，EPC项目招标时点主要分为：

（1）可行性研究完成后（2）投资决策后（3）初步设计完成后

项目建议书 可行性研究 施工阶段施工图设计投资决策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招标时点
（政府投资）

招标时点
（企业投资）

招标时点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简
化报批文件和审批程序

的政府投资项目）



（4）确定合同价款

EPC模式下合同价款的确定方式通常为固定总价与成本+酬金这两种方式。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建市规〔2019〕12号）第十六条规定：

企业投资项目的工程总承包宜采用总价合同，政府投资项目的工程总承包应当合理确定合同价格形式。

采用总价合同的，除合同约定可以调整的情形外，合同总价一般不予调整。

建设单位和工程总承包单位可以在合同中约定工程总承包计量规则和计价方法。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合同价格应当在充分竞争的基础上合理确定。

《关于进一步推进工程总承包发展的若干意见》 建市[2016]93号 

工程总承包项目可以采用总价合同或者成本加酬金合同，合同价格应当在充分竞争的基础上合理确定，

合同的制订可以参照住房城乡建设部、工商总局联合印发的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示范文本。

固定总价模式特点：①风险尽量转移给EPC总承包商承担（如：价格浮动等）；②业主管

理工作量小；③业主控制力减弱，投资管控难度大。

成本加酬金合同模式的特点：①合同形式对承包商优化成本的动力较弱；②承包的风险也

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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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C项目难管控环境下

各省对计价办法进行丰富···



传统DBB模式的计价模式

量价分离、从量支付

单价合同下结算工程量形成于历次期中支付的累积

工程量清单计价

EPC模式的计价模式

模拟工程量清单
概算下浮
固定总价

业主方应根据项目具体情况，

合理确定计价模式，确保项目投资管理顺利。



概算下浮招标：是在建设工程招标时，由招标

人在招标文件中约定投标人在工程初步设计概

算的基础上报下浮系数进行结算或计价的方式。

模拟工程量清单：是在方案设计、初步设计

阶段以及施工图纸不完备的情况下，参照类

似工程项目或者标准化清单编制本项目清单,

并估算工程量。投标人根据业主提供的模拟

工程量进行投标报价。工期紧或资金回流急

是模拟工程量清单使用的重要前提。

固定总价：是指投标人在投标时按照发包

人提供的项目清单规定的格式和要求自主

报价，形成价格清单，清单分为勘察设计

费、总承包其他费、设备购置和建安工程

费项目清单。在价格清单中列出的任何工

作量和价格数据应仅限用于变更和支付的

参考资料，而不能用于其他目的。合同签

订为总价合同，合同价格一经约定，除根

据合同约定的在工程实施过程中需进行增

减的款项外，合同价格不作调整。

（5）确定计价模式



业主方应根据项目具体情况，

合理确定计价模式，确保项目投资管理顺利。

模拟清单招标

标准化程度高的项目，可
供参考的同类型项目或类
似项目多，施工图、工程
量清单等资料较多的项目；
项目简单、施工难度小。 

1.对于同质性大、建设难度小的项目，有利于降低项目交易成本
2.简化投标报价计算过程，明显缩短工期。

1.普遍适用性和准确性程度低。清单准确性依赖于以往数据，
与工程实际相比很容易出现偏差，容易出现缺项漏项。
2.模拟清单计价不确定性增加，承包商不平衡报价风险大。
承包商利用其经验和专业优势，通过模拟工程量清单的不确
定性和虚拟性，设置不平衡报价，给业主造价控制带来较多
阻碍。
3.部分价格风险会转移给业主单位。模拟工程量清单部分项
目与工程实际不符，造成投标单位的报价不可用，新增项目
还要重新核定清单单价，部分价格风险又转移给了建设单位，
由于缺乏图纸，工程量也非项目真实数据。

概算下浮招标
初步设计已经完成，概算
已经批准的项目；工期紧
迫的应急项目

1.可以有针对性的控制工程造价，除重大方案变化、重大施工图变更、
合同约定的价格调整外，总价包死不变。
2.发包人承担的风险较小，固定总价合同模式实施过程中的主要风险，
例如实物工程量、工程单价、地质条件、设计错误、气候和其他一切
客观因素造成的风险主要由承包人承担。
3.项目竣工结算简单，结算周期短。概算下浮无需像工程量清单方式核
算全部施工图卷册工程量，节省了人力和时间。
4.招标文件的编制简单，减少招标的前期准备时间。投标单位所需准备
时间较少，投标评标简单方便，加快了定标时间。
5.减少了在招投标过程中的因设计图纸质量风险、招投标文件招标需求
及预算控制价、投标报价等编制质量风险等建设主体的责任风险。

1.不利于风险共担。下浮系数较大导致施工单位亏损，影响
施工单位积极性，结算时承包商索赔风险；下浮系数偏低，
项目投资流失风险。
2.受设计深度影响，造成量价差异。初步设计与施工图设计
深度不同产生工程量及其费用差异导致结算争议引发投资失
控及工期延误风险。
3. 进度款拨付准确性风险。工程按施工进度及已完工程量进
行拨付款时，因概算工程量与实际工程量的差异，将引起过
程拨付款的准确性。

固定总价招标

1)工程量小、工期短，估
计在施工过程中环境因素
变化小，工程条件稳定并
合理;
2)工程设计详细，图纸完
整、清楚，工程任务和范
围明确;
3)工程结构和技术简单，
风险小;

1.量与价的风险主要由承包人承担。对承包人而言，固定总价合同一经签订，
承包人首先要承担的是价格风险。投标时的询价失误、合同履行过程中的价格
上涨风险均由自己承担，业主不会给予补偿。
2.固定总价合同承包人索赔机会少，业主往往在合同中明确只有业主变更设计
和增减工程量可以调整合同价款，这样一来承包人索赔的机会大大减少，而业
主对工程造价的控制就能做到基本不突破预算。
3.工程造价易于结算。只要业主不改变合同施工内容，合同约定的价款就是承
发包双方最终的结算价款。对于业主来说，这样的价款确定形式可以节省大量
的计量、核价工作，从而能集中精力抓好工程进度和施工质量。。

承包人承担大部分风险，报价容易过高。业主在招标时往往
只提供项目的基础设计文件,要求承包商在基础设计概算范围
内提供投标报价并形成固定总价。由于基础设计深度达不到
提供准确工程量的程度,承包商在报价中会包含一笔不可预见
费,作为对未来可能发生风险的应对措施，导致总价容易过高

计价模式对比分析
优点 缺点招标计价模式 适用范围

模拟清单：清单准确性难保证、具有价固定、量据实的特点

概算下浮：缩短工期但易漏项、难以保证套用定额准确性，因
此确保概算准确是关键

固定总价：利于快速招标、总价可控、合同价格固定不予调整



传统DBB模式的评标办法

总咨询师根据招标项目具体特点和

实际需要选择适用评标办法

最低投标价法

综合评估法

EPC模式的评标办法

综合评估法
EPC模式下工程总承包项目可以采用

综合评估法进行评标工作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推进工程总承包发展的若干意见

（建市[2016]93号）



关切点二    EPC项目的设计管理关键点



EPC项目设计管理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招标前的方案设计和初步设计管理

二、招标后的施工图设计管理



一、招标前的方案设计和初步设计管理重点——限额设计

（1）建设单位应运用大数据技术形成自己的限额设计数据指标库，其中

包括造价指标和经济技术指标，如单位工程单位建筑面积造价、分部分项单

位建筑面积工程造价等、设置单位建筑面积钢筋含量、单位建筑面积混凝土

含量等技术限额方便在限额设计时进行参考。

（2）当建设单位没有自己的数据指标库时，可以对标类似项目成本指标

来确定限额指标。



指标内容

项目名称

陕西西安

某传染病楼

 宣威市第二人民

医院迁建项目传染

病楼 

南浔区菱湖人民医

院传染病院区

呼伦贝尔市传染

病医院住院楼建

设项目

山东省德州市临邑县

中医院新院区感染科

门诊（传染病楼）

布尔津县医疗中心

建设项目（县人民

医院迁建）

总造价 11,100,790.89 7,524,589.27 1,468,934.34 160,000,000.00 10,430,000.00 139,921,480.63

其

中

建筑工程 2,325,480.33 
5,889,436.84 1,154,200.00

150,170,000.31 

6,440,000.00 
101,652,955.68 

装饰工程 1,936,076.94 1,840,000.00 

安装工程 2,699,201.91 1,425,153.00 300,300.00 3,180,000.00 21,785,774.53 

措施项目费 975,354.39 
209,999.43 

14334.34 4,059,999.49 1,740,000.00 10,116,323.05 

其它 3,164,677.32 0 5,770,000.20 410,000.00 6,366,427.37 

单方造价 3,277.47 3,553.76 4940.23 48,441.94 3,394.41 3,498.79 

造价属性 预算  预算 估算 估算 预算 预算

传染病医院技术经济指标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经济指标

系统 造价标准 系统 造价标准

信息设施系统

综合布线系统 50元/m³

医院应用系统

排队叫号系统 10元/m³

计算机网络系统 60元/m³ 无线查房 7元/m³

机电设备监控系统 52.26元/m³ 医护对讲系统 8元/m³

电话通信系统 15元/m³ 探视系统 5元/m³

有线电视及卫星 12元/m³ 护理系统 5元/m³

广播系统 15元/m³ 医疗示教系统 10元/m³

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 20元/m³ 安全防范系统 5元/m³

多媒体会议系统 25元/m³ 智能化集成系统（含智能化后
勤管理） 50元/m³

时钟系统 5元/m³

建筑设备监控
系统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60元/m³
消防联动控制系统 7元/m³紧急广播及公共广播系统 3元/m³

出入口控制系统 10元/m³
后勤管理中心机房 7元/m³电子巡查系统 3元/m³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22元/m³
信息中心机房工程 7元/m³停车场管理系统 8元/m³

医用洁净工程经济指标
系统名称

造价标准（万元/间）
项目特征

低挡 中档 高档

洁净手术
室

I级 105万元/间 138万元/间 199万元/间 手术室面积45㎡+辅房面积125㎡

II级 98万元/间 122万元/间 190万元/间 手术室面积39㎡+辅房面积150㎡

III级 87万元/间 108万元/间 174万元/间 手术室面积39㎡+辅房面积150㎡

Ⅳ级 73万元/间 86万元/间 151万元/间 手术室面积35㎡+辅房面积100㎡

ICU（重症监护病房） 5105元/㎡ 5902元/㎡ 8336元/㎡ 配置中心面积530㎡（20床位）

中心供应室 2605元/㎡ 3376元/㎡ 4593元/㎡ 供应室面积770㎡

DSA净化手术室 96元/㎡ 114元/㎡ 187元/㎡ DSA面积51㎡（包括III级净化级
屏蔽）+辅房面积120㎡

医用配置中心 3044元/㎡ 3948元/㎡ 5614元/㎡ 配置中心面积310㎡

气体工程技术经济指标
系统名称 造价标准

气源系统

中心供氧系统

1.液氧站：105万元/台+氧气采购成本：1480元/

立方米（设备采购费40万元/台；设备安装费45万元

/台；土建造价20万元/台）

2.制氧机房：435万元/台（设备采购费350万元/台；

设备安装费35万元/台；土建造价50万元/台）

洁净空调系统 600元/㎡

医疗吸引系统 40万元/套

管道输送系

统

压缩空气系统 22万元/套

医用气体管道工程 80元/㎡

使用终端
终端设备带 3769.92元/台

气体终端设备 600元/套

大型医用防护工程技术经济指标
房间种类 面积（㎡） 单元指标（元/㎡） 合价

X光机房 35-40 1190 41650-47600

介入手术室 45-50 2470 111150-123500

碎石中心治疗室 25-30 2420 60500-72600

CT机房 40-45 1240 49600-55800

直线加速器机房 80-85 1150 9200-97750

MRI机房 40-45 2620 104800-117900

物流传输工程技术经济指标

类别 包含部分 材质 运输速度
每站长度

（米）
造价标准

气动物流

传输系统

中央控制器；空

气动力系统；转

向系统；工作站；

传输瓶组成

PVC材质 高速5-8m/s 300—600 5-8万/站点

镀锌钢管 高速5-8m/s 300—600 9-12万/站点

轨道小车

物流系统

包括运载小车、

轨道、转轨器、

站点控制器、土

建等内容

 

水平

0.4~0.8m/s

垂直0.2-

0.4m/s

200-600 37-45万/站点

单台

AGV
单台  70—150万/台



CBD地下空间技术经济指标

指标内容
项目名称

苏州中心广场
南京江北新区中心

区CBD地下空间
广州珠江新城 杭州来福士 昌平区未来科技城 南宁江南万达广场

上海浦东新区东

方金融广场

总造价 4,086,950,996.79 11,665,453,000.00 3,322,204,300.00 812,791,704.53 561,905,653.49 260,918,323.87 854,013,300.00

其

中

建筑工程 11,665,453,000.00 7,993,640,000.00 1,195,778,500.00 560,052,403.00 283,069,168.42 192,459,615.00 281,846,400.00

装饰工程 7,993,640,000.00 747,175,000.00 386,300,000.00 11,690,557.00 129146915.32 11,874,232.00 22,553,800.00

安装工程 747,175,000.00 1,095,491,000.00 570,660,000.00 124,350,694.00 56520678.31 16,891,194.89 167,308,500.00

其它 1,095,491,000.00 1,769,912,000.00 1,095,545,800.00 116,698,050.53 11632363.45 17947210 330,586,000.00

措施项目费 1,769,912,000.00 59,235,000.00 73,920,000.00 54,863,440.06 32839999.07 21,746,071.98 51,718,600.00

单方造价 9,416.94 11,970.70 7,893.10 7,853.58 7081.27 3,084.14 7,433.96



高星级酒店技术经济指标



二、招标后的施工图设计管理

招标后的施工图设计管理

一般有两种情况：

              （一）不管

              （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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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工程EPC模式的招标   

交通部规定公路工程总承包包括施工图

设计和施工，并把EPC的介入时点定在初步

设计完成。要求初步设计单位深化设计，加

强地质勘查并明确重大技术方案。初设单位

还要核定工程量并编制概算。而总承包单位

投标文件则应包括对初步设计的优化方案、

总承包管理方案、报价清单及说明、分包方

案等。招标人应在初设概算基础上编制最高

投标限价，建议采用综合评估法。 

公路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管理办法

（交通运输部令2015年第10号）



  总承包单位完成施工图后应先报审施工图后报批施工图预算，并按一致

性原则调整报价工程量清单，按批准的清单结算。总承包单位可提出变更，

但应报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审批。一般变更应当在实施前告知监理单位和项目

法人，项目 法人认为变更不合理的有权予以否定，变更不得降低初步设计批

复的功能、等级和质量安全标准。

注：根据《公路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令2015年第10号）第二十四条：
“一致性原则”是指“当采用工程量清单方式进行管理时，总承包单位应当依据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批
准的施工图设计文件，按照各分项工程合计总价与合同总价一致的原则，调整工程量清单，经项目法
人审定后作为支付依据；工程实施中，按照清单及合同条款约定进行计量支付；项目完成后，总承包
单位应当根据调整后最终的工程量清单编制竣工文件和工程决算。”

公路工程EPC模式的投资管控  



此外，施工图设计过程中，业主

与总承包商要对施工图纸进行

可施工性分析和设计优化管控



51

可施工性分析

1.纠正设计错误；

2.检验施工的便利性；

3.检查施工方案的可替代性。

影响可施工性的主要因素

可施工性分析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风险管理；项目工作分解；劳动力计划；现场出

入口（考虑设备的尺寸）、气候条件、区域环境

、场地条件等；施工顺序、施工装备计划；预制

、预拼装以及标准化；现场设施（办公室、临时

用电、给排水、保安、道路、停车等）；可操作

性和可维护性。  

可施工性分析的三大作用
可施工性分析的三种方法：

①优化设计方案使设计便于施工

②提前解决设计施工难题

③正向使用BIM



管控措施一：

公开透明的开展设计优化
业主可在EPC合同条款中规定，只有经

业主审批同意后，总承包商方可进行设计优

化，不可私自进行。同时在合同中规定惩罚

条款，当发现总承包商在不经业主同意时私

自进行设计优化时，严惩不贷。

如何管控EPC总承包商，防止过度优化设计？

管控措施二：

控制EPC施工图设计审图权
业主要控制EPC总承包项目的施工

图设计审图权，对施工图设计文件进

行严格审查，防止其过度优化设计出

现工程质量隐患或达不到预期目标。

EPC总承包商对项目享有较大的管理权限和自由度。为争取最大利润，总承包商可

能会对施工图加大或过度设计优化，从而降低工程质量。因此，业主要加大对EPC总承

包商的管控力度，防止其过度优化设计，损害业主利益。



关切点三 EPC项目工程变更关键点





合同示范文本中关于变更的内容对比表

《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示范文本（试行）》
（GF-2011-0216） 2017版《设计采购施工（EPC）/交钥匙工程合同条件》

变更定义

由发包人批准并发出的书面变更指令，属于变更。包括发包
人直接下达的变更指令、或经发包人批准的由监理人下达的变更
指令。

承包人对自身的设计、采购、施工、竣工试验、竣工后试验
存在的缺陷，应自费修正、调整和完善，不属于变更。

对工程所做的任何改变，且该更改时根据第13条[变更和调整]规定
指示为改变

变更权限
只有发包人拥有变更的批准权，监理人和承包人只有变更的

建议权；

无论是由业主方还是承包商发起变更，在确认变更后业主方都应签
发变更指示。即变更的决定权在业主方，由业主方决定是否变更、如
何变更。对于业主方发起的变更，承包商可以合理理由拒绝接受或是
拒绝提交变更建议书。

变更范围
项目变更的范围包括设计变更、采购变更、施工变更、发包

人赶工指令、调减部分工程及其他变更等；
——

变更程序
发包人应首先向承包人发出变更通知，由承包人审查提出建

议报告，得到发包人批准后执行；
雇主可以要求承包商提出变更建议书，并在约定变更的设计、完成

进度及价款计算条件情形下，指示或批准项目变更；



13.2.1 
设计变更范围

13.2.2 
采购变更范围

13.2.3 
施工变更范围

13.2.4
发包人的赶工指令

13.2.5  
调减部分工程

13.2.6  
其它变更

（1）对生产工艺流程的调整，但
未扩大或缩小初步设计批准的生
产路线和规模、或未扩大或缩小
合同约定的生产路线和规模；
（2）对平面布置、竖面布置、局
部使用功能的调整，但未扩大初
步设计批准的建筑规模，未改变
初步设计批准的使用功能；或未
扩大合同约定的建设规模，未改
变合同约定的使用功能；
（3）对配套工程系统的工艺调整、
使用功能调整；
（4）对区域内基准控制点、基准
标高和基准线的调整；
（5）对设备、材料、部件的性能、
规格和数量的调整；
（6）因执行基准日期之后新颁布
的法律、标准、规范引起的变更；
（7）其它超出合同约定的设计事
项；
（8）上述变更所需的附加工作。

（1）承包人已按合同约定的
程序，与相关供货商签订采
购合同或已开始加工制造、
供货、运输等，发包人通知
承包人选择另一家供货商；
（2）因执行基准日期之后新
颁布的法律、标准、规范引
起的变更；
（3）发包人要求改变检查、
检验、检测、试验的地点和
增加的附加试验；
（4）发包人要求增减合同中
约定的备品备件、专用工具、
竣工后试验物资的采购数量。
（5）上述变更所需的附加工
作。

（1）根据13.2.1款的设计变
更，造成施工方法改变、设
备、材料、部件、人工和工
程量的增减；
（2）发包人要求增加的附
加试验、改变试验地点；
（3）除5.2.1款第（1）项、
第（2）项之外，新增加的
施工障碍处理；
（4）发包人对竣工试验经
验收或视为验收合格的项目，
通知重新进行竣工试验；
（5）因执行基准日期之后
新颁布的法律、标准、规范
引起的变更；
（6）现场其它签证；
（7）上述变更所需的附加
工作。

       发包人的赶工指令。承
包人接受了发包人的书面指
示，以发包人认为必要的方
式加快设计、施工或其它任
何部分的进度时，承包人为
实施该赶工指令需对项目进
度计划进行调整，并对所增
加的措施和资源提出估算，
经发包人批准后，作为变更
处理。当发包人未能批准此
项变更，承包人有权按合同
约定的相关阶段的进度计划
执行。
       因承包人原因，实际进
度明显落后于上述批准的项
目进度计划时，承包人应按
4.1.2款的约定，自费赶上；
竣工日期延误时，按4.5款的
约定承担误期赔偿责任。

发包人的暂停超
过45日，承包人
请求复工时仍不
能复工，或因不
可抗力持续而无
法继续施工的，
双方可按合同约
定以变更方式调
减受暂停影响的
部分工程。

根据工程的
具体特点，
在专用条款
中约定。

《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示范文本（试行）》（GF-2011-0216）变更范围

EPC中的变更：多由发包人提出、能引起价格或工期变化！



依据《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示范文本（试行）》（GF-2011-0216）

第13.5 条  变更价款按以下方法确定：

有适用：13.5.1合同中已有相应人工、机具、工程量等单价（含取费）的，按合

同中已有的相应人工、机具、工程量等单价（含取费）确定变更价款；

无适用、有类似：13.5.2合同中无相应人工、机具、工程量等单价（含取费）

的，按类似于变更工程的价格确定变更价款；

无适用、无类似：13.5.3合同中无相应人工、机具、工程量等单价（含取费），

亦无类似于变更工程的价格的，双方通过协商确定变更价款。

13.5.4专用条款中约定的其它方法。

变更价款确定



关切点四 EPC项目中的价款调整问题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第十六条
采用总价合同的，除合同约定可以调整的情形外，合同总价一般不予调整。

《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示范文本（试行）》（GF-2011-0216）
13.7合同价格调整
合同价格调整包括以下情况：
（1）合同签订后，因法律、国家政策和需遵守的行业规定发生变化，影响到合同价格增减的；
（2）合同执行过程中，工程造价管理部门公布的价格调整，涉及承包人投入成本增减的；
（3）一周内非承包人原因的停水、停电、停气、道路中断等，造成工程现场停工累计超过8小时的（承包

人须提交报告并提供可证实的证明和估算）；
（4）发包人根据13.3款至13.5款变更程序中批准的变更估算的增减；
（5）本合同约定的其它增减的款项调整。
对于合同中未约定的增减款项，发包人不承担调整合同价格的责任，适用法律另有规定时除外。合同价格

的调整不包括合同变更。
概算下浮/固定总价：除合同约定可以调整的情形外，一律不调整。
变更是固定总价合同可以调整合同价款的主要原因。



模拟清单 价款调整
《广西壮族自治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
计价指导意见》（试行）

福建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总承包模拟清单计价与计量
规则（2020年版）

（ 五）合同价款确定及调整
合同中应当约定固定总价允许调整的因素及调整办法。建筑
安装工程费固定总价部分允许调整的因素及具体调整办法主
要有：
（1）主要工程材料、设备、人工价格与招标时基期价相比，
波动幅度超过合同约定幅度的部分；
（2）因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变化引起的合同价格的变化；
（3）不可预见的地质条件造成的工程费用的变化；
（4）因建设单位原因产生的工程费用的变化；
（5）不可抗力造成的工程费用的变化。

6.2合同价款调整
列入工程总承包包干范围的，应当约定工程变更和风险承包范围
外的造价调整办法。下列情形应按有关规定在合同中约定具体调
整办法，发生时在预备费中列支。
（1）建设单位变更发包人要求的。
（2）人工费调整的。其中，按附件3编制模拟清单的专业工程，
人工费基价按最高投标限价中该专业工程分部分项工程费的
30%确定。
（3）主要材料设备价格、施工机械租赁价格变动的。
（4）其他应当调整或合同约定的。
发承包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了提前竣工每日历天补偿额度的，此项
费用应作为增加合同价款列入竣工结算。

模拟清单计价模式下，包干范围内可调价款包括：人、材、机价格变动、

建设单位原因造成、国家政策变化及不可抗力等造成的费用调整。



关切点五 EPC模式下的索赔关键问题





关切点六 EPC模式下的价款支付问题



传统DBB模式的支付方式

工程计量依据合同条款的相关规定对承包商已完工程

量的确定过程，是工程价款支付的前提。

根据准确的工程量

计量支付

EPC模式的支付方式

根据形象进度即里程碑式

的方式进行支付
里程碑付款是一种常用的基于总价合同的付款方式，

合同中的“付款计划表”是EPC总承包模式工程价款

结算的主要依据。



EPC模式采用总价合同，按约定节点支付
EPC模式合同采用总价合同，按合同规定调整；其支付方式是“里程碑式的付款方式”，最终支付合同价款

必须通过“竣工试车”验收并最终成功。

概率下浮招标/固定总价 模拟工程量招标
《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示范文本（试行）》

（GF-2011-0216）
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示范文本（征求意见稿）

建司局函市〔2020〕119号
福建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总承包模

拟清单计价与计量规则（2020年版）

合
同
价
格

14.1.1 合同总价
本合同为总价合同，除根据第13条变更和合同价格的调整，

以及合同中其它相关增减金额的约定进行调整外，合同价格不
做调整。

14.1合同价格形式
14.1.1除专用合同条件中另有约定外，本合同为总价合同，除

根据第13条［变更与调整］，以及合同中其它相关增减金额的约定
进行调整外，合同价格不做调整。

2.0.3 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应区别发包阶段，合理选
择合同价形式。合同价形式包括固定总价合同、固定单
价合同、标后固定单价合同。

支
付
方
式

14.6.1按月申请付款。按月申请付款的，承包人应

以合同协议书约定的合同价格为基础，按每月实际完成的工程
量（含设计、采购、施工、竣工试验和竣工后试验等）的合同
金额，向发包人或监理人提交付款申请。承包人提交付款申请
报告的格式、内容、份数和时间，在专用条款约定。

14.7.1按付款计划表申请付款
按付款计划表申请付款的，承包人应以合同协议书约定的

合同价格为基础，按照专用条款约定的付款期数、计划每期达
到的主要形象进度和（或）完成的主要计划工程量（含设计、
采购、施工、竣工试验和竣工后试验等）等目标任务，以及每
期付款金额，并依据专用条款约定的格式、内容、份数和提交
时间，向发包人或监理人提交当期付款申请报告。

14.1.3合同约定工程的某部分按照实际完成的工程量进行支付
的，应按照专用合同条件的约定进行计量和估价，并据此调整合同
价格。

14.4.2付款计划表的编制与审批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承包人应根据第8.4款［项目进

度计划］约定的项目进度计划、签约合同价和工程量等因素对总价

合同进行分解，确定付款期数、计划每期达到的主要形象进
度和（或）完成的主要计划工程量（含设计、采购、
施工、竣工试验和竣工后试验等）等目标任务，编制付款计划表。
其中人工费应按月确定付款期和付款计划。承包人应当在收到工程
师和发包人批准的项目进度计划后7天内，将付款计划表及编制付
款计划表的支持性资料报送工程师。

按照合同约定的形象进度节点付款
7.1 （3）建筑安装工程进度款、期间结算支付周期应与
合同约定的形象进度节点计量周期一致。承包人应在每
个计量周期计量后的7天内向发包人提交已完工程进度
款或期间结算款支付申请。支付申请应详细说明此周期
应得的款额，包括承包人已达到形象进度节点所需要支
付的价款、承包人按照合同约定调整的价款、已经发包
人确认的索赔金额。期间结算款在相应节点设计概算批
复金额范围内的按实际节点造价（扣质量保证金）支付，
超出相应节点概算金额的暂按节点概算（扣质量保证金）
支付。
7.1 （4）设备及工器具采购前，承包人应将拟采购的设
备名称、品牌、技术参数或规格、型号等报发包人确认。
发包人按合同约定节点支付设备及工器具预付款、进度
款，发包人验收合格后应全额付清（扣质量保证金）。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计价计量规范》（征求意见稿）中规定：承包人应根据项目清单的价

格构成、费用性质、计划发生时间和相应工作量等因素，按照以下分类和分解原则，结合约定的合同进度计划，形成

支付分解报告。

编码 项目名称 分项总
金额

首次
支付

二次
支付

三次
支付

四次
支付

五次
支付

0001 勘察费

0002 设计费

000201 方案设计费

000202 初步设计费

000203 施工图设计费

000204 竣工图编制费

0003 总承包其他费

0004 设备购置费

00XX 建安工程费

合计

合同价款支付分解表

1.勘察费  按照勘察成果文件的时间，进行支付分解。

2.设计费  按照提供设计阶段性成果文件的时间、对

应的工作量进行支付分解。

3.总承包其他费  按照项目清单中的费用，结合约定

的合同进度计划拟完成的工程量或者比例进行分解。

4.设备购置费  按订立采购合同、进场验收、安装就

位等阶段约定的比例进行支付分解。

5.建筑安装工程费  宜按照合同约定的工程进度计划

对应的工程形象进度节点和对应比例进行分解。

EPC模式采用总价合同，按约定节点支付



关切点七 EPC项目中的竣工结算问题



结算价款计算

固定总价：结算价=合同价款调整和索赔+签约合同价

Ø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计价计量规范》（征求意见稿）

       竣工结算编制及审核。无论是方案设计后还是初步设计后的工程总承包项

目，工程竣工结算均按照合同约定进行编制和审核。竣工结算审核时，仅对符

合工程总承包合同约定的固定总价允许调整部分及按实结算的暂估价进行审核，

对工程总承包合同中固定总价包干部分不再另行审核（不包括工程总承包单位

擅自降低建设标准、缩小建设范围、减小功能需要等情况）

Ø 广西自治区住建厅 财政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

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计价指导意见》（试行）

概算下浮：结算价=审定的综合单价包干*实际工程量*（1-合同

约定的下浮率）+措施费、其他项目费+经审核的预算综合单价包

干*实际工程量+  非总承包商原因产生的变更费用
注：措施费、其他项目清单费以审核结算的费率按实计算

Ø 《从化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从化区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EPC）管理办

法（试行）的通知》从府规〔2019〕3号

       在项目结算阶段，采用经审核预算下浮后的工程量清单综合单价包干（合同约定调整

的除外，如施工期间人工价格、材料价格、机械使用费变动超出约定范围）作为结算参考

价格。结算书中若有经审核预算中没有的单价或开项则按有关计价依据开项组价并结合投

标下浮率下浮，工程量按经施工图审查确认的施工图及合同约定的应由建设单位承担的工

程变更按实结算。措施费、其它项目清单费以经审核结算的费率按实结算，有单价的措施

费、其它项目清单费项目以经审核预算的综合单价包干并结合下浮率下浮，工程量按实结

算。工程总承包项目结算时须按投标下浮率下浮后方予结算。

       第二十二条：结算时，工程勘察费、工程设计费均不应超过经评审概算中的工程勘察

费、工程设计费下浮后的造价；建安工程费、场地准备及临时设施费结算价均不应超过经

评审概算中的建安工程费、场地准备及临时设施费下浮后的造价。

模拟清单：结算价=固定总价部分+调整和索赔

                                +暂估价（按实结算）     

       9.3.1条规定：竣工结算价为扣除暂列费用后的签约合同价加（减）

合同价款调整和索赔。

Ø 福建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总承包模拟清单计价与计量规则

（2020年版）

3.3.1建筑安装工程费清单包括单位（项）工程和暂定金额的专业工程，在总

表4中编列。

（2）建造做法类似工程可以参照但工程量难以确定的专业工程，应在分表4-

1、4-2中编列相应的模拟清单，同时在建筑安装工程费中列出暂定金额，采

用模拟清单固定单价、工程量按实结算。 



八大根本性变化

投资管控新思路



管控到 管控

柔性

4、目标由减少投资数量向提高投资效益



5、手段由监控到

6、重点由施工阶段转向前期

7、工具由清单、定额、信息价

8、理论基础向三条路径转移

BIM、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



未来：利用共享经济

现代：建立信任体系

传统：消除信息不对称 消灭不合理利润

消灭不合理成本

消灭合理成本

投资管控 理论基础的三条转变路径



EPC应是基于信任的集成范式，

但是现阶段中国情景中…

     三角模式零和博弈色彩太浓，发承包双方对抗。于是出现了EPC设

计釆购施工集成模式，采用FIDIC银皮书。EPC的基础是合作，合作的

前提是信任，信任表现为双方不利用对方的漏洞。因此，EPC也称交

钥匙工程，付款与结算按约定总价及程序，一般不再审核。

      中国推行EPC缺乏信任基础，故用EPC集成之形、施严格

管控之实，称为中国特色EPC。
73



EPC在不信任环境下：恢复采用“铁三角”，

但工程师（监理）弱化为项目管理单位，协助业

主进行项目管理——即全过程工程咨询单位开

展EPC项目全过程工程咨询。

特别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总

承包管理办法》第十八条对项目管理机构（即工

程咨询企业）的定位是建设单位的辅助机构及代

理人，是为了代替不具有工程全过程管理能力的

建设单位对工程的进行管理的组织。

业主

EPC模式

承包商 项目

管理机构

全过程工程咨询单位
开展EPC项目全过程工程咨询

解决方案：业主与EPC总承包商之间建立专业全咨团队，采取

（PMC、EPCM/PMT/IMT/IPMT）五种衍生解决方案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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