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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neral	engineering	contracting	is	one	of	the	brand	new	modes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management,	which	can	be	
fully responsible for the quality and safety, construction period and cost of the project. However, compared with the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general	contract,	China’s	general	contract	openness	is	relatively	insufficient,	and	the	service	level	needs	to	be	improved.	
Therefore, the general contract needs to develop and improve in a comprehensive way.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discuss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general contracting project. The importance of this research to the general contracting 
project model is effectively and clear, so as to provide the basic conditions for its health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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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总承包项目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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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程总承包是国际工程管理领域中的全新模式之一，其能够全面负责工程的质量安全以及工期、造价等。但是与国际化工
程总承包相比，论文的总承包开放性相对不足，并且服务水平有待提高。因此，需要对总承包进行全面的发展和提升。论
文对总承包项目的现状以及发展趋势全面探讨。此次研究对总承包项目模式的重要性有效明确，从而为其健康发展提供基
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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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之间的贸易往来不断加强，为论文经济深化

提供良好的契机。随着合作的深入以及时代的不断发展，使

得总承包项目模式得以出现。其能够对工程项目进行全权负

责，并使得工程的质量得到提升的同时，还可以使工期得到

有效缩短。因此，需要对该模式进行合理化应用。论文从以

下方面来对总承包项目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全面阐述。此次研

究对丰富总承包项目方面知识具有一定的理论性意义。

2 总承包项目模式和发展现状

2.1 模式

工程总承包是国家工程管理领域之中的全新管理模式

之一，工程总承包指的是承包商在合同约定的基础上，来对

工程开展相应的勘察、设计、采购等承包工作，以此来全权

负责工程的质量安全以及工期等。一般情况下，工程总承包

模式主要为 DB—设计—建造模式、EPC—设计—采购—建

造模式等。

2.2 发展现状

在 1982 年，在化工系统设计单位中引入相应的工程总

承包，并对相关的制度和法律等全面制定，从而使总承包取

得一定成果。总承包模式从引入发展到当前，已经取得长足

的进步和发展，并使一批具备设计、采购以及施工一体化的

总承包企业得以形成。这些企业在设计以及采购等方面的能

力相对较强，同时具备良好的融资以及项目管理能力，以此

来为企业的发展和改革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简言之，工程总承包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

行业领域呈现不断的拓展。工程总承包由原来的化工、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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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行业向电力、纺织以及机械等行业不断延伸；第二，合同

额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从相关研究资料中可知，在近几年

中的勘察设计企业中，工程总承包合同额呈现不断上涨的态

势；第三，大型企业的实力得到明显增强。EPC 总承包在

大型建筑企业中的占比不断增大；第四，境外工程总承包业

务规模发展迅速。从相关资料中可知，论文对外承包工程项

目呈现大型化趋势，不仅对其他国家的 EPC 总承包项目有

效承担，还使得总承包合同额呈现迅猛增长的态势。除此之

外，在电力、公路等行业中构建出具备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

工程总承包项目。

虽然近几年论文的总承包业务呈现不断发展的态势，

但与西方国家相比，论文在工程总承包业务市场占有率还是

相对较低，从而使得市场存在较大的潜力。

3 工程项目总承包中存在的风险

3.1 合同风险

在总承包工程项目中，部分承包商在合同中并未对施

工设计中相应的责任归属有效明确，并将该问题划入到业主

单位之中。EPC 工程总承包合同价格指的是总承包商对项

目设计施工一体化工程服务价格整体出售的总和。从索赔风

险合同范本条款中可知，合同风险是重要组成内容之一，当

合同签署完成后，就说明双方已经处于合同承诺状态中。从

该过程中的分析中可知，部分不确定风险因素可以导致合同

状况出现一定的转变。

3.2 成本风险

在项目投资的开始阶段，业主的目的是对相应的经济

效益有效获取，为了使工程施工中不确定因素所导致的风险

得到有效防治，要合理化管理和控制相关投资和项目建设，

从而使投资项目建设能够控制在规定范围之内。但是这样也

使得承包商所承受的成本风险明显加大，业主通常会对固定

总价模式有效选择。

承包商面临的问题以发生变化的成本和不变的佣金为

主，这样就无法对利润空间进行充分掌握。对采购环节来讲，

项目设备材料、数量等是否符合相关标准都会对工程成本

以及工期产生影响，并对工程建成之后能够安全运行产生影

响。从国际项目采购中可知，部分国家的税收政策具有明显

的地域性特点，这样就要全面控制成本，以此来为工程顺利

完成提供基础保障。

3.3 设计风险

EPC 工程在进行设计时，该过程能够决定工程投资金

额的 80%。同时在设计过程中，总承包商的任务不仅有设计，

还要对项目的可行性进行全面分析，并对作业编制情况在施

工中的影响全面分析。当设计方案具备科学合理性，可以使

工程费用得到明显降低。同时方案和工程质量和工期存在密

切关联，所以要使设计以及配合工作得到顺利完成。这也是

业主任务得到顺利完成的前提保障，当承包商设计能力无法

和相关设计要求保持一致性时，就会使衔接过程出现一定问

题，从而使承包商要对相关的设计风险有效承担。

4 工程项目总承包保障体系

4.1 合同设计和管理

在对 EPC 总承包模式全面推进时，合同管理的重要性

相对突出，这就要从承包模式、生命周期等层面来不断强化

合同管理，使合同在管理、工期、费用等方面的细节得到强

化。对国际 EPC 项目总承包商来讲，要在契约经济和合同

经济的基础上，来对合同条款的风险评估能力不断加强。

4.2 关系管理

关系是非正式治理机制的一种，可以对正式控制方式

有效补充，并可以在服务外包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实施

EPC 项目时，需要将关系治理和合同治理等当作依据。关

系治理能够有效规范相应的主体合作行为，使工作效率得到

明显提升。从相关研究中发现，当合作主体之间实施联合承

诺后，可以使合作绩效得到一定程度的增加。

除此之外，在实施工程项目总承包时，利益分配主体

以及激励机制等都能够使业主和承包商之间的关系更加和

谐，总承包商和分承包商之间利益分配的公平性可以使工程

总承包效果得到确保，所以在收益分配机制的基础上，来对

彼此的合作关系有效加强。

4.3 费用控制

在 EPC 总承包背景下，通常会使总承包方面存在较大

压力，尤其是项目费用管控中。如果管理控制的合理性不足

时，就会使项目成本出现大幅度增加，以此来影响项目的总

体收益状况。因此，承包商要在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来对费

用控制管理力度不断加强。

5 工程总承包的发展趋势

随着论文正式加入 WTO，论文的经济增长态势得到明

显加快，国际工程承包量从原有建筑安装范畴向服务贸易以

及技术贸易等领域不断拓展。近年来，建筑市场开始逐渐向

外开放，国际总承包上在管理技术以及资金等方面的优势相

对明显，同时在大型承包工程经验方面也存在明显优势，使

得国际总承包的竞争优势要明显优于国内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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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为了使自身的竞争力得到加强，需要在合理

化的方式下来对自身承包能力不断加强，以此来使承包模

式的先进性得到全面保障。除此之外，相关政府部门要在

WTO 和相关经济原则的基础上，实施一定的因势利导，并

在合理化的方法下，来有效提升总承包的发展速度，从而来

对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工程总承包企业有效扶持。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论文工程总承包企业的综合实力

得到加强，使得工程总承包方面的法律法规得到不断完善，

与此同时，论文总承包企业开始对设计、采购、验收等流程

全面完善，以此来和国际之间有效接轨，从而为施工企业的

发展提供全新的方向。

6 结语

从论文的论述中可知，由于社会处于不断发展的态势，

企业需要和国际企业之间完成接轨。同时对设计技术和施工

技术等研发力度不断加强，以此来使工程总承包技术含量得

到明显提升。除此之外，由于企业总承包实力得到提升，并

且相关法律法规也得到完善，从而使工程总承包开始和国际

化融合，进而为企业的健康发展奠定基础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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