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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C 总承包模式下项目管理的优化研究
冯屈原 曹文浩 曾 程 王志赫

大连工业大学基建处 辽宁 大连 116013

【摘 要】新校区建设项目具有投资额度大、建设周期长、专业综合性强、串联管理复杂等特点。EPC 工程总

承包模式就是面对建设工程管理的严峻条件而提出的新型建造模式，有力地契合了现代工程的组织化需求，以设计、

采购和施工总承包的模式实现“交钥匙工程”，达到降本增效的现实目的，缩小建设周期，避免了业主繁重的管理

协调工作量，最终实现项目的交付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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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高校“双一流”教育背景下，为新校区基本建

设筹建工作提供了广阔的舞台，科学选择自适应的基建

管理模式，充分发挥朱蓓薇院士团队人才及技术优势，

充分发挥食品学科协同创新中心嫁接政府连接市场的

纽带作用，与毗邻大连食品科技产业园规划项目互为依

托、共享共赢，逐步打造成为大连西北地区科技文化新

高地。

1.EPC总承包模式优势

1.1.优化流程架构和控制成本。

在合同总价和工期相对固定，建设单位的投资和工

程建设期相对明确的前提下，发挥总负责人的综合管理

能力，发挥建筑师在严格控制成本的前提下进行创作和

创新去优化设计，进而从源头提升建筑品质，符合供给

侧改革需求。

1.2.达成统筹规划和协同运作。

由于高等学府的教育属性，以及需要自筹建设资金

的现实问题，设计条件相对苛刻。从投标、设计、建造、

施工、招商、运营等全程一体化的模式，能有效地解决

设计与施工的衔接问题，减少采购与施工衔接中不必要

的中间环节，能顺利地解决施工方案中适用性、技术性、

安全性之间的矛盾。

1.3.清晰工作范围和责任界限。

总承包单位有较强的责任和风险意识，可减少建设

单位经验不足带来的诸多安全、质量漏洞。同时，将建

设单位从具体事务中解放出来，关注影响项目的重大因

素上，确保项目管理的方向可控。

2.EPC总承包模式下多维度建设规模特点

2.1.新校区建设规模

北校区选址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辛寨子街道辖区、

现校区北侧，东至华润二十四城小区（前革村界）及市

政道路、南至市政规划建设玉山路（毗邻大连工业大学

南校区及道路下穿工程连接部）、西至砬夏河上游河段

（毗邻商住一体规划建设区块）、北至市政规划道路（毗

邻大连食品科技产业园规划建设区块），红线用地面积

296793 ㎡，退线后面积 277000 ㎡，用地周边路网仍依

托现状松江路与张前路。场地东高西低，西侧地形较平

坦，场地受机场净空影响。在大连市城市总体规划中，

项目用地性质为教育科研用地，符合总规要求。

北校区建设的总体发展目标主要有三点：

（1）一次征地、总体规划、分期建设；

（2）立足长远，通过合理及超前规划，为学校未

来发展提供空间保障；

（3）传承“工大传统”，博学精思、笃行致新。

空间布局的构思主要分为以下五个部分：

（1）南北校区生活中轴线的衔接；

（2）南北校区教学中轴线的衔接；

（3）北校区周边沿街的景观界面；

（4）南北校区之间交通衔接方式；

（5）北校区与周边住区共享设施。

2.2.新校区建设特点

（1）一次规划、分步实施

北校区建设的计划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学校自筹，

这种建资方式导致学校北侧土地搁置时间较长，通过每

年结余积攒自筹资金，如果北校区一次性全部建设完成

后再进行搬迁，其建设资金无法在短期内到位。

（2）自筹资金为主、财政资金为辅

依托我校重点学科（食品学科）及院士团队的推动

下，可由院士科研团队积极申请国有资金，以财政拨付

形式专款辅助我校进行北校区建设。但国有资金只能用

于专项建设，即北校区一期食品学科教学楼项目，而北

校区一期其他建设项目所需资金学校只能通过贷款、自

筹，且北校区后续建设可获批专项资金项目有限，自筹

资金仍为项目建设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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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期要求紧，工程管理难度大

北校区建设急需解决南北校区衔接问题，市政府参

与度较高，又因我校隶属于省教育厅管辖，在建设项目

审批与沟通上存在时效性问题。又因北校区一期建设全

部资金及部分后续建设资金需要自筹或贷款并将为此

支付巨额的时间及资金成本，这就要求北校区建设过程

中在合理范围内尽量缩短建设工期以节约时间及资金

成本。

2.3.多角度选择新校区建设管理模式

结合我校北校区分批建设特点，本着国家资金用足

用好、自筹资金用妥用稳的原则，有的放矢、轻重缓急

的稳步推进各项建设工作，一期项目资金来源多样化，

不仅有以学校外部资金为主，自筹资金为辅，且对建设

速度要求较高的项目；还有以自筹资金为主，严格把控

建设质量，严格控制时间及资金成本的项目，建议采用

共管模式-PMC 模式、代建代管模式-CM 模式。

2.3.1.共管模式-PMC 模式适用性及优势分析：

（1）适用于管理经验、技术力量较弱，基建人员

数量和专业配备不足的高校。

（2）适用于工程技术复杂，建筑体量大，工期时

间紧的项目，尤其是一些甲方从未接触过的项目；同时，

应聘请到同类工程经验丰富、信誉佳的项目管理公司。

（3）共管模式克服了自身管理力量的不足，兼顾

了自管模式的优点，使高校掌控全局决策权，最大限度

实现新校区设计理念和建设保证。

2.3.2.代建代管模式-CM 模式适用性及优势分析：

（1）采用代建管理模式可以不再成立基建管理部

门，原基建管理部门只承担对外手续工作，这样有利于

实现基建管理社会化，减轻学校长期的人员负担。

（2）对于人员和技术力量无法满足现有基建任务

的在建高校，特别是短期内基建任务重或扩建新校区的

情况，应考虑采用代建管理模式。

（3）代建单位承担了建设项目的全过程工作，其

专业、高效的管理是工程按时完成并交付使用的前提。

同时，可以创新模式借鉴 EPC 模式，自项目决策阶

段后，从设计开始，委托一家项目管理公司对设计-采购

-施工进行总承包，针对不同项目采用不同建设模式实施

建设。

3.结束语

新校区建设管理模式是依据学校自身基建任务特

点和行业规律，在不同建设阶段选择其相应的项目管理

模式。在实际工作中，每种模式各有利弊，适用性各有

不同，不能生搬硬套，眉毛胡子一把抓，应根据我校自

有基建管理实力和项目建设的具体情况进行综合考量

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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