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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前时代下，随着中国建筑行业的不断发展，为了推动建筑建设水平的提高，一些建筑企业开展了 EPC 模式（EPC—Engineering、

Procurement、Construction，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来进行实际的建设工作。由于 EPC 总承包商要实现设计、采购、施工各工序的合理

交叉和紧密配合，并且工程质量要求复杂、定时完成进度的同时安全系数要求高、造价高及周期长的风险下控制进行全面负责的项目管理，

所以随着 EPC 模式的推行，其在建设工程项目中融资风险问题也备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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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承包商在对 EPC 模式下建设工程项目融资风险进行分析的
过程中，需要全面的了解 EPC 模式建设工程的特点，从整体模式下
看，EPC 模式难在设计与采购施工一体化操作，边设计边施工，承
担总承包任务的企业需要具备多项专业技术能力，或是具备协同多
专业人员共同工作的技术管理能力，当然总承包商的利润得以提
高，合同权力得以加强，所以随之而来在实际建设的过程中会承担
相应的融资风险。因此，总承包商需要对融资风险的来源以及解决
方式进行深入的分析，保证 EPC 模式下建设工程的有序进行。 
一、EPC 模式的简介 

EPC 模式下的建设工程业主（建设单位）通过签订固定总价的
合同将建设工程项目一并派发给总承包单位，其集合了设计、采购、
施工等流程为一体的工作。此外，总承包商需要对整个工程进行前
期立项和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制定，对后期建设工程项目进行勘察和
施工，负责全面管理项目的建设周期、安全以及质量方面的问题[1]。
该模式最显著的特点是业主将工程的部分或全部的设计工作交由
承包商完成，设计又是整个项目中最为重要的环节，设计工作的转
移导致与之相关的工作、责任、风险转移给承包商。此外，在 EPC
管理模式下，项目融资的来源大多数都是根据建设项目的现状来筹
集的，并且根据项目自身的预期收入和资产，来对外承担的债务偿
还的责任。在 EPC 模式中，融资项目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随着 EPC 模式的发展，融资方式多元化，融资过程中风险具有
不可控及不确定性。因此应当对融资风险进行深入研究，对风险进
行有效的规避，从而保证 EPC 模式下建设工程项目在安全和性能得
以保证的情况下，同时能够获得较大的经济效益，使得总承包商与
业主达成共赢。 
二、EPC 模式下建设工程项目的融资风险类型及防范措施分
析 

(一)提高风险识别能力 
首先，需要对 EPC 模式下项目融资渠道进行全面的了解。在当

前时代下，融资渠道是多元化的，既可以通过银行贷款这类传统模
式来进行融资，又能够股票融资，资产证券化等相对新型的融资方
式。因此需要从这些融资渠道入手，对融资风险的因素进行深入的
分析。 

第一，对于银行及信用贷款而言，极大可能产生信用风险。由
于各方代表各方不同立场与利益，比如贷款方可能出现还款意愿低
下，还款能力受限，以及隐形负债和过度负债的情况，而提供贷款
方提供贷款时所收利率较高，无形中增加了贷款方的负担，所以一
些信息在沟通和交流的过程中呈现会出低效碰撞的情况。 

第二，市场风险同样是不容小觑的一环。例如，市场中供求发
生变化，对于房地产而言，供求关系的变化必然造成房地产价格的
波动，具体表现为租金收入的变化和房地产价格的变化，这种变化
会导致投资与实际收益偏离预期。更为严重的是，假如市场中结构
性过剩，出现供给大于需求的情况，造成市场经济的波动，还贷压
力增加，那么所造成的融资风险以及后果都是不可估量的。 

第三，EPC 模式下客观存在的监理问题。监理团队缺乏综合管
理能力十分常见，主要是缺乏经营管理知识和法律知识，缺乏对国

际惯例和 FIDIC 条款的掌握，缺乏掌握高技术的人才。整个建设项
目复杂性较高，且在建设项目实际进行的过程中，可能出现不可预
测性因素，例如建设项目周边自然环境的变化，或者部分工作人员
在实际工作的过程中，由于个人和客观性的原因出现工期的延误，
导致在建设项目进行时出现资金不足的问题，需要根据整个建设项
目的新建设要求和建设重点追加资金，造成一定的融资风险。 

因此，相关工作人员在 EPC 模式下对建设项目融资风险进行防
范时，需要对 EPC 模式下很有可能出现的融资风险类型进行深入的
分析以及整合，根据不同的情况制定不同的风险防范措施。 

(二) 风险防范措施 
在 EPC 模式下，很容易出现诸多的融资风险，为了降低融资风

险后果，防范措施对应如下。 
对于信用风险来说，相关工作人员可以采用分担风险的方法将

损失降到最低，主要是根据各个参与方所签订合同内容中规定的职
责来进行风险的分配。  

在面对市场风险时，可以采用回避风险和风险分担的处理方
法，这就需要对当前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情况
等相关信息进行深入的收集以及处理，明确市场风险的特征，制定
出较为完善的融资风险防范措施[2]。在项目完工之后出现的风险转
移处理，将面临的风险由各个参与方所承担，依据贷款方和总包方
所签订的完工担保协议将风险进行有效的转移。 

在面对客观存在的监理问题，首先需要提高设计管理能力。一
是要求明确设计的图纸过硬。设计是 EPC 项目承包范围内的重要
内容之一，EPC 承包商设计工作的好坏关系到整个项目的成败。二
是对设计进度的控制。三是对设计文件的审核。监理工程师应建立
完备的设计文件审核制度。及时发现设计文件出现错误和瑕疵时，
保证设计专业配套的合理性及功能优化，保证设计输入的正确，避
免建设单位由于设计缺陷而导致工期延误和费用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面临哪种风险，相关工作人员需要做好融资
信息的搜集工作，这样可以减轻或者是转移自身所承担的赔偿责任
[3]。与此同时对于总承包商来说，需要全面的关注结构中融资链条
的变化，并且还要做好法律准备，降低自身所面临的风险和造成的
损失。 
结束语: 

在 EPC 模式下的建设工程项目进行的过程中，经常会面临诸多
的融资风险，为了获取较大的经济效益，总承包商需要对 EPC 模式
下建设工程项目所面临的融资风险进行深入的分析，加强各方的协
调，将风险控制理念贯穿于项目的各个环节中，加强对融资风险管
理的重视程度，保证建设工程项目的有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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