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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项目建设管理模式

 

(１)传统模式：传统模式属于一种典型的业主管理性质，也是一种最为基本的承发
包模式，由业主委托建筑师和咨询工程师进行前期的各项工作，待项目评估立项后
再进行设计，同时在设计阶段进行施工招标文件准备，随后进行招标，选择承包商
。业主与承包商订立工程施工合同；有关工程部分的分包和设备、材料的采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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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由承包商和分包商单独与供应商订立合同并组织实施。业主单位一般指派业主代
表与咨询方、承包商联系，负责相关的项目管理工作。建筑师、咨询工程师与承包
商没有合同关系，但承担业主委托的管理和协调工作。

 

传统模式的主要优点：沿用时间长，模式相对成熟，项目参与各方对此已是“亲车
熟路”，非常熟悉其运作程序；业主可直接对咨询、设计、施工等关键参与方施加
影响，对项目的控制力度较大。其缺点也很明显：实施周期较长，必须要按照“设
计－招标－建造”的顺序依次进行，只有一个阶段结束后才能开始下一个阶段；业
主需投入大量精力和资源，管理成本高昂；承包人不参与设计工作，设计的“可施
工性”较差；变更较多，容易引致巨额索赔；设计方与承包人之间较易发生争执，
往往会损害业主利益。

 

(２)ＣＭ模式：所谓ＣＭ(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模式
，就是在采用快速路径法(亦称为“阶段施工法”)的前提下，自工程开始阶段即聘
请具有施工经验的ＣＭ单位参与到建设工程实施过程中来，以便为设计人员提供施
工方面的建议并随后负责管理施工过程。这一安排的目的，是将建设工程的实施作
为一个完整过程来看待，以同时考虑设计和施工因素。

 

就其本质而言，ＣＭ模式仍然属于业主管理性质，只不过是传统模式的一种变型而
已；或者说，它是一种兼具承发包与管理服务特点的混合模式。ＣＭ模式的最大卖
点在于“动态设计、动态管理”，以此来缩短工程建设工期。其基本思想是通过采
用快速路径的生产组织方式，即“设计一部分、招标一部分、施工一部分”的方法
，实现设计与施工的充分衔接，以缩短整个建设工期。这种模式明显区别于要等到
设计图纸全部完成之后再行招标的传统的承发包模式。

 

与传统模式相比，ＣＭ模式的主要优点在于：设计的“可施工性”好，施工效率高
；设计和施工平行作业，有利于缩短工期；可较早施工，施工工作得以提前，为精
细施工提供较充分的工期余量；减少了设计方与承包商的“扯皮”和对立；业主可
以实现源于工期缩短而带来的投资利益。ＣＭ模式最为致命的缺点是，由于设计与
施工平行作业，这种“吃笋子剥一节吃一节”的方式容易造成重视局部和短视，而
忽视全局和整体，不太容易把握项目的整体方向和进度，可能会使项目“剑走偏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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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导致一个大相径庭的尴尬结果；项目一旦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容易引致
设计方和施工承包商、分包商的联合“敲竹杠”，使业主在项目总体控制和过程控
制上完全陷于一种被动局面。此外，ＣＭ模式对设计方的协调能力亦有较高要求，
设计方必须要平衡好来自业主、承包商和分包商的利益诉求和施加的压力。

 

(３)ＤＢ模式(“设计－建造”模式)：“设计－建造”(Ｄｅｓｉｇｎ－Ｂｕｉｌｄ)
模式是指由业主选定一家专业机构作为承包商，由其负责工程项目的设计、施工、
安装全过程的总承包。这一模式的基本做法是：在项目原则确定以后，业主选定一
家专业公司负责项目的设计和施工，在投标和签署合同时，均以合同总价为基础。
总承包商对整个项目的成本负责，首先要选择一家设计单位，然后采用竞争性招标
方式选择分包商。使用一个承包商对整个项目负责，避免了设计和施工的矛盾，有
利于控制投资和缩短工期；同时，在选定总承包商时，业主可以把设计方案的优劣
作为一个主要评标因素，有利于业主最终得到一个高质量的项目产品。

 

ＤＢ模式已属于专业机构管理性质，与传统模式相比，已经有了质的不同。如果说
传统模式是“肥水不流外人田”，沿用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那么，ＤＢ模式
，已实质性地迈入了代建制阶段，体现了对社会分工和专业化协作的内在规律的遵
循和尊重，倚重的是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的交换经济。从另一个角度看，ＤＢ模式也
已具备了ＥＰＣ总承包模式的雏形。

 

(４)ＰＭＣ模式：即项目管理承包模式(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
ｎｔｒａｃｔｏｒ，简称“ＰＭＣ”)，是指项目管理承包商代表业主对工程项目进
行全过程、全方位的项目管理，包括工程的整体规划，项目定义，工程招标，选择
设计、采购施工承包商，并对项目建设过程进行全面管理，一般不直接参与项目的
设计、采购、施工和试运行等阶段的具体工作。

 

项目管理承包商(ＰＭＣ)是该模式的核心环节。根据ＰＭＣ的工作范围，ＰＭＣ模
式一般区分为３种类型：其一，代表业主管理项目，同时还承担一些项目边界以外
的以及公用设施的ＥＰＣ工作。这些工作对于ＰＭＣ而言，风险高，回报也较丰厚
；其二，作为业主管理队伍的延伸，管理ＥＰＣ总承包商，但不直接承担具体的Ｅ
ＰＣ事务。这一模式较之前模式，承担的风险较小，所获取的回报也相应减少；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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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为业主的顾问，对项目进行监督、检查，并将相应情况及时向业主反馈。这
一模式事实上属于咨询性质，只收取固定回报，不承担任何风险。第一和第二类型
属于典型的代建制，属于专业机构管理性质。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在ＰＭＣ模式的基础上，德国又出现了一种称为”Ｐｒｏｊｅ
ｃ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模式”的升级版本，属于一种更为高级、更为现代化
的专业机构管理性质。

 

(５)ＰＡ与ＰＰＡ模式：即“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Ａｇｅｎｃｙ(委托－代理)”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Ａｇｅｎｃｙ(委托－委托－代理)
”模式。ＰＡ与ＰＰＡ两种模式主要是解决公司的治理问题。通过所有权与经营权
的“两权分离”，有效地降低管理成本，协调公司利益相关方，包括股东、债权人
、管理人员、员工、供应商、零售商、消费者和社区居民在内之间的关系，其要旨
在履行公司的财务、法律和其他合同义务的前提下使公司价值最大化。

 

(６)ＥＰＣ模式(即ＥＰＣ工程总承包模式)：ＥＰＣ工程管理，是指把设计、采购与
施工作为一个整体，在一个管理主体的管理下组织实施。ＥＰＣ工程总承包是指项
目业主将整个工程的设计、采购、施工乃至开车服务工作，全部委托给一家工程公
司或者具有相应工程能力的设计公司来负责组织实施。

 

ＥＰＣ即“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设计”－“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采购”－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施工”，“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与“Ｄｅｓｉ
ｇｎ”不同，“Ｄｅｓｉｇｎ”单指具体设计工作相比，“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
ｇ”的含义广泛，它不仅包括具体的设计工作，而且极可能包括整个建设工程内容
的总体策划以及整个建设工程实施组织管理的策划和具体组织工作。Ｅｎｇｉｎｅ
ｅｒｉｎｇ使得总承包商的职责进一步向工程前期延伸，要沟通、领略并准确理解
业主的投资意图、总体考虑和具体要求。将“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译为“采
购”，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采购包括工程采购、服务采购和货物采购；而在ＥＰ
Ｃ模式中，则主要是指货物采购，包括材料和设备，完全由ＥＰＣ总承包商负责。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也不同于“Ｂｕｉｌｄ”，“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多指建筑物，特别是房屋建筑物，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并没有特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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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对象，在ＥＰＣ模式中，特别强调适用于工厂、发电厂、石油开发和基础设施(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等建设工程。

 

ＥＰＣ总承包模式具有以下主要特征：ＥＰＣ总承包合同是界定业主与总承包商权
利、责任和风险的核心法律文件；总承包商依据总承包合同可以与分包商签订合同
，分包商的全部工作只对总承包商负责；业主只负责整体的、原则的、目标的管理
和控制，但应负责为ＥＰＣ总承包商提供良好环境条件的义务；业主可以自行组建
管理机构，亦可以委托专业机构对工程项目实施整体的、原则的、目标的管理和控
制；总承包商承担了ＥＰＣ管理风险，同时也拥有更多的获利机会。

 

与业主管理和专业机构管理相比，ＥＰＣ总承包模式在项目治理上发生了本质的变
化。在总价合同中，ＥＰＣ总承包商所主张的权益，不仅限于基于市场化水平的“
合同权利”或“合同收入”，而且更向业主权益渗透一步，要与业主分享一部分“
剩余控制权”或“剩余收入索取权”。与此相对应的支付对价是，ＥＰＣ总承包商
必然要承担工程项目的大部分风险，这是ＥＰＣ总承包模式最为本质的特征。

 

ＥＰＣ总承包模式具有比较突出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专业机构管理项目；专业人
员管理项目；实现ＥＰＣ总承包合同框架下的内部协调，降低交易成本；由风险控
制能力最强的一方承担风险管理责任，有效管理风险并控制建设成本。因此，ＥＰ
Ｃ总承包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工程项目管理模式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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