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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9B_AE_E7_AE_A1_E7_c41_450755.htm 随着建筑市场体制

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工程建设项目管理体制也在发生深刻

的变化．工程总承包、工程监理制等多种形式的项目承包和

管理模式也在被逐渐采用，本文主要对工程总承包中有关项

目管理承包的运作模式进行一些探讨。 工 程总承包的形式多

样，有从工程项目前期工作开始到竣工投料生产的全过程总

承包，即EPC或EPCM形式的承包；有按照工程项目的分部、

分项、分阶段的总承包；有工程项目的管理与控制的承包，

即项目管理承包(PMC)。 在我公司承接的业务中，采用项目

管理承包的工程逐渐增多。虽然工程项目具有一次性的特点

，各自千差万别，但在这类工程的项目管理中依然存在着共

同的规律。笔者在此对项目管理承包作一些探讨，找出一些

共性的、值得注意的方面，使今后开展的这类管理工作有所

借鉴。 1 工程项目管理的现状 长期以来受过去传统的管理体

制制约，国内许多建设单位都设立了自己的基建管理部门，

建设项目一直沿用建设单位自管的工程建设管理方式，由业

主自己进行管理。随着工程建设中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

，建设单位投资进行项目建设时，在工程的质量、进度和费

用等多方面都存在与对手的竞争。如何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

提下，尽早将项目建成投产，发挥出最大的投资效益，使业

主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单靠过去那种传统的

管理模式，已越来越无法适应工程建设的需要。 另外，现在

许多国有企业在体制改革中，将单位的基建管理部门剥离。



新成立的合资、独资或外资企业，在进行工程建设期间，也

不招聘大量的管理人员从事项目管理工作。 由于上述原因，

加之工程总承包这种方式本身的优点，且有EPCM、EPC

、PCM、CM等多种类型，在目前国内较多的建设项目中，

已被许多建设单位采用。 一些业主出于对国内建筑市场的运

作不了解，或希望仍由业主负责项目管理过程中的决策权，

并在工程的整个运作过程中能对工程费用、计划等宏观方面

进行直接控制，而不愿意采用EPCM、EPC等形式的总承包方

式，但要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对工程进行全面管理，在管理

人员上又无法满足需要。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利用专业化的工

程公司，发挥它们在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和专业技术等方面

的优势，将业主没有能力进行的工程管理交给工程公司，由

工程公司协助业主进行项目管理，即由工程公司对项目进行

管理承包。 2 项目管理承包 所谓项目管理承包就是承包单位

利用自己专业化、规范化、科学化的管理经验和专门人才，

根据合同中规定的具体工作范围和职责，协助业主对工程建

设的费用、质量和进度等内容履行控制、管理和协调工作。

它与EPC总承包的最大区别在于业主在项目管理时的角色和

责任分工不同，项目管理承包时承包单位在工程管理的实际

运作中，具有营业主直接进行管理服务的性质，业主介入较

多；而在EPC工程总承包中，业主则不过多于涉合同中所规

定的由承包单位负责的工作内容。 由于项目管理承包对工程

控制结果的最终确认权在业主，承包单位需要与业主在许多

方面互相协调与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有效地发挥承包单

位的专业管理职能，在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如何界定各自的职

责范围，有效地减少相互之间的推诿扯皮现象，发挥承包单



位在工程管理上的优势，保证工程顺利进行，就需要根据不

同的情况予以区别对待。 3 项目管理承包的模式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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