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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1 、引入项目管理服务单位 可以充分发挥专业管理公司的

技术优势，补充业主技术管理力量的不足，项目业主可以从

繁杂的工程技术管理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抓好宏观管理工

作。 2 、采用大标段施工总承包模式 ①、有利于投资控制，

降低项目工程投资。由于采用总承包体制后，其建设费用一

次性总价包死，变更不增加，从而工程建设费用可得到有效

的控制。 ②、转移项目业主风险。由于采用总价包干和项目

建设管理服务体制，原应由业主承担的多数风险，现由各参

建单位共同承担，从法规、制度上对工程风险进行重新分配

，从而转移了项目业主的大部分风险； ③、施工采用大标段

总承包模式，对承包商的资质要求提高，可以让项目业主选

择更有实力，更具良好信誉的施工企业承担施工任务。另一

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以往工程招标中可能存在的包工

头挂靠等现象，有利于遏制腐败，营造“廉洁工程”； ④、

有利于施工企业降低成本，提高工程质量。由于采用大标段

总承包模式，施工单位对大宗物资采购，均采用统一招标，

统一调配，选择质量优、价格低的工程建设材料，从而节约

工程投资，提高工程质量； ⑤、有利于优化设计，使设计方

案更合理。由于采用总承包管理模式后，除规定的增减互通

立交项目外，其它所有正负工程设计变更均不调整总价，承

包人为获取更多的利润，必然投入大量的技术力量来对设计

进行优化，促进项目设计产品更加完美，同时对提高设计质



量，也会起到促进作用。 （二）、运行可能存在的不足 总承

包管理模式运行可能也存在着各参建单位之间职责不够清晰

、边界条件较为模糊、思想准备不充分、风险估计不足、工

作衔接不顺等问题；主要表现如下： 1 、管理层次 各单位管

理层次偏多，信息传递慢，工作效率低。施工单位项目部3 

个层次、监理3 个层次、管理部2 个层次、业主2 个层次等，

以致检查多，管理繁杂，各类报表、资料多头申报，申报不

及时；目前已进行了一些简化，今后还需不断的调整和完善

； 2 、项目管理服务单位 ①、思想和位置的转换问题；项目

管理单位原从事监理工作，如何从监理角色转向业主角色需

要一个适应过程； ②、由于首次实行项目建设管理服务体制

，项目运作前期，项目管理单位与项目业主之间还存在职责

不够清晰、边界条件较为模糊的情况，例如有的职能交叉，

导致政出多头，监理和施工单位无所适从。为此，年初项目

业主组织调研工作，对职能进行重新划分，目前已有较多改

进，但有的问题还有待于今后不断完善。 3 、设计变更 优化

设计，程序繁杂，难度增大。采用总承包后，除了互通项目

，其他变更不增减，各参建单位认为费用包死，不愿冒风险

，施工单位提出的负变更报批手续麻烦，批准较难；对正变

更各参建单位提的较多，包括地方要求增加涵洞、通道等，

给承包人造成压力和负担。 4 、监理单位 ①、施工监理采用

大标段后，每个合同段要求监理各类人员上场近200 人，甲级

监理单位在职职工人数有限，且监理单位仍有其它项目在监

理，这就导致监理单位履约能力偏弱，组织人员到位需要较

长的时间。 ②、由于监理单位首次接触新的管理模式，在思

想认识上、工作适应上也同样有一个过程。 5 、施工总承包



单位 ①、标段过大，投资较大，各总承包单位承担着繁重的

施工任务，就难以派遣充足的人力、设备、技术资源到本项

目来，集团公司的资源优势得不到充分的发挥。 ②、总承包

单位对风险估计不足，应对和抵御风险能力差，对一些增加

投资的变更（如软基处理、增加通道等）和材料价格的上涨

，一时难以接受，存在等待、观望思想，影响施工进度。 ③

、总承包单位无法及时转变采用小标段管理办法，项目总部

对小标段的管理就无法起到很好的监管作用，不能充分体现

集团公司技术管理优势。 ④、采用大标段后，总承包单位实

际履行了以往项目业主的部分职能，对于一些本应由地方政

府采取行政手段给予解决的问题，如临时用地、利用地方道

路、断水、断路、断电线外辅助工程等许多地方性问题，施

工单位有可能无法及时的协调解决。 ⑤、采用总价包干后，

几乎所有费用均由承包单位承担，各种非生产性资金支出比

例增大，涉及地方道路、临时用地、线外工程、地方电力、

税费等地方性名目繁多的各种费用，承包单位有可能难以承

受。 “总承包管理模式”是顺应时代发展的产物，在工程实

践中，难免会出现新问题，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改进；

只有在各参建单位的共同努力下，随着建设体制改革的不断

深入，对新的建设管理模式不断的充实、调整、提高和完善

，终将得到大家的认同和欢迎。 百考试题造价工程师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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