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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工程总承包（EPC）作为政府积极推广的一种工程建设模式，

其本身具备诸多优点，但在现阶段和实际操作过程中还存在多

方面的问题。通过对沁河二期生态综合治理项目的梳理，指出

了甲方、施工方及设计方在工程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不同问题及

其产生的根源。最后从不同角度提出了问题的解决途径，特别

是作为设计方，除了在项目前期加强与甲方的沟通和选择合适

的联合体伙伴外，重点是需要建立合适的 EPC 项目设计模式和利

益分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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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project construction mode actively promoted by the 
government, Engineering Procurement Construction(EPC) mode 
has some advantages, but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in actual 
operation process. By sorting out the second phase of Qinhe River 
ecological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project,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different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oject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owner unit, construction unit and design unit, traces the 
causes of these problems,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the solutions 
from different angles. Especially as the design unit, in addition to 
strengthening the communication with owner unit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project and selecting appropriate consortium partners, the 
key point is to establish an appropriate EPC project design mode 
and benefit distribution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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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总承包（EPC）模式下园林工程项目的问题与对策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Landscape Engineering Project under Engineering 
Procurement Construction(EPC)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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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PC 模式的兴起

从 2013 年中央政府提出了“政

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后，

各地方政府掀起 PPP 项目的建设热

潮。特别是在市政工程和生态建设（环

境保护类项目）领域内，PPP 项目作

为主力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从而也

催生了一批以园林生态、环境修复等

业务为发展方向的上市公司。但在实

践中出现了部分地方泛化滥用 PPP、
项目超出财政承受能力甚至借 PPP
名义变相举债等一些突出问题，增加

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隐患 [1]。到

了 2018 年，中央坚决执行“去扛杆”

的金融政策，将“钱袋子”收紧，才

使“疯狂”的 PPP项目得到理性控制。 
工程总承包模式虽然不是新鲜事

物，但自此逐步走向前台。从 2014 年

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的《关于推进建

筑业发展和改革的若干意见》中要求

加大工程总承包推行力度，到 2020 年

3 月 1 日《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

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正式实施，

几年内国家和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 100
多个推进工程总承包发展的文件 [2]。在

此基础上，有的地方政府已经开始积极

落实相关政策，提出了具体指标，如江

苏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与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于 2020 年 8 月发文，要求政府投

资项目、国有资金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

的项目率先推行工程总承包方式，各地

每年要明确不少于 20%的国有资金投资

占主导的项目实施工程总承包模式。依

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9 年全国工

程勘察设计统计公报》，2019 年工程

总承包新签合同额合计46 071.3亿元，

与上年相比增加 10.8%。 
在这样的背景下，风景园林行业

传统的承包制已经很难跟上时代的发

展节奏，推行新的风景园林工程总承

包（EPC）模式成为大势所趋。EPC
模式具有以下优点：

1）简化项目管理。从业主单位

角度，只要和总承包单位一家签订合

同，而不用和设计、施工、采购等多

家单位分别洽谈签合同，大大减少多

头合同管理的负担。

2）加快项目进度。传统的工程

项目一般是完成施工图后才进行施工

及采购招标，而 EPC 模式则可以在项

目建议书或者初步设计完成后进行招

投标，从而大为缩短建设项目的周期。 
3）有效控制项目投资。传统的

工程项目经常出现施工单位以低价中

标，然后在施工过程中不断发生设计

变更、工程签证的情况，导致业主很

难控制住造价，而且会不胜其烦。

EPC 模式通常采用总价包干合同，

业主无需担心实施过程中的调整，从

而能有效控制总投资造价。

4）提高项目质量。传统的工程

项目一般是设计院提供施工图后进行

技术交底，便算是基本完成了设计工

作，在施工过程中可能会在重要节点、

难点部分派设计师到施工现场配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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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相关问题。这种情况下设计和施工

基本上是脱节的，项目实施出来难以

保证效果。在 EPC 模式下，设计师

要全程驻场参与到施工过程中，施工

方可以随时和设计师沟通并解决遇

到的问题；设计师也可以结合现场情

况不断进行设计优化，从而能较好地

控制项目的整体效果 [3]。

虽然EPC模式具备诸多优点，但在

当下确实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有：

1）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严重不足。目前除了由住房城乡建设

部与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颁发的自

2020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的《房屋建筑

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12 号文”）以

及《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规范》

（GB/T 50358-2017）外，很少有专门

针对 EPC 项目的相关法规和规范。

2）EPC 单位资质问题。12 号文

规定“工程总承包单位应当同时具有

与工程规模相适应的工程设计资质

和施工资质，或者由具有相应资质的

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组成联合体”，

但目前真正同时拥有设计和施工资

质的单位很少，因此不利于充分竞

争。而如果采用联合体的形式，则在

项目实施过程中总会存在设计单位

和施工单位利益不统一的矛盾，这使

得 EPC 模式本身的优势大打折扣。

3）业主单位对 EPC 模式不熟悉

带来的问题。很多业主因对 EPC 模

式不甚了解而一开始就拒绝接受；或

者有的业主了解了其优势后很乐意接

受，但因缺乏深入、系统性的了解，

在操作过程中容易坚持原有的工程操

作思维模式，而给双方工作带来阻碍。

笔者在实践工作中深刻体会到EPC
项目的诸多问题，下文将结合笔者参与

的一个EPC项目进行阐述，从甲方、施

工方和设计方的不同角度找出问题，然

后分析其缘由，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2 项目简介

2.1 项目背景

“邯郸市复兴区沁河二期生态综

合治理”项目是对外公开招标的一个

EPC 项目，笔者单位作为设计单位，

与某施工单位组成的联合体中标。

本项目作为 2020 年 9 月在邯郸召

开的“河北省第四届园林博览会”及“邯

郸市第五届旅游产业发展大会”的重

要配套工程，受到省市区各级领导的

高度重视，项目的设计理念、施工质量、

时间进度等都面临着较高要求。

古都邯郸具有 8 000 多年文明史和

3 100 多年建城史，积淀形成了磁山文

化、战国赵文化、曹魏建安文化、成

语典故文化等文化脉系，内涵博大精深，

风格丰富多彩。项目所在的复兴区位于

邯郸市西部，其钢铁、煤炭、建材等

产业及配套产业规模大、占比高，过

度的工业排放使其成为邯郸市最大的

污染源，更是制约了复兴区的绿色转型、

高质量发展。近年来，复兴区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执行邯郸

市建设“邯西生态区”重大部署，把“生

态兴区”作为发展主调，持续开展“绿

美复兴”建设，并在建设省园林博览

园的同时，重点打造与之相连的总长

约 12 km 的沁河郊野公园。公园分 2 个

阶段完成，一期工程已经于 2019 年底

完成，本项目是其二期工程（图 1）。
2.2 项目概况

沁河二期项目位于沁河上游段，总

规划设计红线面积约 135 hm2，其中水

体面积约 41 hm2，河道全长约 6.5 km。
项目规划设计强调空间与地域文化的

互融，力图创造一个人文与环境和谐

共生的城郊生态景观走廊。结合现状

情况，设计方案形成“一带四片多节

点”的空间结构体系，即以河为带，串

联“碧波叠秋”“河塘渔乐”“坐石

临流”和“湖影泛舟”四大各具景

观特色的片区，众多景观节点有机

分布于项目用地之内（图2）。
具体实施以沿沁河两岸的综合整

治为基础，主要包括河道清淤、河岸

整理、水库调蓄功能建设、景观跌水

坝建设、桥涵改造与新建、车行道路

的提升改造、步行系统及场地建设、

绿化种植及景观建（构）筑物等相关

服务配套设施的建设。

3 项目实施

2020 年 3 月项目开工，设计团

队和施工方一起进驻现场。本项目

是以可行性研究报告成果作为招标内

容，中标后方案设计时间较短，在很

多方面设计不细致，并且施工现场情

况复杂多变，所以方案调整及现场

变更较多。如果是在设计和施工分开

的传统方式下，设计方往往不能及时

提供调整方案和图纸，导致时间成本

增加；或者施工方自行变更导致费用

增加或质量降低。但本项目中，数名

设计师常驻现场，能及时了解现场问

题并在第一时间提供解决方案，对于

不能及时提供变更图纸的部分，设计

师便在现场指导施工人员，避免影响

施工进度；同时，业主在巡视现场的

时候如有新的想法，也能够随时与现

场设计师沟通，很快确定是否需要调

整。这些都体现了 EPC 模式的优势。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之下，9 月中旬项

目主体完工，且达到了不错的效果（图

3~4），顺利迎接了两场大会的召开。

4 存在问题

4.1 甲方存在的问题

4.1.1 对项目干预过多

在 EPC 项目管理模式下，甲方

图 1    沁河工程分期与园博园位置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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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应不直接参与到具体项目的设计和实施中，其管理工作

应该相对比较简单。但在实际中，甲方对如何管理工程总

承包项目、工作责任分配等问题并不是很清晰，加上本项

目是省园林博览会的配套工程，受到高度重视，所以甲方

领导几乎每天都亲临施工现场，对设计方案和施工内容进

行了过多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实施效果和工程进展，

而且也给设计方和施工方增加了工作量和心理压力。

4.1.2 未完全遵守 EPC 项目规则

自 2019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的国务院《政府投资条例》

中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政府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应当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确保落实到位。政府投资项目不得由施工

单位垫资建设”。但在实际实施过程中，政府并未按时按

量支付工程款，作为相对弱势的施工方往往只能先期垫付，

这样容易导致施工方为节省成本而偷工减料，资金不到位耽

误工期，甚至因拖欠农民工工资而发生群体事件等问题。

4.2 施工方存在的问题

4.2.1 应急管理混乱

本项目开始时正值 2020 年春节后的国内新型冠状病

图 2    总平面及分区图

图 3    主入口 LOGO

图 4    河道跌水坝

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疫情”）肆虐时期，各地

防疫管控措施不一。施工方作为项目牵头人，在前期人

员安排上较为混乱，也缺乏有效沟通，导致有的人虽然

被安排要到项目现场，却因疫情管控无法抵达；有的人

员到达现场时对项目还不熟悉，整体局面较为混乱。

4.2.2 专业素养不够

施工方原主营业务是路桥建设，对于园林绿化工程

缺乏经验，导致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不具备优化设计的

能力，而且对设计意图缺乏深刻理解，在实施中出现诸

多问题。

4.2.3 分包队伍素质参差不齐

因为项目分段实施，不同分包队伍实施的效果也不

尽相同。特别是在种植过程中，对于业主要求的全冠乔

木，有的分包方没有按照要求，对乔木进行了截头处理，

导致观赏效果差，被业主勒令重新种植；有的在保留全冠

树形的条件下枝条疏剪过少，导致树木成活率不高，进而

造成浪费。

4.3 设计方存在的问题

4.3.1 现场人员配备不全

EPC项目的一个重要优势是设计和施工的紧密配合、

无缝对接，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考虑到成本因素、专

业类型以及特殊的新冠疫情等条件，设计方现场配备的

人员不够全面。笔者作为项目设计的总负责人常驻现场，

总体协调处理甲方、监理方、施工方的各种问题，同时

把控方案调整。但现场缺少工程经验丰富的人把控和解

决一些现场问题，缺少造价师把控各种方案调整带来的

费用问题，且现场设计师的人员配备也不能满足大量的

方案调整工作。设计人员配备不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工程

进度及工程质量 [4]。

4.3.2 设计师现场综合能力不足

设计师在单纯的设计项目的施工过程中通常不去或

很少去现场。但 EPC 项目需要有设计师常驻现场，以协

调不断变化的情况和解决产生的新问题。而目前大多数

设计师仅具备单一专业能力，缺乏多专业协调能力和现

场应变的综合能力 [5]。

5 解决之道

5.1 加强与甲方的沟通

甲方可能对项目建设管理缺少经验，不了解专业技

术等，如果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介入过多、指挥不当，

容易导致耽误工期、增加费用、影响项目实施效果等后果。

作为设计方和施工方，应该在项目前期加强与甲方的交

流沟通，让其对项目的整体实施过程和最终效果心中有

底，增强其对设计方和施工方的信任；同时要让甲方明

确哪些是需要自己协助解决的问题，引导甲方专注于该

做的事情，而尽量减少对项目的过多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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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选择合适的联合体伙伴

组建联合体共同完成所承包的 EPC 项目，其实是充

分发挥联合体成员的各自优势，通过整合资源、优势互补、

分工合作、风险共担，从而达到提升联合体核心竞争力的

目的 [6]。但目前由于取消了绿化施工资质要求，一些其他

行业如道路桥梁、水利、建筑等的施工企业也有机会进入

园林绿化领域。但因其缺乏园林景观专业人才团队，在项

目实施过程中会出现诸多问题，如苗木种植和养护技术不

到位，园路和广场铺装材料不熟悉等，影响项目整体效果

和工期。所以对设计方而言，选择有较强专业施工能力的

伙伴组成联合体，才能让优秀的设计方案得以完美呈现。

5.3 建立 EPC 项目的利益分配模式

1）调整联合体各方利益分配方式。在EPC项目模式下，

设计方获得设计费，施工方获取施工利润，双方各得其所。

设计方和施工方虽然是以联合体名义共同实施项目，但设

计方在完成设计工作后实际上缺少进一步优化方案的动力，

因为 EPC 项目一般实行的是合同价总包干，施工成本的节

省并不对设计方产生利益。但如果设计和施工双方协商确

定，在项目按照原方案实施的工程成本的基础上，对于能

通过优化设计降低工程成本从而获得的利益，双方进行合

理分配，则设计方将有更大的动力来优化设计方案。

2）调整设计方内部利益分配方式。EPC 项目在实施

过程中，由于业主、施工可行性、成本等因素，会出现不

断调整方案、更改图纸的情况，这给设计师增加了大量的

工作。在原有的利益分配方式下，设计师没有或者很少得

到反复劳动的相应报酬，导致其后期动力不足。为了鼓励

设计团队高标准地完成 EPC 项目的设计工作，需要在设

计方内部建立激励机制，依据项目实施过程中增加的工作

量和带来的效益给设计师相应增加待遇。

5.4 建立应对 EPC 项目的新设计模式

为了应对 EPC 项目的市场需求，设计方需要结合

EPC 项目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

1）组建多方面人才的项目团队。除了常规的规划设

计人员外，还要配备园林工程概预算、园林植物种植养护、

工程商务等专业人员和现场工程经验丰富人员，这样形

成的团队才能应对建设速度快、实施过程变化大、投资

基本固定等特点的 EPC 项目。

2）在项目前期进行多视角介入的多方案比选。设计方

案除满足业主的品质、功能等基本要求外，要融合施工、

成本、工期等因素，邀请概预算员、结构工程师、水电工

程师以及施工管理经验丰富的人员参与方案讨论，从开始

阶段就将工程实施及后期的相关内容提前考虑，多角度比

较方案的效果、可行性、造价、工期及后期运维等因素，

从而形成最优方案 [7]。

3）设计师需要转换思维模式。首先，设计师要跳出

局限于设计阶段的思维模式，从设计思维转变为工程思

维，从设计阶段延伸到材料采购、施工实施、竣工交接

等工程建设全过程。其次，设计师要从设计小格调转变

为项目大格局，要有全局概念，从强调设计的使用功能、

美学功能，到关注项目社会性、生态性和经济性。第三，

设计师要有让专业技术转化成商业价值的思维，除原本

需要的专业技术能力外，还要多为甲方和施工方考虑项

目的经济成本及价值回报。第四，设计师要增强服务意

识和沟通能力，因为 EPC 项目需要现场设计师多和甲方

及施工方人员交流，实实在在地解决现场问题，应多站

在业主和施工方的角度考虑问题 [8]。

6 结语

EPC 模式已经势不可挡地成为风景园林行业发展的

新方向，在实际实施过程中虽然还存在诸多问题，但只

要相关各方积极配合、加强沟通，同时设计方和施工方

分别提升各自的专业能力，合理做好利益分配，EPC 模

式的优势就能得到发挥。也只有这样，园林行业相关单

位才能跟上行业发展趋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一

席之地。

笔者全过程参与本项目，发现的问题有的是在特定

对象和特殊时期（新冠疫情爆发）下产生的，但也有很

多是 EPC 模式下甲方、设计方和施工方需要共同面对的

难题。笔者对这些问题进行梳理并尝试提出的解决方案，

希望能为 EPC 模式下的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及工程实施提

供些许帮助。

注：图片均为作者自绘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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