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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工程建设市场的不断发展，设计院牵头的联合体承包模式得到不断应用和发展。由于大型工程涉及不同行业 
标准，两家设计单位组建联合体的 EPC 总承包模式应运而生，这种新型的项目管理模式，能充分发挥设计单位的优点，具有

明显的优越性，但也存在不足。论文以某大型原油码头工程为背景，介绍了一种双设计单位组建联合体的 EPC 总承包模式，

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旨在不断完善、推进 EPC 总承包联合体模式的进步、发展。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market, the consortium contracting mode led by the 
design institute has been continuously applied and developed. Due to the different professional standards involved in mega project, 

the EPC mode of two design institutes forming a consortium emerged as the times require. This new project management mode 

can fully take the advantages of design institutes and has obvious advantages, but also has shortcomings. This paper takes a large 

crude oil terminal project as the background and introduces an EPC mode for a consortium formed by two design institutes, and puts 

forward constructive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aiming to continuous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PC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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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国建筑市场的逐步放开，项目规模、复杂程度逐

渐增大。对于一些工艺复杂、涉及专业多、技术要求高的项

目，建设单位为提升项目综合效益，控制投资成本，减少设

计、采购、施工相互制约和相互脱节的矛盾，便于项目管

理，多数偏向采取设计、施工、采购于一体的 EPC 总承包

模式。现如今中国的大多设计院、施工单位，同时具有符合

各种专业工程资质、业绩要求的企业较少，无法满足建设单

位 EPC 总承包模式的要求，所以出现了 EPC 总承包联合体

模式。这种模式是社会经济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资源整合

在一起充分发挥长处，增补企业资质，优化人员结构，提高

项目效益的产物。从 2000 年起，大部分的 EPC 总承包联合

体模式由设计单位牵头，施工单位作为为联合体成员组建。

但随着模式的不断应用，为了更好地发挥设计单位作用，应

对更加复杂的项目，一种新型的两家设计单位组建 EPC 总

承包联合体的模式应运而生 [1]。

2 模式介绍
某大型工程项目拟建设一个 30 万吨原油码头，通过新

建的 2 条 DN1100 输油管线，连接码头工作平台装卸区与后

方原油商业储备基地。项目主要有水工工程、油工艺工程。

能同时满足水工工程、油工艺工程两个专业工程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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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化、高标准的单一 EPC 承包商凤毛麟角。因此，为更

好地整合现有市场资源，获取更大的竞争优势，项目采用双

设计单位组建 EPC 总承包联合体的模式实施。其中水工工

程设计单位为 EPC 联合体牵头人，具有设计、施工双资质，

油工艺工程设计单位为 EPC 联合体成员，两家设计单位组

成联合体共同与招标人签订 EPC 总承包合同。联合体单位

之间签订联合体协议，分别对各自所承包的工作范围负责 [2]。

3 责任划分
3.1 联合体

本项目 EPC 总承包联合体中，水工工程 EPC 总承包单

位为联合体牵头人，负责对涉及项目整体目标进行协调，油

工艺工程 EPC 总承包单位为联合体成员，负责配合联合体

牵头人对涉及项目整体目标协调的工作，双方共同确保整体

目标的实现。

3.2 联合体牵头人
联合体牵头人和联合体成员之间是合作关系。牵头人是

联合体的一员，并且对联合体的工作负责，对工程质量安全

负连带责任。牵头人和联合体成员需要签署联合体协议，明

确牵头人和联合体成员的权利和义务。中标后，联合体各方

应当共同与招标人签订合同，就中标项目向招标人承担连带

责任。联合体牵头人亦需要遵守联合体的规定、协议和合同，

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3.3 联合体双方的职责分工
联合体双方按照联合体协议中的边界划分独立开展初步

设计、施工图设计，并在各自设计边界范围内实施采购、施

工、施工管理，包括但不限于：开工准备、开工、各类施工

手续（许可）的办理、施工及各级各类试验、检验、验收、

缺陷责任期及工程保修期服务等全过程服务。

联合体双方应委派满足本项目主合同及主合同补充协议

相关要求的人员分别组建水工项目部和油工艺项目部，在双

方独立项目部的基础上，组建 EPC 总承包联合体项目部（如

图 1 所示）。双方项目部分别明确各自范围内的关键岗位，

包括不限于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

人、质量负责人和安全负责人。

EPC 总承包联合体项目部设置总项目经理，由联合体牵

头方委派的水工项目经理担任。总项目经理负责需以 EPC

总承包联合体项目部名义对外的沟通和协调事务。总项目经

理的沟通协调工作，不能免除水工项目经理和油工艺项目经

理的责任。

联合体双方应对各自工作范围内的安全、质量、进度等

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联合体双方共同参加政府、质量安全监督机构、业主及

监理等组织的涉及双方工作范围的各类会议及检查，确保会

议精神能够及时传达响应、检查信息能够实时反馈，并在过

程中时刻保持沟通，确保信息共享。

联合体双方使用一枚项目印章，共同负责印章的刻印、

启用、保管及销毁。水工工程分工范围内的相关文件资料由

水工工程项目经理签署并加盖项目章；油工艺工程分工范围

内的相关文件资料由油工艺项目经理签署并加盖项目章；涉

及联合体名义的相关文件资料，由油工艺项目经理和总项目

经理共同签字盖章后向外提交。

3.4 质量、职业健康安全环境管理

联合体双方各自建立健全质量、职业健康安全环境管理

体系，对各自施工范围的质量、职业健康安全环境管理负责，

并按现行国家、地方及业主质量、职业健康安全环境管理相

关规定和主合同及主合同补充协议的要求配置所需管理人

员。除非主合同另有约定，双方均应根据主合同约定自行承

担各自工作范围的保险投保费用。

3.5 进度款申请及收款

联合体成员在主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向联合体牵头人提交

其工作范围内的进度款申请文件，联合体牵头人负责汇总双

方的请款文件并统一报送监理。业主根据审批后的进度款数

额，分别支付到双方各自的财务收款账户。双方各自向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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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自行提交给业主。项目开工前，双

方按照明确划分的预付款金额分别向业主提交保函。

3.6 项目内业资料建设
本项目 EPC 总承包联合体分水工工程项目部、油工艺

项目部。由于两家单位分别委派人员成立相对独立的项目

部，质量、职业健康安全环境管理内业资料无法完全合并在

一起，根据项目特点、资料归档和报奖报优等要求，联合体

项目部把内业资料两家共有部分合并为总册，水工工程单独

所有的资料为第一册水工工程，油工艺单独所有的资料为第

二册油工艺工程。

联合体项目部质量、职业健康安全环境管理内业资料总

册主要是两家单位共有的、一致的不会因为项目施工工艺不

同、作业人员更换而改变的资料。主要包括项目总体实施计

划书、项目进度计划、项目总体风险评估、专项风险评估、

综合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与监理、建设单位、地方政

府往来的文、函，各方会议纪要（记录）、应急演练过程资料，

平安工地创建方案等专项工作方案、项目发明专利、技术创

新、荣誉等相关资料。

联合体项目部质量、职业健康安全环境管理内业资料应

分别单独成册的资料主要有：设计图纸、变更设计、技术规

范、验收标准以及其他检验与试验规程等技术类文件、施工

日志、安全日志、地质勘察资料、监控量测、质量验收、隐

蔽工程签证、检验与试验、测量记录与成果书、施工工序检

查记录、工程施工技术总结等。施工进度报表、进度分析、

施工验工计价、责任体系、规章制度、专项工作完成情况、

人员管理质量、职业健康安全环境管理活动、船机设备、风

险管理和应急管理中部分内容、安全环保技术、危化消防、

经费等相关资料。

3.7 其他
项目实施过程，涉及统一投入的事项，在双方协商好方

案后统一投入，按照合同额度比例分担，本项目部实施过程

中包括不限于：品质工程及平安工地创建、安全文明施工的

整体投入部分等，其他未提及的类似事项，双方协商后参考

上述原则实施。

联合体双方均应在各自范围内做到合同中约定的“市级

品质示范工程”和“平安工地”的相应要求，如因一方过失

原因导致未能满足要求，由过失方承担来自业主方的处罚。

如业主提出更高的要求，或业主可对成功创建省级“品质示

范工程”“平安工地”以及其他省级或部级优质工程给予一

定奖励，则双方应在各自范围共同努力，争取完成创建。费

用增加部分按合同额比例划分，奖励部分扣除相应成本后按

合同额比例划分。

联合体双方及各自分包商应严格遵守国家及地方省市保

障农民工工资相关条例，各自落实主合同及主合同补充协议

内关于保障农民工工资的相关条款 [3]。

4 优势
4.1 发挥设计的引领作用

设计是工程的灵魂，是控制本质安全的基础。双设计单

位为牵头的 EPC 总承包联合体，能更好地在水工工程、油

工艺工程中发挥设计单位各自的引领作用。设计单位作为牵

头方处于联合体中的强势地位，能更好地发挥设计的专业能

力、优化能力、协同能力，能更好地使项目品质、安全性从

设计源头得到保障。好的工程设计应选址恰当、结构合理、

实施简捷、方便运营与检修、造价适当、造型美观。以往的

一些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以施工单位作为牵头联合体，由于

业主的干预（时间、造价、指定造型等条件限制）导致设计

沟通不及时，现场进度缓慢，工程建设难以保证。

4.2 提高工程建设实体的本质安全
设计单位为牵头的 EPC 总承包联合体，有利于提高建

设实体本质安全。项目建设过程中施工难度较大，安全系数

较低的分部分项工程可以更好地通过设计优化降低施工难

度，提高安全系数。有利于统筹优化分包管理，可以避免出

现因项目施工界面多，各项作业关联度高而出现的进度、安

全管理上的矛盾和风险。一个工程项目有许多具体困难，但

设计工程师的作用不可替代，尤其在降低工程建设、运营风

险、设计优化等方面举足轻重，是工程先天的灵魂，是本质

安全的基础。因为设计单位专业技术人员较多，对设计图纸、

设计意图的理解更加深刻，对方案技术上的风险考虑更为全

面，对变更可能带来的连锁影响更能考虑得周全，可以更为

全面的制定相关措施确保施工期的安全性。

4.3 术业有专攻，设计智力共享
利用工程所在地条件，选择合适的技术措施达到既经济

又美观的效果是设计追求的目标。尤其在公路、铁路的边坡

防护上，有很多设计简单地采用了浆砌块石防护，特别是在

不产石头的地方，不但价格昂贵，而且看起来连片白花花的，

不美观，也达不到绿色环保的设计理念。如果以双设计单位

为牵头联合体模式，有类似经验的设计单位参与进来，可以

发挥各自设计领域绝对经验优势，环保理念互补、成功案例

共享。比如，野外的边坡防护上就可以采用植草方式，更可

以节省材料、节约建设期的成本，在设计单位牵头联合体的

影响下，工期也大幅的缩短。

4.4 能有效控制工程质量
设计单位为牵头的 EPC 总承包联合体，能有效控制工

程质量。在国家工程质量金奖评审当中有个说法，“业主（投

资单位）是龙头，设计是灵魂，施工单位是关键，监理单位

是保证。”由此可见，设计单位独特的主体地位和重要性。

在项目设计阶段和建设阶段设计单位主动与施工单位沟通，

可以提高项目建设过程中的便利性，降低因后续配合中出现

的摩擦而埋下影响工程质量的风险。设计单位严格按照设计

规范来执行，也是工程质量有力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