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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PC工程总承包管理》首次从总承包商视角对EPC工程总承包管理中的一些现实问题进行了系统探
讨：设计、施工和采购整合中的管理责任和风险防范问题，技术方案和商务谈判的互相协调问题，指
定分包和直营分包的管理机制问题等等。
作者认为，EPC工程总承包管理的本质是要充分发挥总承包商的集成管理优势，需要总承包商强大的
融资和资金实力、深化设计能力、成熟的采购网络，以及争取施工技术精良的专业分包商的资源支持
和有效监控等。
总承包商以项目整体利益为出发点，通过对设计、采购和施工一体化管理，对共享资源的优化配置、
大型专用设备的提供以及各种风险的控制为项目增值，从而获取更多的利润。
工程总承包管理的核心内容就是工程的设计（或深化设计）、采购、施工以及调试验收的管理，因此
，本书所探讨的EPC工程总承包管理是广义的而不仅仅局限于FIDIC合同含义。
设计施工一体化即EPC模式是成功实施BT、BOT项目的基础，带有融资性质的BT、BOT项目中的B就
等于EPC，只有通过EPC模式经历了建设项目从规划设计到竣工验收交付的全过程管理，才能够真正
掌握项目建造的全部成本要素。
施工总承包项目只给承包商提供了发挥施工技术优势的空间，承建商只是通过施工方案优化控制项目
建造的很有限的部分成本要素。
对EPC工程总承包项目而言，更加重要的是总承包商有机会通过把握设计优化机会以及EPC的一体化
降低整个工程的建造成本并保证建筑产品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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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大型建筑业企业的国际化　　1.1　建筑业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全球经济呈现温和复苏，经
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增强，新一轮服务贸易谈判对建筑服务市场开放影响重大。
建筑服务业是中国服务贸易的优势产业之一，在未来一个时期将得到重点发展。
根据国际建筑业发展趋势提出应对策略是中国建筑业企业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1.1.1　国际建筑市场现状　　从1988年开始，世界经济开始进入新一轮景气循环。
经济增长达到4.5％的较高水平，世界贸易超前增长，达到8.5％，国际金融市场十分活跃，国际直接投
资迅猛增长。
国际工程承包市场潜力巨大，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1999～2005年全球建筑市场的年均增长速度为5.2％。
根据美国标准普尔公司的预测，全球建筑市场未来几年将保持5.1％的年均增长率。
2004年世界建筑市场的规模已超过4万亿美元。
随着建筑业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国际工程承包的比例将不断扩大，2010年之前，世界每年将
有2000亿～3000亿美元的国际工程承包额。
　　美国的《工程新闻纪录》（ENR）将国际工程承包市场分为房屋建筑、制造、能源、水利、排污
／垃圾处理、工业／石化、交通、有害废物处理和电信等十大行业市场。
从国际工程承包市场行业结构的变化趋势看，各行业所占份额进入21世纪后都较为稳定。
除交通运输业呈现一定幅度增长、房屋建筑业有一定下降外，能源、水利、排污／垃圾处理及新兴的
电信等行业变化都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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