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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铁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四川成都610031） 

摘要：随着中国的建筑企业参与国际建筑市场竞争的进一步深入，在土建
领域，EPC项目模式正成为各中国公司进入非洲，突破、发展当地市场的一种
选择模式。中国公司在非洲实施EPC项目时，需注意尊重非洲国家的发展实
际，审慎地选择标准、严控设计关，才能收到较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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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涉外建筑的经营模式除了传统的国际招投标外（ICB模式），考

虑到非洲很多国家虽在上个世纪先后独立后，但内战不断，基础设施被破坏严
重；即便拥有丰富的地下资源诸如石油、稀有矿石、木材等，却因政府手里没
钱，这些被破坏的基础设施和地下资源无法在短期内得到恢复或开采利用；而
目前的中国，外汇储备已高达21000亿美金，如何将这些不断增长的外汇储备
转化为可持续的财富成为中国经济走向的一个讨论重点；在2007年中非论坛召
开以后，中国领导人承诺，加大对非洲国家的支持，因此，不差钱的EPC、B
OT建筑模式被大量中国企业引入到非洲。 

笔者仅从自身参与的在西非安哥拉首都地区实施的铁路EPC项目在实施过
程中所遇到的问题，管中窥豹的提议在非洲如实施EPC项目值得国内决策者思
考的几个问题。 

1  在非洲实施EPC项目的几点操作建议 

EPC是ENGINEERING、PROCUREMENT & CONSTRUCTION三个
单词打头字母的缩写，即设计、采购、施工的意思。EPC项目作为交钥匙工程
之一，国际承包商要做的就是在满足业主对待建项目功能要求的前提下，高度
整合设计和施工，满足业主的要求。 

1.1  标准的选择和确定 

所谓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EPC项目一样，在合同



签定之初就必须先确定好交验标准，选定的可执行的标准在进行技术合同谈判
时应以合同附件的方式进入合同。同时，根据项目的特殊性，在引用其它标准
时除了应写明该标准出处外还必须注明该标准适用的条件和范围。将标准的选
择和认定作为技术合同文件签署前的一个重点，这一步对于合同签定者可能觉
得比较麻烦，但相对于项目实施或交验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无休止的扯皮，多费
一两个小时的签字时间来换取项目的顺利实施肯定是值得的。 

在国内，各行各业都有各自的设计规范，施工规范及验收标准，在此前提
下，业主、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承包商心理都非常清楚，该干啥，干到啥程
度，各方根据相应的标准都一目了然，不存在任何争议。 

对于ICB项目，诸如世行、亚行下的项目和执行FEDIC合同条件的项目在
技术合同里都有这些明确的规定，也不存在争议的地方。 

但对于EPC项目，由于设计、采购、施工的权限都控制在承包商手上，因
此，承包商如要想顺利实施并移交项目，预先取得一个业主认可的国际标准便
显得尤为重要。但在非洲地区，由于很多国家根本就没有自己的建筑标准，而
中国建筑标准目前又缺少国际版本，如何劝说业主采用中国标准，或承包商自
己选择自己能适应的国际标准是承包商和业主之间必须要预先达成的共视。 

笔者所参与的安哥拉铁路重建项目I期工程在标准的选定上就显得比较模
糊，由于同时罗列了若干个可供选用的国际标准，但却没有附上各国际标准的
具体适用条件及相应条款的解释；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国际监理抓住这一漏
洞，对各分项工程在设计审批时无一例外的都选用罗列的国际标准里面最保守
的处理方式，使得大量的金钱浪费在工程附属结构而非用于工程主体上。工程
交验时也因同样的原因，可供选择的标准太多，承包商即使认为监理、业主的
要求蛮横、无理却很难找到合适的理由加以拒绝。 

1.2  选择合适的设计单位和设计监理单位 

目前，国内各大设计院因体制和电算化改革的原因已基本将设计工作变成
了快餐设计，对于能够照搬、照抄定型图的地方就绝对不会做任何的微小改
动，这使得从国内拿出来的设计文件常常还得补充大量的定型图才能算一个比
较完整的设计；在国内，可以如此操作，在国外，这种设计思路根本就无法满
足国际承包商的要求。 

作为EPC项目的总包商，在选择设计单位的同时还应在国内选择一家合格
的设计监理单位，否则，以设计单位的自身信誉度拿出来的设计文件将很难保
证其完整性和科学性；设计监理单位的选择肯定会多化钱，但它能解决总包商
因自身技术力量的欠缺发现不了的设计文件的不完整或明显错误，从而加快设
计审批，节约工期。 

笔者所执行的项目选择的设计单位是国内一流的铁路专业设计院，但非常
遗憾的是签定设计合同时，没有再签定一家独立的设计监理单位来复核其设计
文件；仅凭对该设计单位的信任承包商报出了设计文件，该设计文件后因漏洞
百出被国际监理批驳得体无完肤，往还多次修改还是无法得到国际监理的认
可；最后，承包商不得不自己现场组织力量完成的施工图设计；如此，不仅延
误了工期，而且也影响了中国建筑企业的整体形象。 

1.3  详尽的工程量表的提供和确认 



作为EPC交钥匙项目，在合同签定时工程量表以LUMP SUM形式出现的
居多，因此，在设计阶段，对于能够细分的LUMP SUM应尽量细化为分部、分
项工程并辅以详尽的设计图加以确认。这样，业主、监理、承包商根据设计图
纸都清楚该LUMP SUM包含啥工程内容，标准是啥，具体数量是多少，大家都
清楚了，其实大家也都清闲了，剩下的就是比照葫芦画瓢的工作了。 

作为承包商，千万不要仅仅想成LUMP SUM项的功能满足了就算完事了，
能省则省，既无详尽的施工图也无明细的工程数量做支撑；试想，如果连承包
商自己都不清楚该LUMP SUM项到底还有啥要干，干了的是否达到标准而一头
雾水的话，又如何能说服业主接收该LUMP SUM项工程呢。 

笔者所执行的安哥拉铁路修复项目就大量存在这样的LUMP SUM项，由于
无具体的设计图和大家都认可的工程量表作支撑，标准就更不明确了，实施过
程中对于多变的业主要求，承包商即使想索赔但却找不到可以摆在台面上的正
当理由，反而将自己搞得无所适从。 

对于LUMP SUM项工程，如能在设计过程中逐一的在工程量表里进行体现
并辅以图纸确认，不仅能简化工程实施，而且，即使业主想在设计审批通过后
新增任何工程内容，索赔起来也显得有理有据，否则，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
出。而国内设计院在国内最爱采用的模式就是想在实施过程中通过签变更设计
单来达到设计院创收和实现个别承包商低价竟标成功后通过索赔来实现赢利的
目的，但这种现象移植到国外，特别是EPC项目就根本实行不通。 

因此，针对EPC项目，细化的工程量单显得比ICB项目的工程量单更为重
要。 

1.4  设计院派往现场的设计人选的要求 

任何设计都不可避免的会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进行局部调整，因此，设计单
位现场代表应为经验丰富的多面手并得到设计单位的充分授权，小的设计变动
应能在现场就能决断而非传回国内；这一点在设计合同内应明确规定，否则，
设计院派往现场的人员只起个传声筒的作用加之时差的影响，将使承包商的现
场施工组织面临重大困难。 

同时，作为现场设计代表，应尽最大努力解决现场监理在审批图纸时提出
的疑问，甚至辅以提供简单的计算资料而非电算资料加以证明。 

笔者所执行的安哥拉铁路项目就遇到很多类似的计算证明问题，其实，任何再
刁难的监理，只要你能提供令人信服的计算资料解释疑问都不会再无理取闹
的。 

1.5  重视主业，兼顾副业 

在目前的非洲，虽百废待兴，但非洲人天性的懒散习惯使得在非洲办事效
率极其低下，非洲人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TOMORROW（明天），这个随口
就来的TOMORROW可能是一天，一个星期，一个月甚至更长；因此，与非洲
人的合作，中国人必须得自己积极主动的去推动非洲人尽量按我们的思路走，
不能有任何的等、靠思想，更不能拿中国的惯例或任何发达地区的惯例，在目
前的非洲，没有规矩其实就是正在实行的规矩。 

EPC项目虽不存在支付问题，但针对非洲人办事效率低下，作为基建项目



可能遇到的困难主要有业主场地移交不及时、施工物资无法正常靠港取货；第
三方配合不到位等在非洲很自然、很正常但却实质性影响工程顺利实施的现
象，作为任何一个想在非洲干一翻事业的基建单位，都必须正视这些现实；同
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非洲国家的市场非常巨大，法制却不完善。因此，在实
施已签约项目的同时，还可以拓展副业；比如利用石场的废料可以开办砖厂；
利用随队医生开展对外医疗服务；营地农场在满足自身需求的同时兼顾外卖等
等；而且，在保证自身项目正常工期的前提下，将项目附近的合适的小项目纳
入视野，扩大市场规模，又在项目出现意外造成暂时窝工时，中国员工能多一
个出路，并盘活既有项目的资源。在非洲，因业主资金原因出现烂尾项目的现
象比较普遍，而小项目本身需要的资金不大，支付反而还有保障，且效益不
低。 

1.6  业主过高标准 

非洲的教育普遍呈现两极分化，进入政府的精英阶层大多留过学，也了解
其所学专业的国际前沿动态，但普通的大众的受教育程度却很低，文盲较多。 

非洲夜郎自大的精英阶层却刻意忽视其国内现状，所提的项目标准既有可能是
国际较为先进的，承包商如果照办的话，那么在移交中承包商将遇到的困难是
可以预见的。 

笔者所执行项目的国家在安哥拉，应业主的要求，信号系统采用的是国际
上比较先进的计算机连锁，但该国战火于2002年才停止，以前的铁路为葡萄牙
百年前建立，该国的大学教育里面根本就没有铁路信号这个专业，国家也因此
根本没有铁路信号这方面的人才储备；这使得承包商的通号系统调试完成后，
业主因无力运营而拒绝接收。 

同样的例子是在该国由中国华为集团为其建立的通信网络，有华为员工在
现场，该系统运转正常，华为员工在结束一年期的代维后移交给当地公司，华
为工程师刚离开，系统就差点瘫痪，迄今，华为人员还不得不代为其维护。 

因此，EPC项目在标准选择时，针对业主的过高要求，承包商不能只是一
味迎合，一定要预先评估该国的教育现状和与本项目相关专业人员的储备情
况，通过协商并选定一套既能照顾业主情绪又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 

1.7  与监理争议的解决方式 

由于立场的不同，承包商和监理必然会发生争议，在EPC模式下，承包商
的处理方式一定要灵活、积极，并坚持把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所谓有理就是要据理力争，通过讲事实，摆道理，寻找合同依据，明确告
诉监理，承包商为啥要这样做，这样做的好处在哪儿；同时，需要充分理解监
理的意思，并将监理的方案与自己的方案比较，找出两个不同方案的共同点以
达到矛盾的缓解。 

所谓有利就是通过合理的解释尽量让监理认可承包商的观点或承包商仅作
适当的让步能使矛盾弱化并达成解决问题的共识。 

所谓有节就是注意控制火候，点到为止，给监理找个合适的台阶，重点在
于争议的问题的顺利解决而非决下谁输谁赢的结论。 

2  结束语 

非洲，这个曾被长期殖民掠夺后又被殖民者遗弃的古老大陆，在全球经济



一体化的今天，又变成了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争夺市场份额的主战场，具体表现
在基础设施领域就是“金砖四国”各显神通，各自都加大了在该领域投入。 

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EPC模式是进入非洲实施项目的较好途径，在实施
过程中，如果我们的建筑企业能做到用中国国内较先进的施工技术、管理经验
来运作项目，还能注意严控施工质量，并向非洲人介绍并逐步推广中国规范、
标准，那么，中国建筑规范成为非洲规范就指日可待；反之，如仅从局部利益
出发，各中国公司都只想到单个项目效益最大化，或仅为了市场份额而低价甚
至无利竞争，不仅扰乱了市场秩序，而且，低价必定没有优质保障，豆腐渣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