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尽管农村经济有了极大的发展，但是农村电网建设仍处于
较低水平。近年来，国家发改委指出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
快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的重要举措，就是要加大实施农
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为了优化农村电网布局、促进农村经济发
展，要加快农村变电站建设速度、推进变电站建设标准化工作。

目前，装配式建筑的发展受到国家、政府的重视，国家电
网公司也提出了“标准装配式变电站”的建设理念，将装配式变
电站作为传统变电站建设转型升级的一大技术改革。把这种模式
和理念应用到农村电网变电站建设中，有利于加快农村变电站建
设速度、缩短建设工期、减少建造成本等。然而，在其推广过程
中，阻碍其发展的因素有很多，迫切需要优化组织结构模式、创
新项目管理模式来推动模块化变电站的建设发展。

一、模块化变电站合同管理模式
从微观上，研究具体的模块化变电站建设的组织模式，合理

组织建设管理人员，推动模块化变电站构配件标准化设计，规范
模块化变电站施工工艺，推动规模化建设装配式变电站。模块化
变电站多采用分阶段分专业工程平行承包模式进行项目的建设，
如图 1 所示。在这种模式下，业主可以将设计、设备供应、土
建、电器安装、机械安装、装饰等工程施工工作分别委托给不同
的承包商，并分别与这些承包商签订承包合同，各承包商之间没
有合同关系，都只对业主负责。

图 1  DBB模式

（一）传统DBB模式与EPC模式特征及比较
DBB模式（Design-bid-build）即设计-招标-建造模式，也

称施工总承包模式，这种模式最突出的特点是强调工程项目的实
施必须按照设计-招标-建造的顺序方式进行，只有一个阶段结束
后，另一个阶段才能开始。此模式的优点在于被广泛应用，且相
关程序已经明确，管理方法成熟，使项目进程更加可控。但DBB
模式由于在项目勘察、设计等投入较大，导致工期延长，管理费
用增大，效率低下以及参与方多难以协调、利益关系复杂等已经
无法适应建筑业的发展。

EPC模式（Engineering-Procurement-Construction）即设计-采
购-建造模式，此模式下，业主与工程总承包商签订工程总承包
合同，把建设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等工作全部委托给工程总
承包商负责统一实施，业主只负责整体的、原则的、目标的管理
和控制。总承包商负责这一系列阶段的工作，可以站在总目标的
角度把控各个环节，在工作中可以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合理地安排
施工进度，缩短工期，更有效地配置资源，使费用降低。表 1 为
传统DBB模式与EPC模式的特征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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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传统DBB模式与EPC模式的特征比较

承发包模式

特征
传统DBB模式 EPC模式

主要风险承担方 业主 总承包单位
合同关系 复杂 简单
决策视角 局部 整体
项目周期 长 短

资源配置效率 低 高
事故责任 不清 清楚
协调管理 困难 简单

二、EPC模式在模块化变电站项目的应用分析
（一）DBB模式的不适用性
在传统DBB模式下，各参与方如设计、构件生产、现场装

配等之间的利益关系复杂，往往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所追求的只
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没有站在项目整体的角度考虑资源配置等
方面，造成了资源未充分利用而产生的浪费。同时在模块化变电
站项目中，采用DBB模式是不符合其想通过构件工厂化生产实现
设计—施工一体化的目标的，因为此模式设计与施工之间相互脱
节，无法进行及时的信息沟通，在设计阶段不能很好地考虑构件
生产以及施工过程中的需求，导致设计变更较多，影响项目的工
期以及增加成本。此模式下，业主处于领导核心位置，需要与各
方分别签订合同，使协调工作更为困难，不利于项目管理。

（二）EPC优势分析
1.EPC模式有利于实现装配式建筑高度组织化。装配式建筑

对其所涉及装配构件的要求高，且在建设过程中阶段划分较复
杂、相关组织人员多，因此就容易有组织协同问题的出现。对模
块化变电站项目应采取EPC模式，对于投资建设方来说只需要完
成项目的方案、施工图、节点图的设计等工作，在这之后便可全
部交由工程总承包方来进行。这种管理模式下，工程总承包单位
围绕项目总体目标，以设计为主导，统筹策划生产运输和装配施
工环节对工程的质量、安全、进度和造价，主要完成项目的设
计、采购和装配施工等工程实施工作，其他参建方均应在工程总
承包单位的统筹管理下，以全局为核心，完成各自系统的管理小
目标，实现工程建设各参建方以及工程建设过程的高度组织协同。

2.EPC模式有利于发挥管理的效率和效益。技术创新与管理
创新是建筑产业现代化的两个核心要素，当前发展模块化变电站
项目既要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还需要进行管理创新。而我国往往
更加重视技术的创新，而忽视管理创新，在新材料新技术的推广
应用方面很快，很多技术水平已经很高了，但是在管理方面仍然
采用传统的管理模式，造成项目的整体质量以及效益往往不高。
目前来说，管理创新要比技术创新更加重要。模块化变电站项目
要想提高项目整体质量与效益就应该应用EPC总承包模式，以此
来解决粗放管理过程中层层分包、设计施工脱节等问题，将全产
业链上的资源进行整合，解决设计—生产—施工—运营一体化问
题，使其更好的发挥管理的效率与效益来推动装配式建筑的发展。

3.EPC模式有助于降低装配式建筑成本。成本问题是在推进
模块化变电站项目过程中的突出问题，其中工程材料成本在总
成本中占很大的比例，因此降低材料成本极其重要。在EPC模式



下，总承包商站在全局的角度，在设计阶段就可以系统统筹建设
全过程构件部品、物料同时考虑施工过程构件形状、搭接等问
题，减少设计变更、返工等情况的发生，以此降低成本。同时在
总承包商的统一管理下，各参与方以整体目标最低为标准，进行
全过程资源优化，加强各方沟通，降低成本。总承包商还可以与
材料供应商以及物流单位建立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将采购运输
成本降到最低。

4.EPC模式有利于缩短工期。在EPC模式下可以对模块化变
电站项目整体进行设计，在设计阶段就考虑实际生产、采购、施
工情况并制定相应的方案，有利于各阶段合理交叉，更好的安排
进度计划，减少工期。同时可以利用BIM技术，建立信息交流平
台，结合互联网让各参与方信息及时沟通交流，提高效率，以此
缩短工期。

三、结束语
合理地组织结构模式，能够使各部门更好的分工协作、责任

清楚、效率高，同时应用EPC总承包模式可以节约工期、降低成
本，更好地推动规模化建设装配式变电站，实现模块化变电站专
业化和高效率的设计、生产、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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