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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crease of the profits of construc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pipe-
line projects,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nterprise to increase 
the income of the project contractor through the internal cost reduction and efficiency enhance-
ment measures. In the whole life cycle of the project, contract management and procurement 
management throughout the project are an important way to achieve cost reduction and efficiency. 
In this paper, the construction of a water pipeline project abroad was taken as an example to illu-
strate how to achieve effective control of project costs through contract management and pro-
curement management, and ultimately achieve the purpose of reducing costs and efficiency,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ideas for other international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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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国际管道项目施工建设利润的持续降低，项目承包单位通过内部的降本增效措施增加收益对于企业

的生存和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在项目全生命周期过程中，合同管理与采办管理贯穿项目始终，是实现降

本增效的重要途径和方式。以境外某输水管道项目的施工建设为例，通过合同管理和采办管理实现对项

目成本的有效控制，最终达到降本增效的目的，为其他国际管道工程项目提供了借鉴与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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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传统的工程项目 EPC (engineering procurement construction)总承包模式竞争越发激烈残酷，总包方的

利润空间被严重压缩，总承包单位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采取的内部降本增效管理举措，是实现承包项目利

润指标的重要措施之一。中亚天然气管道 C 线 UCS3 站(3 号压缩机站)供水管道项目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境

内，是为解决 UCS3 站生活用水而建设的小口径供水管道项目，该工程包含 17.85 km 的主管线及 17 个

阀井、2 个蓄水池、泵房和配套的外电供应等附属设施。管线主要采用高密度聚乙烯管为主管材料(HDPE，
PE100，SDR11)，管径 Dn160 mm。项目于 2015 年 9 月开始建设，2016 年 6 月完工。在合同总额较低、

工期紧张的情况下，项目管理团队采取多种管理措施实现降本增效，保证了项目预期经营目标的完成，

其中贯穿项目全生命周期的合同管理与采办管理起到了重要作用。 

2. 加强顶层设计，制定项目最优实施方案 

以目标为导向，加大项目整体间的组织沟通协调力度，制定整体效益最大化的项目组织实施方案。

首先，根据业主的招标文件，明确项目详细设计基本目标，制定既符合招标文件基本要求又不镀金的设

计方案，以便采购与施工的实施；其次，采办部门制定符合设计要求的采购成本最低的执行计划；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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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部门制定 3 种以上施工方案进行比对，选择满足工期要求、投入成本最低的施工方案；最后，结合

当地财务税收制度制定项目的内部经营目标和资金管理方案。 

3. 采办管理方面的降本增效措施 

3.1. 加大调研力度，前后期调研相结合 

投标前对中国境内和项目属地国市场进行充分调研和询价，掌握项目主要使用物资的货源和市场价

格。对属地市场能够供应的，如 HDPE 管、配电柜、电缆、变压器、发电机、水泵等材料设备，着重在

当地调研其能否符合设计规定的技术规格要求、厂家供货能力及价格等信息。同时，对设备材料的海关

关税进行查询，掌握各项物资的进口税率。例如，HDPE 管、配电柜、电缆、变压器等设备的进口税费

在 60%以上。项目中标后再次调研，确认设备物资的销售价格及海关税率变化情况，然后确定采购计划

着手实施。 

3.2. 科学计算比对，选择最佳采购方案 

将设备、材料在中国境内厂家的询价，加上货物运输、保险、海关关税、清关费等费用，再加上需

要投入的管理费用，进而计算出货物在中国境内的采购成本，然后与属地国厂家或经销商报价加上属地

采购需要的管理费用进行比对[1]。比对公式如下： 

( ) ( ) ( ) ( )1 21 1 1C Y B K K U K A+ + × + × + − × + =  

式中：C 为中国出厂价；Y 为到口岸的运输费；B 为保险费；K 为海关综合税率；K1为境内采购到完成现

场交货管理费率；U 为属地价；K2为属地管理费用费率；A 为比对值。 
A 为正值，则说明属地国采购成本相对较低；若 A 为负值，则说明中国境内成本相对较低。经过比

对计算，制定出灵活的采购方案，各类物资均选择成本较低的方案进行采购。通过采购方案优化，UCS3
站供水管道项目采购成本最终节约 20%左右。 

3.3. 采办与设计联动，实现设计优化 

依据采办调研情况，联合设计单位探讨项目设计方案调整优化的可能性。在满足项目使用功能、符

合合同条件的前提下，基于设计标准和技术规范要求，进行合理规划和设计优化。UCS3 站供水管道项

目通过设计优化减少采购 HDPE 管(DN160)电容接头 1620 个，节约成本约 3000 美元；减少了管线阀门

使用量并将球阀调整为闸阀，从而降低了采购成本；同时，减少了现场的施工量，进而降低了施工成本。 

3.4. 采办与施工协同，降低现场工作量 

通过与项目的 HDPE 管材供应商及施工单位沟通协调，提前准备 2 km 的开工管材，直接运抵开工现

场，并优化其余管材供应方案。在保证现场施工的前提下，要求供应商根据我方施工计划将所需施工管

材分批次运输至现场，配合我方直接在施工路由沿线卸管、布管，现场直接完成全面交货、验收等工作。

项目管材使用量大，占用仓储场地多，通过上述措施，减少了仓库租赁费用，减少了物资的倒运工作，

节省了吊车、运输车辆等资源的投入，达到了降本增效的目的。 

4. 合同管理方面的降本增效措施 

4.1. 重视主合同的谈判与宣贯 

项目主合同签订前，EPC 项目部与业主多次进行友好商谈，争取合同文本上增加对我方有利的条款。

第一，与业主协商修改主合同中比较苛刻的条款，降低项目执行风险；第二，与业主协商增加项目预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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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比例，以加快资金回收进度和金融收益，最终项目预付款比例由 10%提高到 30%；第三，根据采办进

度计划与业主协商修改商务报价的分解比例，避免在合同执行过程中采办请款进度与实际采购情形不符； 
第四，与业主协商减少物资供应商的审批范围，除关键设备供应商需要报业主审批外，其他一般物资供

应商不再报业主审批。 
主合同签订后，项目部合同主管部门对合同主要内容进行整理，组织项目部全员和施工单位主要管

理人员进行宣贯，明确项目工作范围、质量、工期等方面的合同要求，以及变更、索赔等方面的工作流

程，完成合同内部交底，要求各部门、各单位严格按照合同要求完成所负责工作。 

4.2. 注重项目索赔管理 

在供水管道项目合同执行过程中，项目管理团队多次组织各单位商讨探索索赔变更点，时刻关注索

赔事件，及时提出索赔，避免反索赔事件发生。例如，在业主征地许可办理缓慢的情况下，项目充分准

备关键证据，与业主友好协商实现工期索赔。 

4.3. 加强分包合同管理 

供水管道项目主要以管道局内部分包属地化施工为主，部分外电施工类工作任务需要由具有当地专

业资质的企业来完成。为减少强制换汇损失，EPC 项目部与属地分包公司签署合同时，要求必须使用当

地货币结算。通过该项措施最终将美元硬通货保留在子公司账户，最大程度地消耗持有的当地货币，方

便通过母公司利润分成的方式合法地将硬通货汇回总公司境内账户，从而提高资本价值。 

4.4. 合同管理与采办管理相融合 

无论是普通商品交付的采购行为，还是大宗产品的交易，都是一种合同行为，只有通过合同关系来

实现采购活动的实施，才能够有效降低采购风险和成本。合同关系是实现产品交换和资金流动的必须载

体，只有合同与采办管理措施有效结合，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降本增效的作用。在 EPC 项目的执行过

程中，合同管理与采办管理一直贯穿项目始终，只进行采办管理而不进行合同管理，会增加采购行为的

风险；只进行合同管理而不进行采办管理，采购的产品很有可能无法满足客户要求[2]。合同成本与采办

成本的总体支出最少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UCS3 站供水管道项目在执行期间，为节约成本提高利润收

入，项目进行了实施方案的整体优化，通过采购管理的优化，联动设计和施工管理，正是由于设计与采

办的优化，导致项目的进口物资名录与投标报价合同的分解项不完全一致，导致从乌兹别克境外采购的

商品无法进口，在乌兹别克境内采购的商品也无法向业主请款。这种情况下，只有掌握物资实际采购情

况的采办管理人员与清楚项目合同条款的合同管理人员紧密结合，才能制定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供水

管道项目正是因为合同和采办管理工程师提前与业主进行沟通磋商，将相应的合同条款进行了适当变更，

才顺利完成了物资的海关手续办理和采办进度款的回收，节省了采办管理和合同管理费用，促成了顶层

设计的实现，最终节约了项目成本，实现了降本增效。 

5. 结论 

在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过程中，无论是按照产品还是按照专业去进行工作结构分解，其最终目标都

是要在合同工期内将合格产品交付客户。有效的合同管理和采办管理措施能在变化的项目实施进程中促

成最佳方案的形成与实施，提高项目抵御风险的能力，能够真正降低项目支出成本，加快财务资金回收，

最终实现项目降本增效的目的。为提高 EPC 项目的管理水平，提出以下建议供相关企业参考。 
1) 提高认识，重视合同管理与采办管理措施。合同管理、采办管理工作都是一项综合性的成本管理

工作，合同管理和采办管理措施使用得当将对项目运营、风险和成本管控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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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要持续优化和改进合同管理和采办管理措施。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不同项目，制定差异化的

管理措施，并将优化和改进的措施落到实处。提升合同管理和采办管理措施在项目成本管理和收益管理

中的作用，持续降低项目风险，增加项目利润收入。 
3) 加强学习，提高合同管理和采办管理措施运用水平。项目管理人员对于合同、法律、设计标准、

采购系统、项目材料、施工要求、分包、财税的相关知识要加强学习，对项目当地法律、招投标、合同

管理要清楚了解和掌握，对当地的市场价、网价、信息价要做到心中有数，才能及时采取有效的合同管

理和采办管理措施，更好地达到降本增效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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