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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装配式建筑工程总承包（EPC）单位和项目组织对预制混凝土结构和钢结

构装配式建筑工程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全过程的管理。 

装配式建筑工程项目除应符合本文件外，尚应符合国家及地方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50326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范 

GB/T 50358  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规范 

GB/T 51129  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 

GB/T 51231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 

GB/T 51232  装配式钢结构建筑技术标准 

GB 50666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 

GB 50204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5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017  钢结构设计标准 

JGJ1 2014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JGJ 59  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 

JGJ 369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JGJ/T 398  装配式住宅建筑设计标准 

DB42/T 1233  装配式建筑施工现场安全技术规程 

DB42/T 1224  预制混凝土构件质量检验标准 

DB42/T 1225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程 

DB42/T 1319  绿色建筑设计与工程验收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3.1 装配式建筑 assembled building 

结构系统、外围护系统、设备与管线系统、内装系统的主要部分采用预制部品部件集成

装配率达到 50％以上的建筑。 

3.2 工程总承包 engineering procurement construction（EPC）contracting/design- 

build contracting 

依据合同约定对建设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实行全过程或若干阶段的承包。 

3.3 组织 organization 

为实现其目标而具有职责、权限和关系等自身职能的个人或群体。 

3.4 项目部 project management team 

在工程总承包单位法定代表人授权和支持下，为实现项目目标，由项目负责人组建并领

导的项目管理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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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project leader（project manager） 

组织法定代表人在建设工程项目上的授权委托代理人。 

3.6 项目启动 project initiating 

正式批准一个项目成立并委托实施的活动。由工程总承包单位在合同条件下任命项目负

责人，组建项目部。 

3.7 项目管理 project management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对项目的各方面进行策划、组织、监测和控制，并把项目管理知识、

技能、工具和技术应用于项目活动中，以达到项目目标的全部活动。 

3.8 项目管理计划 project management plan 

项目管理计划是一个全面集成、综合协调项目各方面的影响和要求的整体计划，是指导

整个项目实施和管理的依据。 

3.9 项目管理责任制 project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y system 

组织制定的、以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为主体，确保项目管理目标实现的责任制度。 

3.10 项目管理目标责任书 responsibility document of project management 

组织的管理层与项目部签订的，明确项目部应达到的成本、质量、工期、安全和环境等

管理目标及其承担的责任。 

3.11 项目实施 project executing 

执行项目计划的过程。项目预算的绝大部分将在执行过程中消耗，并逐渐形成项目产品。 

3.12 项目实施计划 project execution plan 

根据合同和经批准的项目管理计划进行编制并用于对项目实施进行管理和控制的文件。 

3.13 项目控制 project control 

通过定期测量和监控项目进展情况，确定实际值与计划基准的偏差，并采取适当的纠正

措施，从而确保项目目标的实现。 

3.14 策划管理 planning management 

对合同约定的项目工作范围进行的定义、计划、控制和变更等活动。 

3.15 设计 engineering 

将建设单位要求转化为项目产品描述的过程。即按合同要求编制建设项目设计文件的过

程。 

3.16 采购 procurement  

为完成项目从而执行组织外部获取设备、材料和服务的过程。 

3.17 施工 construction 

把设计文件转化为项目产品的过程,包括建筑、安装、竣工试验等作业。 

3.18 试运行 commissioning 

依据合同约定，在工程完成竣工试验后，由建设单位或 EPC 总承包单位组织进行的包

括合同目标考核验收在内的全部试验。 

3.19 预制构件 prefabricated components 

按照设计规格在工厂或现场预先制成的钢、木或混凝土构件。 

3.20 集成设计 integrated design 

建筑结构系统、外围护系统、设备与管线系统、内装系统一体化的设计。 

3.21 协同设计 collaborative design 

装配式建筑设计中通过建筑、结构、设备、装修等专业相互配合，并运用信息化技术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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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满足建筑设计、生产运输、施工安装等要求的一体化设计。 

3.22 装配率 prefabrication ratio 

单体建筑室外地坪以上的主体结构、围护墙和内隔墙、装修和设备管线等采用预制部品

部件的综合比例。 

3.23 生产管理 production management 

预制构件在工厂预制生产的过程。 

3.24 装配管理 assembly management 

把设计文件转化为项目产品的过程，包括建筑、安装、竣工试验等作业。 

3.25 质量管理 quality management 

为确保项目的质量特性满足要求而进行的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等活动。 

3.26 项目质量控制 project quality control 

为使项目的产品质量符合要求，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对项目质量的实际情况进行监督，

判断其是否符合相关的质量标准，并分析产品质量问题的原因，从而制定相应的措施，确保

项目质量持续改进。 

3.27 进度管理 schedule management  

为实现项目的进度目标而进行的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等活动。 

3.28 项目进度控制 project schedule control 

根据进度计划，对进度及其偏差进行测量、分析和预测，必要时采取纠正措施或进行进

度计划变更的管理。 

3.29 成本管理 cost management 

为实现项目成本目标而进行的预测、计划、控制、核算、分析和考核过程。 

3.30 项目成本控制 project cost control 

以成本预算计划为基准，对成本及其偏差进行测量、分析和预测，必要时采取纠正措施

或进行成本预算（基准）计划变更管理。 

3.31 安全管理 safety management 

为使项目实施人员和相关人员规避伤害及影响健康的风险而进行的计划、组织、指挥、

协调和控制等活动。 

3.32 职业健康管理 occupational health management 

对项目实施全过程的职业健康因素进行管理。包括制定职业健康方针和目标，对项目的

职业健康进行策划和控制。 

3.33 环境管理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对可能造成环境影响的因素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价，提出预防或减

轻不良环境的对策和措施，并进行跟踪和检测。 

3.34 绿色建筑 green building 

在全寿命期内，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为人们提供健康、适用、高效的使用

空间，最大限度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质量建筑。 

3.35 信息管理 information management 

对项目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处理、存储、传递和使用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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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规定 

4.1 装配式建筑应该采用系统集成的方法统筹设计、生产运输、施工安装和验收，实现全过

程的协同。 

4.2 装配式建筑应按照通用化、模数化、标准化的要求，构件应以少规格、多组合为原则，

实现建筑及部品部件的系列化和多样化。 

4.3 装配式建筑应综合协调建筑、结构、设备和内装等专业，制定相互协同的施工组织方案

以及有针对性的项目管理办法，保证工程质量，提高劳动效率。 

4.4 装配式建筑宜采用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实现全专业、全寿命周期的信息化管理。 

4.5 装配式建筑宜采用智能化技术，提升建筑使用的安全、便利、舒适和环保等性能。 

4.6 装配式建筑应进行技术策划，对技术选型、技术经济可行性和可建造性进行评估，并应

科学合理地确定建造目标与技术实施方案。 

4.7 装配式建筑应采用绿色建材和性能优良的部品部件，提升建筑整体性能和品质。 

4.8 装配式建筑工程总承包活动应当遵循合法、公平、诚实守信的原则，合理分担风险，保

证工程质量和安全，节约能源。 

5 工程总承包组织管理 

5.1 一般规定  

5.1.1 建设单位应严格执行国家、省、市装配式建筑的质量管理规定与标准规范，依法对装

配式建筑工程承担质量安全首要责任。 

5.1.2 建设单位在申请项目立项时，应提交符合装配式建筑建设要求的说明，对政府投资项

目和独立成栋的保障性住房项目应增加装配式建筑技术经济分析的内容。 

5.1.3 建设单位在申请装配式建筑项目规划许可时，应以单体建筑为计算单元，向自然规划

管理部门提交规划设计方案楼层平面图外墙预制部分的范围和水平投影面积、装配式建筑装

配率计算书。 

5.1.4 建设单位应在完成项目审批、核准或者备案程序后进行装配式建筑 EPC 总承包项目发

包工作。建设单位原则上应依法采用招标等方式选择 EPC 总承包单位。 

5.1.5 EPC 总承包单位应根据自身特点建立与装配式项目相适应的项目管理组织，并行使项

目管理职能，实行项目经理责任制。 

5.1.6 EPC 总承包单位应采用项目管理目标责任书的形式，并明确项目目标和项目经理的职

责、权限和利益。 

5.1.7 项目经理应根据 EPC 总承包单位法定代表人授权的范围、时间和项目管理目标责任书

中规定内容，自项目启动至项目收尾，对总承包项目实行全过程管理。 

5.1.8 EPC 总承包单位承担建设项目 EPC 总承包，宜采用矩阵式管理。项目部应由项目经理

领导，并接受 EPC 总承包单位职能部门指导、监督、检查和考核。 

5.1.9 EPC 总承包项目的承包人应当是具有与发包工程规模相适应的工程设计资质和施工总

承包资质的单位或联合体。采用联合体方式实施项目总承包的单位应根据招标人要求，确立

共同的项目目标，明确各方分工及责任，明确各方权责。 

5.1.10 项目部在项目收尾完成后应由 EPC 总承包单位批准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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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任命项目经理和组建项目部 

5.2.1 EPC 总承包单位应在 EPC 总承包合同生效后，任命项目经理，并由 EPC 总承包单位法

定代表人（或联合体各方合法授权人）签发书面授权委托书。项目经理不应同时担任两个或

两个以上未完成项目的管理工作。 

5.2.2 项目部的设立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根据 EPC 总承包单位管理规定，结合装配式项目设计、生产、装配和使用管理集成

的理念，设定相应的单位和项目两级管理机构、部门设置、人员结构，确定组织形式，组建

项目部，确定项目部的职能； 

2 根据 EPC 总承包合同和单位有关管理规定，确定项目部管理范围和任务； 

3 确定项目部的组成人员、职责和权限； 

4 EPC 总承包单位与项目经理签订项目管理目标责任书。 

5.2.3 项目部的人员配置和管理规定应满足 EPC 总承包项目管理的需要，应遵循下列原则： 

1 依据项目目标来确定项目组织； 

2 便于任务分工和建立协作机制； 

3 人员配备应与所需工作相匹配； 

4 岗位配置应满足项目实施的需求但应注意精简； 

5 项目部组织结构可依据项目不同阶段进行调整，但同时兼顾稳定和连贯。 

5.3 项目部职能 

5.3.1 项目部应具有 EPC 总承包项目组织实施和控制职能。 

5.3.2 项目部应根据 EPC 总承包单位的要求进行项目组织设计、采购、施工、试运营等各阶

段一体化管理，安全与绿色施工管理以及项目智慧管理，树立以项目利益为中心的管理理念。 

5.3.3 项目部应根据 EPC 总承包单位的需求实现项目组织管理、项目策划、项目招标投标管

理、项目设计管理、项目采购管理、预制构件生产管理、施工现场管理、试运行管理、质量

管理、进度管理、成本管理、安全职业健康与环境管理、项目资源管理、项目合同管理、项

目信息化管理、项目收尾等目标。 

5.3.4 项目部应根据装配式建筑工程特点，严格执行项目管理程序，管理过程应遵循计划、

实施、检查、处理（PDCA）进行持续改进。 

5.3.5 项目部应具有内外部沟通协调管理职能。 

5.4 项目部岗位设置及管理  

5.4.1 EPC 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工程建设规模和技术要求设立 EPC 总承包项目管理机构，项

目部可根据 EPC 总承包合同范围和相关管理规定设置设计、采购、施工、试运行、质量、

进度、安全等主要管理部门及岗位，配备 EPC 总承包项目经理及相应管理人员，全面负责

设计、采购、施工、试运行等方面的综合协调和统筹安排。根据项目具体情况，相关岗位可

进行调整。 

5.4.2 项目部应明确所设置岗位职责。项目经理及相关专职管理人员应按照法律、法规和有

关规定，对建设工程的质量、进度、成本、安全等负责。 

5.4.3 项目部岗位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岗位设置应以工作分解为依据，确保每项职能落实到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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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确定每个岗位的作业流程，实现岗位间分工协作； 

3 制定岗位规范和业务规范，实现组织分工协调网络； 

4 确立岗位职责及相应奖惩制度，明确岗位间层级及权力关系。 

5.5 项目经理能力要求  

5.5.1 EPC 总承包单位应明确项目经理的能力要求，确认项目经理任职资格，并进行管理。 

5.5.2 EPC 总承包项目经理应具备下列条件： 

1 取得工程建设类注册执业资格及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2 具备决策、组织、领导和沟通能力，能正确处理和协调与建设单位、项目相关方之间

及 EPC 总承包单位内部各专业、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具有良好的预判及应对能力； 

3 熟悉 EPC 总承包项目管理及相关的经济、法律法规和标准化知识； 

4 对装配式建筑全过程管理、技术及商务等多专业多系统多层面具有良好的认识和了解，

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  

5 担任过与拟建项目相类似的 EPC 总承包项目经理、设计经理、施工经理或者项目总

监理工程师等，具有类似项目的管理经验和相应的工程业绩； 

6 具有良好的信誉和职业道德。 

5.6 项目经理的职责和权限  

5.6.1 项目经理应履行下列职责： 

1 遵循国家法律法规、相关方针政策及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执行 EPC 总承包单位的

管理制度，维护单位的合法权益； 

2 代表 EPC 总承包单位组织实施 EPC 总承包项目管理，对实现合同约定的项目目标负

责； 

3 完成项目管理目标责任书规定的任务； 

4 在授权范围内负责与项目干系人的协调，解决项目实施中出现的问题； 

5 围绕项目整体目标，实现各专业建设子目标，系统配置资源统筹部署、协调、管控； 

6 建立畅通的信息沟通渠道和智能化管理平台； 

7 负责组织项目的管理收尾和合同收尾工作。 

5.6.2 项目经理应具有下列权限： 

1 经授权组建项目部，提出项目部的组织机构，参与决定项目部岗位设置、职责确立、

人员选定等事宜； 

2 在授权范围内，行使合同约定的相应管理权，履行相应的职责； 

3 在合同范围内，按规定程序使用 EPC 总承包单位的相关资源； 

4 批准发布项目管理程序； 

5 协调和处理与项目有关的内外部事项。 

5.6.3 项目管理目标责任书宜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规定项目质量、安全、费用、进度、职业健康和环境保护目标等； 

2 明确项目经理的责任、权限和利益； 

3 明确项目所需资源及 EPC 总承包单位为项目提供的资源条件； 

4 项目管理目标评价的原则、内容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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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PC 总承包单位对项目部人员进行奖惩的依据、标准和规定； 

6 项目经理解职和项目部解散的条件及方式； 

7 在 EPC 总承包单位制度规定以外的、由法定代表人向项目经理委托的事项。 

6 项目策划 

6.1 一般规定 

6.1.1 项目部应在项目初始阶段开展项目整体策划工作，并编制项目管理计划和项目实施计

划。 

6.1.2 装配式建筑 EPC 总承包项目策划应结合项目特点，根据合同和 EPC 总承包单位管理

的要求，明确项目目标和工作范围，分析项目风险以及采取的对应措施，确定项目各项管理

原则、措施和进程。 

6.1.3 项目策划应对项目实施目标、推进节奏等进行总体规划；应对项目从总体到局部、从

局部到细节进行系统策划；应对项目全生命周期、全要素进行全面把控。  

6.1.4 项目策划的范围宜涵盖项目活动的全过程所涉及的全要素。结合项目全寿命周期，宜

进行前置策划，如技术前置、管理前置；考虑项目设计、采购、施工一体化，项目宜进行集

成策划，如技术集成、管理集成等，实现项目全生命周期的精细化管理。  

6.1.5 根据项目的规模和特点，可将项目管理计划和项目实施计划合并编制为项目计划。 

6.2 策划内容  

6.2.1 项目策划应满足合同要求。同时应符合工程所在地对社会环境、依托条件、项目干系

人需求以及项目对技术、质量、进度、成本、安全、职业健康、环境保护、相关政策和法律

法规等方面的要求。 

6.2.2 项目策划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明确项目策划总体目标； 

2 把握相关的政策方针； 

3 明确项目技术、质量、进度、成本、安全、职业健康和环境保护等目标，并制定相关

管理程序； 

4 明确 EPC 项目装配式整体方向和专项方向； 

5 明确项目的管理模式、组织机构和职责分工； 

6 明确集成设计管理部门的职责、权限和标准； 

7 制定总体施工进度计划； 

8 制定资源配置计划； 

9 制定装配式构件生产、运输、安装计划，明确各阶段项目管理标准； 

10 明确装配式建筑多专业、多业务联动环节，制定项目协调程序，做好智能化技术的

应用策划； 

11 制定风险管理计划； 

12 明确装配式建筑 EPC 总承包工程相关方合同界面、标准及合约模式，制定分包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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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项目管理计划 

6.3.1 项目管理计划应由项目经理组织编制，并由 EPC 总承包单位相关负责人审批。 

6.3.2 项目管理计划编制的主要依据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项目合同； 

2 建设单位和其他项目干系人的要求； 

3 项目情况和实施条件； 

4 建设单位提供的信息和资料； 

5 相关市场信息； 

6 EPC 总承包单位管理层的总体要求。 

6.3.3 项目管理计划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项目概况； 

2 项目范围； 

3 项目管理目标； 

4 项目实施条件分析； 

5 项目的管理模式、组织机构和职责分工； 

6 项目实施的基本原则； 

7 项目设计计划、项目采购计划、项目施工计划； 

8 项目设计、采购、施工一体化的集成计划； 

9 项目协调程序； 

10 项目的资源配置计划； 

11 项目风险分析与对策； 

12 合同管理。 

6.4 项目实施计划 

6.4.1 项目实施计划应由项目经理组织编制，并经建设单位认可。 

6.4.2 项目实施计划的编制依据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批准后的项目管理计划； 

2 项目管理目标责任书； 

3 项目的基础资料。 

6.4.3 项目实施计划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项目概述； 

2 总体实施方案； 

3 项目实施要点； 

4 项目全过程、全生命周期的初步进度计划；  

5 装配式建筑设计计划、深化设计管理计划和专项实施计划； 

6 项目采购计划 

7 预制构件生产、运输、安装计划； 

8 项目环境管理计划； 

9 项目资源管理计划； 

10 项目智能化管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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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项目收尾计划等。 

6.4.4 项目实施计划的管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项目实施计划应由项目经理签署，并经建设单位认可； 

2 建设单位对项目实施计划提出异议时，经协商后可由项目经理主持修改； 

3 项目部应对项目实施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动态监控； 

4 项目结束后，项目部应对项目实施计划的编制和执行进行分析和评价，并把相关活动

结果的证据整理归档。 

6.5 专项策划 

6.5.1 项目策划应明确 EPC 项目装配式整体方向，把握建筑项目的外部条件、产业化目标、

项目定位、建设规模、装配比率等内容。 

6.5.2 项目策划应明确 EPC 项目装配式专项方向，把握建筑项目的装配体系设计、主要控制

要点、装配主要做法、全过程各业务变化等内容。 

6.5.3 装配式建筑 EPC 总承包项目质量策划作为对外质量保障和对内质量控制的依据，应体

现项目从资源投入到完成交付的全过程质量管理要求。 

6.5.4 装配式建筑 EPC 总承包项目进度策划应对质量控制、进度控制和成本控制相互协调、

总体决策，并应按项目实施过程、专业或周期进行分解，确定各分解目标的负责人，通过逐

级管理的方式控制整个项目的进度。 

6.5.5 装配式建筑 EPC 总承包项目成本策划应依据 EPC 总承包单位管理规定、业务活动进

展、合同支付计划和工作计划等输入信息，在项目成本目标确定后，遵循上下结合、分级编

制、逐级汇总的原则，编制项目成本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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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项目设计管理 

7.1 一般规定  

7.1.1 装配式建筑 EPC 总承包项目的设计应由具备相应设计资质和业绩的设计单位承担。 

7.1.2 设计应满足合同约定的相应技术性能、质量标准和工程的可施工性、可操作性及易维

护性的要求。 

7.1.3 EPC 总承包单位应委派总承包项目设计经理，并配备专业构成齐全的设计管理人员组

成设计管理部门，开展全过程的设计管理工作。 

7.1.4 项目设计管理部门应根据项目策划结果，进行目标分解，确定项目设计策划与技术实

施方案。 

7.1.5 项目设计管理部门应进行设计前置，在设计前端进行技术策划，应优先使用建筑信息

模型（BIM）实现设计阶段协同工作、信息共享。 

7.2 设计执行计划 

7.2.1 设计执行计划由项目设计经理组织编制，经 EPC 总承包单位有关职能部门评审后，由

项目经理批准实施。 

7.2.2 设计执行计划编制依据包括下列内容： 

1 合同文件； 

2 本项目相关批准文件； 

3 项目计划； 

4 国家及地方标准和规范； 

5 EPC 总承包单位管理体系相关要求。 

7.2.3 设计执行计划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设计依据； 

2 设计范围； 

3 设计原则和要求； 

4 宜采用建筑信息模型等技术进行方案设计和各阶段模拟； 

5 组织机构及职责分工； 

6 适用标准规范清单； 

7 质量保证程序和要求； 

8 进度计划和主要控制点； 

9 技术经济要求； 

10 安全、职业健康和环境保护要求； 

11 与采购、施工和试运行的接口关系及要求。 

7.2.4 设计执行计划应满足合同约定的质量目标及要求，同时应符合国家质量要求规范、建

筑单位质量管理要求。 

7.2.5 设计执行计划应依据项目策划目标分解中的成本目标设置项目造价控制指标，并宜建

立项目设计执行效果测量基准。 

7.2.6 设计进度计划应符合总进度计划要求，满足设计工作的内部逻辑关系及资源分配、外

部约束等条件，与工程勘察、采购、施工和试运行等进度协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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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设计实施 

7.3.1 设计工作应按照已批准的设计执行计划设计，满足计划控制目标要求。 

7.3.2 设计管理部门应组织对设计基础数据和资料的检查和验证，了解建筑项目的外部条件、

成本限额、产业化目标、建设规模以及项目定位等内容，为装配式建筑项目设计提供参考和

依据。 

7.3.3 设计管理部门应按照装配式建筑标准规范、规划方案批准意见书中批复的楼层平面外

墙装配式部分建筑面积和装配式建筑主要指标要求进行设计，应有设计专篇。 

7.3.4 设计管理部门应结合装配式建筑的技术策划，优化立面设计和平面设计，在确保预制

装配式建筑正常使用性能的基础上，坚持多组合、少规格的预制构件设计原则，实现预制装

配式建筑设计的系统化和标准化。 

7.3.5 设计管理部门应根据建筑、结构、水电、暖通等不同专业的技术要点，做好协同设计，

结合设备设施、内装部品、预制构件等设计参数进行装配式建筑施工图设计，其设计深度应

符合现行《装配式住宅建筑设计标准》（JGJ/T 398）以及国家其他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7.3.6 设计管理部门在进行装配式建筑构件设计时应坚持模数化、标准化的原则，减少使用

的构件类型，确保构件的精确化和标准化，优化构造节点设计，减少工程造价。 

7.3.7 设计管理部门应对设计图纸进行深化设计、各专业设计间冲突处理，保障设计的整体

性。 

7.3.8 设计管理部门应遵循项目设计评审程序和计划，按照国家有关装配式建筑标准规范、

《武汉市装配式建筑装配率计算细则》、规划部门批准文件等，进行设计评审。 

7.3.9 设计管理部门应按设计执行计划与采购、施工、试运行等实现有序衔接并处理好接口

关系。 

7.3.10 设计文件应注明需要采购的设备、材料、部品部件，及其规格、型号、性能、数量等

技术指标，所采购设备材料应满足国家相关安全质量规范，符合现场施工需要。 

7.3.11 在施工前，项目部应做好装配式建筑专项技术交底工作。 

7.3.12 设计管理部门应依据合同约定，在施工和试运行阶段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 

7.4 设计控制 

7.4.1 设计经理应组织检查设计执行计划的执行情况，分析进度偏差，制定有效措施。设计

进度的控制点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设计各专业间的条件关系及其进度； 

2 初步设计完成及提交时间； 

3 关键设备和材料请购文件的提交时间； 

4 设计组收到设备、材料供应商最终技术资料的时间； 

5 进度关键线路上的设计文件提交时间； 

6 施工图设计完成提交时间； 

7 设计工作结束时间。 

7.4.2 设计质量应按项目管理体系要求进行控制，制定控制措施。设计质量控制点应包括下

列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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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计人员资格管理； 

2 设计输入控制； 

3 设计策划控制； 

4 设计技术方案评审； 

5 设计文件的校审和会签； 

6 设计输出的控制； 

7 设计确认的控制； 

8 设计变更的控制； 

9 设计技术支持和服务控制。 

7.4.3 设计专业设计人员应配合设计控制管理人员进行设计成本和设计进度跟踪管理及预测

分析，分析偏差产生原因，并提出纠偏措施。 

7.4.4 设计变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设计管理部门应按合同变更程序进行设计变更管理。 

2 设计变更应对技术、质量、安全和材料数量等提出要求。 

3 装配式建筑装配率、装配式建筑外墙的设计变更需取得施工许可审批部门批准，并报

原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查，其变更后的设计不得降低原审查通过的装配率指标和楼层平面建筑

外墙装配式部分面积，并将修改后的设计文件报送自然规划管理部门、建设管理部门。审查

不合格的不得变更设计审查。 

7.4.5 相关设备、材料控制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工程量清单； 

2 设备材料规格书及清单； 

3 部品部件规格书； 

4 相关设计图纸； 

5 适用的标准规范； 

6 有关其他资料和文件。 

7.5 设计交付 

7.5.1 设计经理及各专业负责人应按合同提交设计文件，并应为终止合同提供相关文件。 

7.5.2 设计经理及各专业负责人应根据项目文件管理规定，收集、整理设计图纸、资料等，

组织编制项目设计文件总目录并存档。 

7.5.3 设计管理部门应根据各参与方建议，组织编制设计完工报告，并将项目设计经验与教

训反馈给 EPC 总承包单位。 

7.5.4 设计管理部门宜建立项目设计成果文件夹，将项目相关电子版文件有序归档，以便后

续调用与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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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项目采购管理 

8.1 一般规定 

8.1.1 装配式建筑 EPC 总承包项目部应组建由采购经理领导的项目采购管理部门，在项目实

施过程中，采购管理部门负责采购工作的组织、策划和实施等。 

8.1.2 采购工作应符合装配式建筑 EPC 总承包项目有关合同、设计文件所规定的技术、质量

和服务标准，按照项目进度、安全、环境和成本管理要求，获得项目所需要的设备、预制构

件等材料及有关服务。 

8.1.3 项目部应对供应商及厂家进行资格预审，供应商及厂家产品应达到合同要求。 

8.2 采购工作程序 

8.2.1 采购工作按下列程序实施： 

1 根据项目立项报告、工程合同、设计文件等，统计采购信息，编制采购计划； 

2 依据所采购物资质量、安全等标准文件，确定供应商； 

3 按照合同规定进度，对所订购的设备、预制构件等材料以及有关服务组织催交工作；  

4 对供应商提供的产品进行质量检查，按合同要求的交货形态和交付方式进行交付工作； 

5 进行现场服务管理，包括采购技术服务、供货质量问题的处理、供应商专家服务的联

络和协调等内容；  

6 应组织订单关闭、文件归档、剩余材料处理、供货商评定及采购完工报告编制等内容，

并对采购活动中质量进度成本等信息及存在问题汇总整理，应建立相关信息库，为以后采购

工作积累经验。 

8.2.2 项目采购管理部门可以分局工作需要对采购工作程序及内容进行调整，采购变更管理

要求如下： 

1 项目部应按合同变更程序进行采购变更管理。 

2 根据合同变更的内容和对采购的要求，采购部门应预计相关费用和进度，制定变更实

施计划并应配合项目部实施控制，避免设备、构件等材料积压或不足。 

8.3 采购计划 

8.3.1 采购计划由采购经理负责编制，并经上级批准后实施。 

8.3.2 采购计划编制的依据应包含以下内容： 

1 项目合同； 

2 项目管理计划和项目实施计划； 

3 项目进度计划； 

4 EPC 总承包单位有关采购管理程序和规定。 

8.3.3 采购执行计划应包括主要内容： 

1 编制依据； 

2 项目概况； 

3 采购原则（包括划分策略及管理原则，技术、质量、安全、费用和进度控制原则，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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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材料分交原则等）； 

4 采购工作范围和内容； 

5 采购岗位设置及其主要职责； 

6 采购质量控制的主要目标、要求和措施； 

7 采购进度的主要控制目标和要求，长周期设备和特殊材料专项采购执行计划； 

8 预制构件质量检查及管理办法； 

9 采购成本控制的主要目标、要求和措施； 

10 采购协调程序； 

11 特殊采购事项的处理原则； 

12 现场采购管理要求。 

8.3.4 项目采购管理部门应按照采购计划开展工作，并对采购执行计划的实施进行管理和监

控。 

8.4 采买与催交 

8.4.1 采买工作应包括接收请购文件、确定采买方式、实施采买和签订采购合同或订单等内

容。 

8.4.2 项目采购管理部门应按批准的请购文件组织采买。 

8.4.3 采买工程师应根据采购执行计划确定的采买方式实施采买。 

8.4.4 采买过程可由多个部门参与，包括项目采购管理部门和项目成本管理部门等。 

8.4.5 EPC 总承包单位应当建立预付款和贷款的授权批准制度，以加强预付账款和应付账款

的管理，相关供应商的付款额度经项目经理审批同意后方可付款。 

8.4.6 项目采购管理部门应设采购进度管理岗，由专人根据设备、预制构件材料的重要性及

延期交付对项目总进度产生影响的程度，划分催交等级，确定催交方式和频度，制定催交计

划并监督实施。 

8.4.8 催交方式包括驻厂催交、办公室催交和会议催交等。 

8.4.8 催交工作宜按下列程序实施： 

1 熟悉采购合同及附件；  

2 确定设备、预制构件等材料的催交等级，制定催交计划，明确主要检查内容和控制点；  

3 要求供应商按时提供制造进度计划；  

4 检查供应商、预制构件等材料制造、供货及提交的图纸、资料是否符合采购合同要求； 

5 督促供应商按计划提交有效的图纸、资料，供设计审查和确认，并确保图纸、资料按

时返回供应商；  

6 检查运输计划和货运文件的准备情况，催交合同规定的最终资料；  

8 按规定编制催交状态报告。 

8.5 检验与交付 

8.5.1 项目采购管理部门应根据采购合同的规定制定检验计划，组织检验人员根据设计文件

和标准规范的要求，进行设备、预制构件材料制造过程中的检验以及出厂前的最终检验。预

制构配件可采取全过程质量跟踪管理。 

8.5.2 对于有特殊要求的设备、材料，可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第三方进行检验并签订检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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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项目部检验人员应依据合同对第三方的检验工作实施监督和控制。 

8.5.3 设备、预制构件等材料进场验证时发现不符合验收规定要求或技术资料不全等情况时，

应拒绝验收，并作好标识，隔离存放，报告业务主管，做好记录。对验收不合格的设备、材

料应按照 EPC 总承包单位相关规定执行。 

8.5.4 检验人员应按材料验收规定编制检验报告。检验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合同号、受检构件材料的名称、规格、数量；  

2 供应商的名称、检验场所、起止时间；  

3 各方参加人员的姓名、职务；  

4 供应商使用的检验、测量和试验设备的控制状态并附有关记录；  

5 检验记录；  

6 检验结论。 

8.5.5 项目采购管理部门应落实接货条件，编制卸货方案，做好现场接货工作。 

8.5.6 设备、预制构件等材料运至指定地点后，应由接收人员对照送货单进行逐项清点、签

收、注明设备和材料到货状态及其完整性，提供相关出厂证明文件并归档，包括但不限于质

量证明书、构件合格证等。 

8.6 仓储管理 

8.6.1 项目部应在施工现场设置仓储管理员，负责仓储管理工作。 

8.6.2 设备、预制构件等材料入库前，应根据采购合同要求组织专门的检验组进行检验。验

收依据应包括但不限于进场计划、送料凭证、质量保证书、产品合格证和试验报告单。 

8.6.3 设备、预制构件等材料检验合格，满足规定的入库要求后，应提出入库申请，办理入

库手续。入库申请应符合但不限于构件材料检测合格、证明文件和检验记录齐全的规定。 

8.6.4 仓储管理工作应包括设备和预制构件等材料的接收、保管、盘库和发放，以及技术档

案、单据、账目管理和仓库安全管理等。仓库管理应建立“动态明细台账”，所有设备材料

应注明货位、档案编号、标识码等。仓库管理人员应及时登帐，定期核对，保证账务相符。 

8.6.5 项目部应制定并执行预制构件等材料发放制度，根据批准的领料申请单发放预制构件

等材料，办理出库交接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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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预制构件管理 

9.1 一般规定 

9.1.1 装配式建筑预制构件生产单位应具备保证构件质量要求的生产工艺设备和必要的构件

试验检测条件，并建立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保证产品质量。 

9.1.2 预制构件生产前应由建设单位组织对其技术要求和质量标准进行设计文件交底和会审。

预制构件应按照审核确认后的预制构件加工图进行生产。 

9.1.3 预制构件生产前应针对项目制定具体的生产方案。生产方案宜包括但不限于生产工艺、

生产计划、模具方案及计划、材料及设备计划、劳动力计划、质量控制措施、成品保护、堆

放及运输方案等。 

9.1.4 预制构件生产中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和新设备时，生产单位应制定专门的生

产方案。 

9.1.5 预制构件生产单位的检验、试验、张拉、计量等仪器设备均应检定合格，并在有效期

内使用。不具备试验能力的检验项目应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试验。 

9.1.6 预制构件经检查合格后应在其显著部位设置唯一性信息标识，并建立质量可追溯性信

息化管理系统。出厂时应对检验合格的构件出具质量证明文件。 

9.2 构件生产管理 

9.2.1 预制构件生产前，EPC 总承包单位应联合预制构件生产单位进行深化设计，负责协调

各参与方间的关系，加强各专业间的配合，并宜采用 BIM 技术进行全过程、全专业的协同

管理。 

9.2.2 预制构件生产前准备阶段的主要工作包括制定计划和技术方案。具体内容为设计交底、

构件生产计划、材料与工具计划、设备计划、技术方案计划、劳动力计划、质量管理计划等。 

9.2.3 预制构件生产前准备阶段的技术交底应明确技术负责人、质量管理人员、车间和工段

管理人员、作业人员的责任，并应做好记录，形成书面资料，作为履行职责的凭据。 

9.2.4 预制构件生产单位在生产前应向政府、业主和 EPC 总承包单位批报每种材料的供应商

资质、材料质检报告，保证材质的稳定性与可检测性。 

9.2.5 预制构件生产单位应对其生产产品的质量负责，加强对原材料检验、生产过程质量管

理、构件出厂检验及运输等环节的控制，执行合同约定的预制构件技术指标和供货要求，确

保构件质量。 

9.2.6 预制构件生产单位生产的同类型首个预制构件，建设单位应组织 EPC 总承包单位、监

理单位、预制构件生产单位进行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批量生产。 

9.2.7 EPC 总承包单位、监理单位应对预制混凝土构件的钢筋隐蔽验收、混凝土生产、混凝

土浇筑、原材料检测、出厂质量验收等关键环节进行驻厂监造、旁站监理。建设单位应在 EPC

总承包合同、监理合同中明确驻厂监造、旁站监理的相关责任、义务和相关费用。 

9.3 构件运输管理 

9.3.1 预制构件运输工作的内容主要包括预制构件出厂运输至施工安装场地和施工安装场地

内的运输。 

9.3.2 预制构件运输应制定运输方案，内容包括运输时间、次序、存放场地、运输路线、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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