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入挖潜、精益运营、数
字覆盖，助力工程公司转
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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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 20 年间，中国工程建设项目支出约占全球总支出的 30%；未来

10 年，中国前十大行业的资本项目投资额仍将稳步增长，其市场规模均有

望达到万亿美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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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的工程建设项目经验积累，中国目前已培育出一批兼具专业

性和建设效率的工程公司，也开发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项目交付模式。

与其他国家的同行相比，中国工程建设在保持国际建设质量标准的前提下，

成本更低，速度更快。因此，“中国速度”已成为中国工程行业的代名词。

麦肯锡分析表明，跨国公司若以最佳方式与中国承包商合作，可将其资本

支出减少 15%~30%，建设进度加快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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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工程公司在国际工程项目中的影响力出现了大幅提升。

例如，某大型跨国化工企业制定了战略性决策，将其亚洲工程中心设在中

国，以更好地利用该地区的工程建设公司、供应商和施工资源，为其他地

区的项目发展提供支持；为了充分利用中国劳动力和制造业的双重优势，

许多大型国际工程公司也在纷纷前往中国，深入探索与中国模块化建造厂

的合作可能。 

未来几年，业主和政府的要求只会愈发严格；监管成本、劳动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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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建筑原料成本也将面临攀升压力，令中国工程建设的成本优势不复以往。

工程公司利润空间承压，如何引进数字化工具和精益运营，提高人工设备

效率，持续提升盈利能力，并形成长期可持续的竞争优势，是中国工程公

司面临的严峻问题。 

中国工程公司需要参考国际工程市场的新趋势，对自身优劣势进行战

略性梳理，开展大规模颠覆性变革，并积极推动各类举措实现落地；同时，

他们也需熟悉并掌握多元化的项目管理模式，使公司业务向着多元化、国

际化、专业化及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同时，中国工程公司需要加强对分包

商的管控，提升全面风险控制能力, 凸显对业主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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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立足传统行业格局，探索新能源、低碳、数字化转型等新领域 

新冠疫情令全球经济和贸易投资受挫，海外工程项目面临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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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加剧，传统行业竞争日趋激烈。 

 

未来 10 年，项目投资额虽主要聚焦于化工、电子机械制造、农业等

行业，但电力、钢铁及新能源等板块在低碳转型和数字化的推动下，将会

出现工程建设需求的激增。当前，中国海外工程业务主要以一般建筑、交

通运输和电力工程这三类基础建设为主；未来，中国工程公司可立足于传

统优势行业，积极探索新能源、低碳、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等新兴板块的

业务增长路线。 

D.工程公司亟需提升自身盈利能力，寻优降本，形成竞争优势 

其实，多数表现不佳的总承包商都具备可圈可点的工程建设单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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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招标和索赔能力、项目风险评估和项目规划能力，以及负责采购、设计

和分包商管理的运营能力。然而，最佳实践和协同效应缺乏共享、标准化

和规模化，价值漏损严重，进而削弱了总承包商的盈利能力，使其难以凸

显竞争力。 

我们认为，通过更为科学的组织和管理，项目全周期价值的提升潜力

可达到 10%~30%[1]。挖掘潜力要从精益运营管理和数字化转型下手，抓

住并有效落地单个项目关键环节的价值抓手。如在前期方案设计、合同和

招采策略制定、项目团队和授权机制管理、工程质量管控、透明度构建，

以及数字化项目推进等方面寻优降本，提升盈利能力。 

通过深入研究行业运营最佳实践，我们认为，工程公司可以着眼于以

下四个方面，积极推进优化改革： 

工程公司需聚焦盈利能力和长期精益运营能力的提升，减少漏损。针

对三大卓越运营模块构建运营绩效转型框架，利用精益施工方法和AI工具，

助力工程公司实现项目降本和工期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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