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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87_8D_E5_90_88_E7_c41_172569.htm 东南亚危机风波，导

致业主投资资金难以为继，某外国承包商因工程款数月不到

，依照FIDIC 条款断然停工索赔要求国际仲裁。2800万美元的

索赔案使其获得了最大的保护。请看外国承包商的索赔理

念----工程款拖欠导致国内众多建筑企业发展步履维艰、效益

每况愈下。导致工程款拖欠的原因很多，但国内建筑企业合

同意识淡薄，习惯于“友好合作”，将本应在施工过程中就

坚决主张的进度款推迟到竣工之后主张，不敢于也不善于运

用合同及法律赋予的权利制止业主拖欠进度款的违约行为，

错失了追讨进度款的最佳良机。因此，掌握国际惯例及菲迪

克（FIDIC）合同精神，学习外国承包商争取自身利益的方式

方法，对我国建筑企业改变目前面临的困境具有重要意义。

我事务所曾承接了涉案争议标的达2800万美元的某涉外工程

停建纠纷案，代理业主方参加了国际仲裁。在上述纠纷中，

外国承包商运用合同权利、制止业主拖欠工程进度款违约行

为的方式方法具有典型的借鉴意义。 涉案工程位于上海市某

金融贸易区。业主方系东南亚某国的某大型集团在上海投资

组建的外资企业，拟投巨额资金开发某大型商业设施。该工

程经竞争性招标，由某外国承包商中标。业主和承包商

于1997年6月23日签订了项目施工合同（下称施工合同）。该

合同条件系参照FIDIC土木工程施工合同条件制定。施工合同

约定：合同价款为15000万美元；工程进度款按月支付，在完

成当月工程量后，承包商向业主提交月报表，业主在1个月内



予以确认，并于确认后28天内予以支付；如业主不能按约付

款，承包商可就此发出书面通知，业主应在7天内予以支付；

如业主仍不能支付，承包商可以解除施工合同。 在签订施工

合同之后，承包商随即开始施工。为开发该项目，业主的母

公司与由其所在国的七家银行组成的银团签订了贷款协议

。1997年金融风暴席卷东南亚，至1998年初该国银团无力再

向这项目注入资金。承包商1998年3月份完成的工程量经业主

聘请的工程师计量金额为200万美元，按约应于1998年4月底

支付。1998年5月初，承包商未收到业主应支付的该笔进度款

，开始与业主交涉。 1998年6月2日，承包商向业主发出通知

，要求其在7日内支付应付的款项，否则将按合同约定暂停工

程施工。但业主没有回应。同年6月12日，承包商致函业主，

正式通知立即终止合同。此时，承包商完成了约4000万美元

的工程量。同年7月8日，承包商致函业主，要求支付价款及

赔偿合同终止后损失总计1200万美元，并保留调整索赔总额

和再次提出对其损失和其它直接费用索赔进行调整的权利。

其后双方进行了多次磋商，但未能达成一致。 1998年10月31

日，承包商向业主发出仲裁意向，并于11月25日全部撤离工

地现场。同年11月25日，承包商提起仲裁，就终止合同要求

业主支付2500万美元。 2000年9月15日，仲裁庭裁决施工合同

终止后业主应赔偿承包商700万美元，其中尚未支付的已完工

程价款为200万美元，终止合同后的直接损失为100万美元，

剩余工程的预期利益损失为400万美元。 在上述案例中，仅因

业主拖欠一个月的进度款，承包商在数个月后就停止施工并

通知终止合同，随后提起巨额索赔。这种果断运用合同武器

的做法在我们看来也许不尽人情，但却有效地保护了承包商



的利益：一方面承包商避免了垫资施工、更多工程款不能收

回的风险，这一点被后来业主无力继续注入资金，工程长期

处于停工状态所证实；另一方面，通过法律程序，承包商不

仅得到了拖欠工程款，弥补了终止合同带来的损失，还“不

劳而获”地得到了剩余工程3.5%的预期利益。总之，承包商

通过行使上述合同权利，有效地避免的风险，也争得了相当

的利益。 根据一般工程施工合同标准文本的规定，除了终止

合同之外，承包商制止业主拖欠进度款的方式还有：放缓施

工进度、暂停施工等。FIDIC《土木工程施工合同条件》（第

四版）通用条件第69.4条规定：“在不影响承包商根据

第60.10款享有利息和根据第69.1款终止合同的权利的情况下

，如业主在第60.10条规定的应付款时间届满后28天内，未能

按照工程师颁发的中间证书向承包商支付应付的进度款，承

包商可以提前28天通知业主及工程师其将暂停工作或减缓工

作速度”，且由此造成的损失或招致的费用，业主应给予补

偿，由此延误的工期，应予顺延。建设部与国家工商局联合

制定的编号为GF－1999－0201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

范文本）第26.4款和第44.2款也分别规定：“发包人不按合同

约定支付工程款（进度款），双方又未达成延期付款协议，

导致施工无法进行，承包人可停止施工，由发包人承担违约

责任”，“发生本通用条款第26.4款情况，停止施工超过56天

，发包人仍不支付工程款（进度款），承包人有权解除合同

”。总之，赋予承包商暂停施工、终止合同等制止业主拖欠

进度款的违约行为的合同权利是工程施工合同标准文本的一

般规定。在使用或参照使用标准合同文本的工程施工合同时

，承包商可以直接根据合同的约定制止工程进度款的拖欠、



维护自身权利。 我国法律有关后履行抗辩权及法定合同解除

权的规定同样也赋予承包商在业主拖欠进度款的情况下暂定

施工、终止合同的权利。《合同法》第67条规定了“后履行

抗辩权”，即“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

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

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

行要求”。一般可以认为，业主按约支付进度款是先义务，

承包商按约施工是后义务。业主不按约支付进度款，承包商

可以行使“后履行抗辩权”而放缓施工进度甚至暂停施工。

此外，《合同法》第94条规定，如“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

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相对方可以

解除合同。业主拖延支付其在施工合同中的主要义务即按约

支付工程进度款，承包商当然可以据此终止合同。在工程施

工合同并未赋予承包商放缓施工进度、暂停施工及终止合同

权利的情况下，这些法律规定可以作为承包商制止业主拖欠

进度款违约行为的依据。 由此可见，无论国内、国际工程施

工合同标准文本，或是国家法律法规，均约定或规定了业主

应该按约支付进度款、承包商依约、依法享有种种制止业主

拖欠进度款违约行为的手段。然而，我国承包商或根本就不

知道其有这样的权利，或不敢于并不善于行使合同及法律赋

予的权利，依约、依法抵制业主拖欠工程进度款的违约行为

。上述案例的外国承包商敢于并善于运用合同赋予的权利、

坚决地抵制了业主拖欠工程款的违约行为并避免了潜在损失

、争取了相当利益的经验，值得我国广大施工企业学习。当

然，上述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手段的运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我国建筑企业可以借助工程专业法律咨询机构及工程专业



律师的帮助，制止业主拖欠工程款的违约行为、“有理、有

利、有节”地维护自身利益。（上海市建纬律师事务所 汪金

敏）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