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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敏感话题，因为工程款的结算对

发包方、承包方的利益都有巨大的影响。从发包方角度来讲

，将影响到房地产工程的移交、综合验收的组织，继而影响

到商品房的交楼日期及因此与购房户的预售契约纠纷；从承

包方的角度来讲，会影响到总承包商与分包商的结算、承包

方与材料供应商的材料款结算、承包商与建筑工人的工资结

算等。笔者认为妥善解决建设工程款结算纠纷不仅能解决当

事各方具体经济纠纷，而且对稳定社会大局都能发挥意想不

到的作用。 我国政府历来重视建设工程款结算争议。1991年9

月7日，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与中国人民银行就发布过《关于在

全国范围内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拖欠款的实施办法》

；1992年3月23日，建设部发布《关于进一步抓紧清理拖欠工

程款的通知》；1996年6月4日，建设部、国家计委、财政部

联合发出《关于严格禁止在工程建设中带资承包的通知》

；2003年11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切实解决建设

领域拖欠工程款问题的通知》。此后，建设部、财政部、劳

动和社会保障部等八部委又公布了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

问题14条具体意见。从这些文件所跨越的时段不难看出，建

设工程款纠纷虽然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政府关注，但仍然是个

难以根治的经久难题。 我并非资深专家，面对这一世纪难题

，暂时也无法提出有效根治方案，仅总结多年执业经验，通

过本文对这一复杂难题的成因试图进行分析，以利寻求解决



问题之良策。 一、建设工程结算纠纷的司法案由 建设工程结

算纠纷最常见的成因从建设工程结算纠纷的法院判决或仲裁

裁决中比较容易发现，在这些建设工程结算纠纷的司法文书

中，其成因表现为争议“案由”。司法文书中的案由形形色

色，但行内人士一眼就看出，这些司法案由只是表面成因，

但归纳这些外在的司法案由，可以让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发

掘出建设工程结算纠纷的真正诱因。 根据多年来由法院房产

庭（改革后称民三庭）受理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分类，导

致以结算纠纷表现出来的建设工程纠纷主要有如下几种具体

案由： （一）工程量之争。土建工程的工程量之争主要集中

在合同生效后增加的工程量及对隐蔽工程的详细数据未做三

方（发包方、承包方与监理公司）签字的记录，仅凭承包方

施工日记进行结算，发包方提出异议。安装工程的工程量之

争，主要集中在隐蔽在墙体中的管线铺设记录与确认问题。 

（二）计费系数之争。该争议主要是由于承包方资质变更或

者施工队属于挂靠单位或者承包方由不同资质的单位合作组

成，资质之争表现在结算领域就是计费系数之争。 （三）大

型机械租赁费用的计费之争。许多建设工程需要承包方对外

租赁大型机械设备，例如台搬等。按照建筑行业惯例，这些

大型机械的租金应该在工程款外另行计费，特别是为了赶工

期时，更是如此。承包人租赁时一般有说明，发包方为赶工

期也不否认，但进行工程结算时发包方总觉得在合同款外另

行支付设备租金不合算，认为承包方使用的机械应该由承包

方自行负责，总找理由拒付。 （四）赶工奖之争。建设工程

承包合同一般规定如果由于施工单位的赶工而提前完成，发

包方应该按日给予一定的赶工奖，有些项目的赶工奖总量并



不小。笔者在处理广州市人民路某大厦的结算纠纷时就发现

赶工奖高达1000多万元。而该项目总造价人民币一亿六千万

元，最后形成纷争的也只有1300万元。赶工奖所以成为结算

障碍主要原因是赶工奖的单边认定程序造成。赶工奖一般由

施工单位提出申请，而由发包方层层审批，最后拨付。这一

过程完全由发包方内部操作，审批的表格文件施工单位并不

持有。而赶工奖支付后，发包方同样会要求施工单位开具工

程款发票（便于核算、摊销成本）。有时发包方不够诚信，

事后又将这些赶工奖计入合同款，而施工单位因为没有赶工

奖的内部审批表格（最多只有复印件）而无法向法庭举证。 

（五）竣工决算时间之争。建设工程承包合同签署之前承包

方会提交一份预算报告，工程竣工后再由承包方提出决算报

告，然后报经发包方审核，达成一致后由发包方支付。承包

方提交决算报告的前提是工程“竣工”。“竣工”这一概念

在建设工程领域本来是一个无争议的技术概念，即合同项下

的工程量已完成。但笔者发现许多发包方或者过分谨慎或者

出于其他难以言表的目的引进商品房买卖领域的“竣工”概

念，添加了“项目验收”或“综合验收”的内涵。众所周知

，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的房地产“竣工”是一个法律概念，比

建设工程承包合同的“竣工”要复杂得多。例如土建工程的

工程内容只包括外围框架工程，但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哪怕

最低要求的“竣工”，除外围框架结构外，还必须包括内装

修、即水电到户与设计间隔等，如果使用综合验收的标准就

更复杂了，除上述要求外，还包括小区配置及消防验收。承

包方往往为了承揽业务，对发包方在合同中设下的“竣工”

概念陷阱不加防范。一旦中招，即便合同约定的工程量履行



完毕，发包方也以整个工程没有“竣工”为理由，而拒收承

包方的决算报告。因为“决算不成熟”，当然也就可以堂而

皇之地拒付工程款了。 （六）显失公平之争。这只是个别案

例，有时发包方与承包方在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中约定了一个

比市场更高一点的工程款（个中原因彼此心照），但建设期

间发包方负责人更换，对早先的内幕交易并不知情或者知情

也装糊涂，新的负责人等待工程竣工后，对承包方的决算报

告合理地质疑决算偏高。笔者在处理某国营企业的消防工程

款纠纷时，发现某消防公司提交的工程决算价连笔者这个非

专业人士都认为偏高，发包方的聪明才智更是勿庸置疑。后

来法院指定的中介机构重新审核，果然核算价比决算价

低40%（建设工程款只允许5%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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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