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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96/2021_2022__E7_94_B1_E

5_B7_A5_E7_A8_8B_E6_c59_296139.htm 某工程采用FIDIC合

同88年第四版和工程量清单计价模式，外墙采用灰砂砖，内

墙采用轻质陶粒砖。图纸中没有明确要求砖墙与混凝土柱、

梁、墙、板接触的地方挂批荡铁丝网，承包商也没有报价。

工程施工过程中，业主要求承包商按规范要求在砖墙与混凝

土柱、梁、墙、板接触的地方挂300mm宽的批荡铁丝网，承

包商报来变更单价。 就该不该批价，怎样批价，业主的造价

控制部门内部有分歧。一种意见认为不该批价，理由如下：1

、虽然图纸没有明确要求挂铁丝网，但规范中对此有要求，

按照合同解释顺序，规范优先于图纸，这属于承包商漏报项

目，而合同要求承包商对其投标报价的完备性负责，因此漏

报挂铁丝网项目属于承包商自己的风险，由承包商自己承担

；2、承包商在技术标中明确提到：“墙与混凝土柱、梁、墙

、板交界处加铺200mm宽铁丝网并绷紧定牢。”很明显是承

包商的预算员漏报项目了。即使批价格，也只能批100mm宽

的价格；3、虽然业主要求砖墙与混凝土柱、梁、墙、板接触

的地方挂300mm宽的批荡铁丝网，但这种通知是用于帮助承

包商控制工程质量，完全可以不发，将来出现抹灰质量问题

，还是由承包商负责。因此此通知不构成工程变更，对业主

无约束力。另一种意见认为，虽然本工程采用FIDIC合同和工

程量清单计算方价模式，但是承包商还没有适应这种管理方

式，还习惯于定额计价模式，而且清单中没有挂铁丝网项目

，从抹灰单价的分析中可以肯定没有包含挂铁丝网的单价，



确实属于漏项。虽然此次批价设计涉及金额巨大，但批价对

于业主不算是损失，本来就应该包含在工程成本中，而如果

不批价的话，对承包商而言却是一种巨大的损失，很容易引

起承包商的强烈反对和抵触情绪，不利于今后的工程管理，

从大局出发和长远考虑，应该予以批价。 从这个案例引出一

些思考： 一、怎样认识合同管理？ 工程施工合同管理可以分

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在招标投标阶段不注意研究招

标文件，在实施阶段不认真研究合同的规定，而是靠自己狭

隘的经验或良好的愿望来实施工程，到头来吃亏的是自己。 

第二个层次是，虽然对合同认真学习了，甚至对合同条款十

分熟悉，但在工程实施中，只是“僵硬”地使用，无论口头

或书面，开口闭口谈合同规定，这种表面的“严谨”往往在

实践中失去灵活性和效率，导致某些问题不能“双赢”。 第

三个层次是，既能灵活地吃透合同中的各项规定，又能在实

践中灵活应用，具有一定的思想境界和务实的精神，能看清

“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处理好“长期”与“短期”的

关系，把握好事物的“度”。 显然，第三个层次是我们努力

追求的目标。二、怎样运用合同范本，采用什么样的合同？ 

当前国际国内的合同范本非常之多，国际上常用的有FIDIC合

同，英国的NEC合同（ICE合同、JCT合同），美国的AIA合

同，国内公路、水利、房建等行业也有不同的合同范本。那

么究竟怎样使用这些合同范本呢？ 国际施工合同已经融入了

现代合同原则和现代项目管理的原则与技术的精华，而国内

施工合同文本仍停留在国外传统施工合同的基础上，照搬国

内合同范本显然不行。 然而，国际施工合同条件有当事人较

高的施工管理水平和工程合同意识及一整套技术标准作为支



撑，前者是我国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及其它方面难以达到的

，后者与我国的技术标准存在较大差异，故国际施工合同也

较难满足我国现状。 从发展的角度看，随着我国建筑市场的

成熟，承发包双方的管理水平和合同意识的提高，国内施工

合同最终要同国际施工合同接轨，因此我认为最好的方式是

以国际通行的FIDIC合同为蓝本，借鉴其他国际施工合同和国

内施工合同的优点，从实际出发，去掉其中不好操作的地方

，制订出自己的施工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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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