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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A_8E_E6_97_B6_E6_c59_455059.htm 现代工程建设规模越

来越大，环境越来越复杂，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大，导致发生

更多的索赔事件。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建筑市场各方主体

对索赔讳莫如深，成功的索赔为数不多。随着我国加入WTO

，建筑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外国承包商在带来资金、先进

技术和管理之外，还带来了保护其自身利益的有力武器索赔

。因此，面对国际市场竞争及国内市场的国际化要求，必须

深入研究索赔机制，提高索赔及反索赔的成功率，从而保护

自身利益。本文从工期索赔的处理原则出发，在分析索赔事

件性质的基础上，应用时标网络处理和分析工期索赔。通过

实例证明运用时标网络分析和处理工期索赔，可以直观简捷

地分析工期索赔问题且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一、工期索赔处

理的基本原则 在施工过程中，导致承包商工期延期的原因可

以分为两种类型：可原谅的延期和不可原谅的延期。由于承

包商自己的原因所引起的工程延期，称为不可原谅的延期，

如工效不高、组织不利、设备材料供应不及时等；由于业主

原因(包括设计、监理原因)所引起的工程延期，称为可原谅

且应予以经济补偿的工程延期，如修改设计、施工条件变化

等；由于客观原因所引起的工程延期，称为可原谅但不予经

济补偿的工程延期，如异常恶劣天气、地震、战争等。 1.单

事件条件下工期索赔处理原则 若上述三种原因的工程延期分

别独立发生，对工程延期的处理原则比较简单：对于业主原

因引起的工程延期，承包商不仅可以得到工期补偿，还可以



得到经济补偿；对于由客观原因所引起的工程延期，承包商

只能得到工期补偿；对于由承包商自己的原因所引起的工程

延期，承包商既不能得到工期补偿，也不能得到经济补偿。

2.多事件条件下工期索赔处理原则 在实际工程实践中，通常

引起工程延期是在多因素影响下产生的结果，如业主原因和

承包商原因共同作用，此时对工期延期的处理较为复杂。 (1)

按“初始延误”承担责任的原则处理。凡是在同一时间段内

发生两种以上原因的工程延期，首先判断造成工程延期的最

先发生因素，以该因素对工程延期负责，并按单事件条件下

的处理原则进行处理。 (2)按对承包商不利的原则处理。凡是

在因承包商原因引起的工程延期与因业主或客观条件引起的

工程延期同时发生的时间段内，按照对承包商不利的处理原

则，承包商既得不到工期补偿，又得不到经济补偿。 (3)按比

例分摊责任的处理原则。根据“初始延误”承担责任的原则

，有时对承包商较有利，而对业主却很不利；而根据对承包

商不利的原则处理，承包商往往难以接受。因此在实际处理

工期索赔时，有可能按共同延误发生原因的一定比例分摊责

任的原则来处理。这一原则往往是在对业主不利的工期延误

先发生的条件下运用。 3.工期索赔处理的总原则 无论是单事

件条件下的工期延期索赔还是多事件条件下的工期延期索赔

，均需要考虑所影响的工作的总时差的大小。如果事件对工

作的影响(拖延时间)小于该工作的总时差，则不应考虑该事

件对工期的延期。 二、基于时标网络的工期索赔分析 根据上

述工期索赔分析原则，在进行工期索赔分析时，不仅要考虑

影响工期延期的因素，还需要考虑工作的总时差的大小。而

双代号时标网络能较直观地判断总时差的大小并分析影响事



件对工期的影响，可以避免繁琐的时间参数计算，能够方便

快捷地分析工期索赔结果。本文以一分部工程网络计划为例

，说明基于时标网络的工期索赔分析方法。 某分部工程的网

络计划如图1所示，其工期满足合同条款所规定的工期要求，

并经监理工程师认可批 准。该网络计划的工期为13天，

从2006年6月1日开工，6月13日完工。工程开工后，发生了如

下事件：①6月3日～6月6日因施工机械故障，导致工作B停工

；②E工作由于设计变更，业主在6月8日向承包商提供变更图

纸；③由于业主原因，使工作F比原计划拖延了5天，工作D

比原计划拖延了6天。则监理工程师应该批准承包商的工期索

赔为几天？ (1)为便于分析各事件对工期的影响并确定应批准

的索赔工期，先将初始网络计划绘制成双代号时标网络，如

图2所示。 从图2可以看出，该网络计划的关键线路为BE-I，

工期为13天。很显然，事件①将影响该分部工程的工期，但

是该事件是承包商自身的原因造成的， 不给予工期的补偿，

但根据“初始延误”承担责任的原则，该事件将影响事件②

和事件③对工期索赔的处理。 (2)绘制由于事件①影响下的网

络计划，如图3所示。 根据图3可以判断，由于事件①的影响

，工期有13天延长为17天，工作E的开工时间也由6月6日后推

至6月10日。由此可以判断，工作E的设计变更图纸在6月8日

向承包商提供，不会影响工期，故事件②的工期索赔不成立

。 从图3分析可知，在事件①影响下，工作F的总时差为6天，

工作D的总时差为5天，而事件③使得工作F和工作D分别拖延

了5天和6天。监理工程师应批准承包商1天的工期索赔。 综上

所述，根据工期索赔处理原则，在三事件的影响下，虽然工

期由初始计划的13天延长为18天，但监理工程师应该批准承



包商的合理工期索赔为1天。 三、结论 工期索赔越来越为承

包商、业主等各参与主体的重视，对于承包商而言，应该适

时地利用索赔手段维护自身的利益；对于业主而言，应该根

据工期索赔处理的基本原则，准确分析工期延误的原因，采

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处理索赔事件。 应用时标网络分析工期

索赔的前提条件是开工前已有经批准的科学合理的网络进度

计划，同时对工期索赔的原因、先后次序以及相关工序的影

响应现场及时界定。监理工程师在分析过程中，应该综合考

虑各因素的影响，而不以单个影响因素或事件判断工期索赔

问题，减少和避免分析计算中的叠加效应和发散效应，使工

期索赔处理具有科学性、严谨性、公正性、合法性，维护业

主和承包商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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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