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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合同时，发包人要求施工企业预留一部分工程款作为质

量保修金，用以对在保修期内出现的质量问题的维修。质量

保修金通常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的一定期限后(通常为12

年)再由发包人退还给施工企业。对施工企业来讲，质量保修

金的预留不仅造成其流动资金紧张；而且发包人常以工程存

在质量缺陷为由，无端扣减质量保修金，造成施工企业的利

润受损。本文就合同中保修条款的设定问题给大家一些建议

。 约定合法、明确的保修期限。有些施工企业为减少质量保

修风险，在合同中约定的保修期限少于《建设工程质量管理

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的最低期限。实际上，由于

《条例》的性质为行政法规，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

性规定的合同条款无效。因此，对于有法定最低保修期限的

工程项目，对保修期的约定若低于法定最低保修期限的，应

属无效。 此外，合同中还应约定明确的保修期限。有些合同

中对质量保修期只作简单而笼统的约定，这种约定也将给施

工企业带来保修责任上的不确定性风险。《条例》第40条规

定，除四类有法定最低保修期限的工程项目外，其他项目的

保修期限由发包人与承包人约定。因此，若双方对其他项目

应约定而未约定具体保修期限的话，极易在施工企业收取保

修金时发生争议。为此，施工企业应在施工合同或质量保修

书中采用单项列举的方式对工程保修的内容和期限进行明确

约定。 区分质量保修期和预留质量保修金的期限。预留质量



保修金的期限(《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暂行办法》(以下

简称《暂行办法》)中称为缺陷责任期，FIDIC合同条件中称

为缺陷通知期)与保修期关系密切，因此两者在使用中经常被

混淆。例如，有些施工合同约定：保修期一年，保修期期满

后30天内甲方支付5%的工程余款。按当事人的本意，这里的

“保修期”应当指的是预留质量保修金的期限，并非施工企

业承担保修责任的期限。而且不同工程项目的质量保修期限

是不同的，最长的为设计文件规定的该工程的合理使用年限

；而预留质量保修金的期限，惯例上通常不高于2年。上例中

的合同条款显然没有注意到两者的区别。误用的结果是，如

果“保修期”被认定为质量保修期，而法律或行政法规对相

应工程规定的保修期限又在一年以上的话，则该约定违法无

效；双方可能就此进一步产生争议：质量保修金究竟应在自

竣工验收合格后之日起满1年后的30天内支付，还是在质量保

修期满后30天内支付？ 建议，在约定预留质量保修金的期限

时，在表述上应注意与质量保修期脱钩；应当明确约定，从

工程质量验收合格之日起的一定期限后由发包人支付工程余

款或退还工程质量保修金。 区分保修期内工程质量的责任方

，明确费用承担。《暂行办法》规定了施工企业在缺陷责任

期的责任和权利作了规定。鉴于《暂行办法》为部门规章，

不能作为法院裁判依据。为了减少争议，笔者建议施工企业

在合同中明确约定：缺陷责任期内，由承包人原因造成的缺

陷，承包人应负责维修，并承担鉴定及维修费用。由他人原

因造成的缺陷，发包人负责组织维修，承包人不承担费用，

且发包人不得从质量保修金中扣除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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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