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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9B_AE_E7_BB_BC_E5_c67_466822.htm 一、你能无障碍地

读下来FIDIC条款吗？ 很多人拿到FIDIC合同之后，不知道如

何去“读”这个合同，最简单的目录索引都觉得困难。出现

这种困难的主要原因是FIDIC合同的案例法体例编制方式。中

国人习用大陆法体例编制的文件，阅读与检索习惯与案例法

有很大的不同。初上手时，不能把握FIDIC合同思路，是正常

现象。 用一个简单例子来说明一下两者的区别： 工程师听到

报告说砼工程有点问题，想去查看一下。口头通知承包商派

人一块去看，承包商回答：“昨晚刚打过砼，现在没人，请

明天再来”。 如何查合同依据呢？ 国内合同，第一反应是到

合同的“质量”块去查相关规定，因为这样的事件是与质量

相关的。这个检索思路就是大陆法体例将事项抽象到“原则

”后的思路。按建设部示范合同文本（GF19990201），这应

该是第四章“质量与检验”第16条“检查和返工”第16.1款 

“⋯⋯随时接受工程师的检查检验，为检查检验提供便利条

件。” 案例法思路，不用将事项抽象到“原则”，直接什么

事项就去查合同的相应条款。本例，首先看这个事是什么事

？是工程师要去检查工程的“生产设备、材料和工艺”。这

是FIDIC合同的第7条。其中工程师想做的事是“检验”，这

是第7.3款。该条款规定是： “雇主人员应在所有合理的时间

内，（a）有充分机会进入现场的所有部分，以及获得天然材

料的所有地点；（b）有权在生产、加工和施工期间（在现场

或其他地方），检查、检验、测量和试验所用材料和工艺，



检查生产设备的制造和材料的生产加工的进度。承包商应为

雇主人员进行上述活动提供一切机会，包括提供进入条件、

设施、许可、和安全装备。此类活动不应解除承包商的任何

义务与职责。” 工程合同按“案例法”体例来编制，在国际

上是一种传统。欧洲是大陆法体例的发源地，但几大国际通

行的工程合同体系基本都以案例法体例编列。形成这种局面

的主要原因，是项目的单件性。标准合同要良好匹配项目单

件性，必须具有良好的条款可调整性。在大陆法体例的“原

则性定义”夹缝中寻找条款适应项目的调整，没几个专业造

价师、专业会计师、专业律师，不可能做得好。案例法体例

完成同样级别的调整，就要轻松的多了。 案例法体例的文章

阅读方式中国人还是要适应一下的。主要是调整一下长期形

成的思维习惯。不要将事项归纳定性后再来索引，而是直接

按“事项”脉络来索引，就可以了。调整合同也是同样的方

法。案例法体例刚上手时会感觉有点别扭，在工程上实际用

过以后，就会发现它的便利性。 关于目录，还有更深层的意

义。目录实际是一个文章主旨的高度精简化的完整展示，同

时又是一个思想由完全抽象向具体实践逐步展现的过程。 二

、FIDIC合同案例法调整思路简要介绍 为建立一个基本思路

，下面会对案例法体例调整合同的思路做一简单要介绍，其

中用甲供材料的合同处理实例来解说。 按FIDIC官方的建议

，合同调整在格式上要求通用条款不要改变，甚至建议使用

复印件直接进入合同。对合同条款的任何调整，都以专用条

款的形式出现。通用条款完全不适用的情况也以“不适用”

在专用条款中定义，而不是在通用条款中直接删除。FIDIC的

这个做法，个人感觉倒不是FIDIC要强调自己的权威性或怎么



样。FIDIC这样做的目的还是要尽量保全一种合同普遍层面上

一种完整的“工程合约思路”。也即以FIDIC的标准合同形式

，形成一个合约基准。任何对合约的调整，相当于对基准的

偏离。有了这一杆“基准秤”，造价工程师掌握、操控、并

相互沟通合约的“适应性偏差”，就是很容易的事。这对于

合约当事人操作合约就极为有利。 合约基准的概念，对于工

程项目开发方承包方往往都需要异地甚至异国操作，开发方

与承包方又往往来自不同地域与文化这个工程现实来说，无

论如何强调它的重要性都不为过。只有这样一个基准的存在

，两个来自完全不同的地域与文化的合同当事人，才能够准

确与一致地理解合同调整产生的“适应性偏差”。只有这个

“基准秤”的存在，才能够“秤”出现实中千差万别的合同

谈判所产生的各种性质事项的“斤斤两两”，也才能够最大

可能地达成合同当事人的合意。 显然，建立这样一个“基准

”，需要国家级别的协会或管理机构来做。我们国家的相关

管理机构也在做相关的工作，不过，目前看需要做的工作还

有很多。 下面以甲供材料的项目需要，简要介绍下案例法体

例合同如何完成合同相对应的调整工作，以介绍案例法合同

调整的思路。 在FIDIC施工合同条件的第4.20款，已经说明了

雇主提供免费供应的材料的事项规定。但这条规定用来指导

现场实际的甲供材料实施显然太简单了。如何调整合同规定

呢？这就是看甲供材料会产生哪些方面的合同事项： （1）

甲供材有一个进入清单的价格问题。 甲供材也是工程投资的

一个部分，应该在工程价格中反映出来。甲供材在中国也牵

涉到工程税，不可能在清单中省略。这样在合同清单里就得

说明甲供材进入合同的方式。但甲供材款项不是乙方应得款



项，就有一个材料价款扣回的问题。上述事项就需要在合同

专用条款第14.1款、第14.6款内增加相关甲供材与合同价款的

包含关系，以及期中付款中扣回甲供材价款的方式。 （2）

甲供材料进场后，承包商必然要有一个照管责任。 这个照管

责任通常在“基本措施”文件中定义。内容包括承包商计划

、雇主按计划提供、承包商接受、承包商接收后的照管、承

包商使用甲供材的消耗等等。这样就需要在合同组件“基本

措施”中做相应的调整。 （3）甲供材产生缺陷，就有一个

维修问题。 为防止承包商以甲供材为由拒绝承担缺陷修补工

作，就有必要在第11条中增加一款：由雇主提供材料引起的

缺陷，承包商应无条件修补，相关费用双方协商解决。否则

甲供材出了问题承包商不修了，引入第三方修理产生的一系

列后续问题承包商也不负责了，这对于雇主来说，会非常的

麻烦。 （4）按我们国家的规定，甲供材也需要按规定复试

检验。 这个费用甲方可以承担，但事儿不能由甲方来做，必

须由承包商来做。那这个事情就必须在第7.3款有所定义才行

。 （5）一般来说甲供材也会存在一个与工程的接口问题。 

比如面盆马桶澡盆与漏水口的接口、面砖排版与窗洞口的接

口、幕墙与结构的接口等，这些接口一般都比较麻烦，雇主

通常都希望将甲供材的这个接口问题交由承包商来消化解决

。这样就需要增加一些合约限定。常规这块都在“基本措施

”项目中定义，有时为了加强合约力度，也有可能在第4条“

承包商”下面增加第25项“承包商对甲供材的安装负有责任

”，在其中定义相关材料接口的问题。 （6）其他事项。 上

述6步的合同调整，每次只涉及一个合同条款的修改，每次的

修改又是独立的在本条款内修改，下一次的修改对上一次的



修改几乎不产生叠加效应。对于一个合约思路清晰的项目管

理者，完成这样一个合约条款的调整，连打字算在内，也许

只需要1个小时就搞好了。这就是案例法体例的好处：只要合

同事项脉络清晰，很少的一些合约工作就可以良好规范这些

问题。 如果是大陆法体例的合同文本，就这一个甲供材的问

题，要把上面几个方面事都要照顾到，那长篇大论写下来也

未必能够把这些事在合同中规范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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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