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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B_B7_E5_B7_A5_E7_c56_546591.htm 三、索赔的处理原则

索赔必须以合同为依据。遇到索赔事件时，工程师必须以完

全独立的身份，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审查索赔要求的正当

性，必须对合同条件、协议条款等有详细的了解，以合同为

依据来公平处理合同双方的利益纠纷。由于合同文件的内容

相当广泛，包括合同协议、图纸、合同条件、工程量清单以

及许多来往函件和变更通知，有时会形成自相矛盾，或作不

同解释，导致合同纠纷。根据我国有失规定，合同文件能互

相解释、互为说明，除合同另有约定外，其组成和解释顺序

如下 （1）本合同协议书； （2）中标通知书； （3）投标书

及其附件； （4）本合同专用条款； （5）本合同通用条款； 

（6）标准、规范及有关技术文件； （7）图纸； （8）工程

量清单； （9）工程报价单或预算书 四、索赔处理的程序： 

调解、仲裁程序，由双方商定。一般先由监理工程师调解，

若调解不成，由政府建设主管机构进行调解，若仍调解不成

，由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进行调解或仲裁。 从整个监理索赔

处理程序来看，索赔的有理性、索赔依据的有效性、索赔计

算的正确性，对索赔的成功与否起着决定性作用，当然索赔

的谈判技巧也不容忽视 五、索赔管理 合同索赔的管理，应重

点做好事前控制和事中的管理。 1、事前控制的目的是进行

工程风险预测，并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和对策，尽量减少或

控制由于自己的原因而对建设工程合同的另一方或第三方所

造成的权利的侵害和造成损失后果的程度。 ① 熟悉和理解设



计文件、设计要求、招标文件，分析合同价款构成因素，明

确工程费用中最容易突破的潜在的部分和环节，从而明确项

目投资控制的重点。 ②较为详尽的收集整理和系统的分析建

设工程项目的各类信息，包括建设地或建设国的政治、法律

、社会、经济、人文、地理、气候、地质、水文及特有的文

化氛围，建立风险识别与评价模型，预测工程风险及可能发

生索赔的诱因，制定相应的防范对策，从根本上减少或控制

对合同另一方及第三方带来的其合法权利侵害。 ③分析建设

工程项目合同及其组成文件，减少和杜绝违约事件的产生。

2、事中管理是一项具体细致、持续性的工作，而索赔的成立

与否，大都与此相关。 ①详细记录施工现场的各种情况，及

时提出施工过程中的各类问题及需要合同第三方配合的要求

，不造成违约和对方索赔的条件。 ②加强各类工程建设人员

的风险意识的培训与教育，使风险管理贯穿经营管理与合同

索赔管理以及施工管理之中。 3、事后管理是一个总结的过

程，在索赔事件结束后，各类索赔文件应及时整理归档，根

据各类索赔事件发生的概率及结果，总结分析下步如何更好

的规避合同风险 六、索赔的技巧 组成一个工程建设项目的合

同文件内容及形式比较多，一般由以下文件组成：合同协议

书、中标通知书、投标人的投标书、合同专用条款、合同通

用条款、技术规范、图纸、工程量清单及合同专用条款中所

列的组成本合同的其它文件，正因为内容及形式较多，且参

建各方利益不同，往往使工程参建各方，对索赔事件的合同

理解存在分歧，影响合同索赔的管理，但无论何种理解，其

基本立足点应是在法律精神的框架下的合法的理解，这种理

解的本身是合同中任何条款不得显失公平，因此合同索赔的



管理过程中，是需要技巧的。 1、投标报价的策略，为合同

索赔奠定基础。 这种技巧来源于合同当事人的历史经验，始

于工程建设的前期，一般可用的策略为： ① 不平衡报价：即

一部分项目高报，部分项目低报。预计到工程量可能增加的

部分，单价高报；而工程量可能减少的部分，单价低报；设

计不明确或设计深度明显不足的部分，工程量可能增加的，

单价高报；招标文件中无工程量而只有单价的高报单价。 ② 

抓大放小：索赔事件在工程建设中比较多，有大有小，有原

则性的索赔，有非原则性的索赔。在实际的索赔管理中，不

应一概而论，而应分轻重而予以不同的处理，对于大的原则

性的索赔问题抓住不放，而对旁枝末节的事件，大可予以忽

略，切不可事事、处处计较，特别是工程中出现紧急事件急

需处治时，还是应当先以工程为重，以抢险为重，以尽可能

采取措施挽回损失为重。 2、 把握时机：基于合同组成内容

及形式的多样性，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合同条款的矛盾之处，

而这种矛盾正是合同索赔的争议之所在,这也正是索赔与反索

赔的双刃剑，在不同的阶段，处理同一件索赔事件的结果可

能完全不同，在工程前期，业主与施工单位是一对矛盾体，

双方都会死抠合同中对自己有利的条款而不能统筹兼顾，综

合平衡，使谈判陷入僵局，加重合同双方的矛盾，重者可造

成解除合同，因此合理的把握索赔谈判的适当时机非常重要

。在业主对工程进度不太关心的时候对一些漠棱两可的事件

谈不拢的情况下尽量回避谈判，到工程中后期，业主对工程

进度会有急迫的要求，施工方可在此时提出由于有部分费用

没有解决，经济较为困难，为加快工程的进展，迫切需要业

主给予经济上的帮助，在前期施工质量等基本满足业主要求



的前提下，对合同条款的矛盾，业主此时可以结纳对承包方

有利的解释，使矛盾问题得到解决。 3、注意谈判时的技巧

。 实践证明，在谈判中一位的采取强硬态度或软弱立场都是

不可取的，都难以获得满意的效果。而采取刚柔结合的立场

则容易收到理想的效果，即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才能应付

谈判的复杂局面；在谈判中要随时研究和掌握对方的心理、

了解对方的意图；不要用尖刻的话语刺激对方，伤害对方的

自尊心，要以理服人，求得对方的理解；要善于利用机会，

因势利导，用长远合作的利益来启发和打动对方；应准备几

套能进能退的方案，在谈判中该争的要争、该让的要让，使

双方都能有得有失，共同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折衷办法；对

谈判要有坚持到底的精神，有经受各种挫折的思想准备，对

分歧意见，应相互考虑对方的观点共同寻求妥协的解决办法

，双方僵持不下的情况下，应及时终止谈判，留到合理的时

间再次进行谈判 七、索赔费用的计算方法 1、分项法 分项法

是按每个索赔事件所引起损失的费用项目分别分析计算索赔

值的一种方法。这一方法是在明确责任的前提下，将索赔费

用分项列出，并提供相应的工程记录、收据、发票等证据资

料，这样可以在较短时间内给以分析、核实，确定索赔费用

顺利解决索赔事宜。在实际中，绝大多数工程的索赔都采用

分项法计算。 2、总费用法 又称总成本法。就是当发生多次

索赔事件后，重新计算该工程的实际总费用。再从这个实际

总费用中减去投标报价时的估算总费用，计算索赔余额，具

体公式为：索赔金额一实际总费用一投标报价估算总费用。

3、修正总费用法 修正总费用法是对总费用法的改进。即在

总费用计算的原则上，去掉一些不合理的因素，使其更合理



。修正内容如下： （1）将计算索赔款的时段局限于受到外

界影响的时间，而不是整个施工期。 （2）只计算受影响时

段内的某项工作所受影响的损失，而不是计算该时段内所有

施工工作受的损失。 （3）与该项工作无关的费用不列入总

费用中。 （4）对投标报价费用重新进行核算：按所受影响

时段内该项工作的实际单价进行核算，乘以实际完成的该项

工作的工作量，得出调整后的报价费用。 按修正后的总费用

计算索赔金额的公式如下： 索赔金额=某项工作调整后的实

际费用-该项工作的报价费用。修正总费用法与总费用法相比

，有了实质性的改进，能够相当准确地反映出实际增加的费

用 八、结束语 索赔是一种正当的权利要求，同守约并不矛盾

。恪守合同是业主和承包商的共同义务，只有坚持守约才能

保证合同的正常执行。承包商在激烈的投标竞争中以较低价

格得标，实施过程中稍遇条件的变化即要处于亏损的威胁之

下，他必然寻找一切可能的索赔机会来减少自己的风险。因

此，也可以说索赔是承包商和业主之间承担风险比例的合理

再分配。索赔工作是承发包双方之间经常发生的管理业务，

是双方合作的方式，而不是对立。经过实践证明，索赔的健

康开展对于培养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市场，促进建筑业的发

展，提高工程建设的效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有利于

促进双方加强内部管理，严格履行合同，有助于双方提高管

理素质，加强合同管理，维护市场正常秩序；它有助于双方

更快地熟悉国际惯例，熟练掌握索赔和处理索赔的方法与技

巧；有助于对外开放和对外工程承包的开展；它有助于政府

转变职能，使双方依据合同和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协商工程

造价和工期；它有助于工程造价的合理确定，可以把原来打



入工程报价中的一些不可预见费用，改为实际发生的损失支

付，便于降低工程报价，使工程造价更为实事求是 总之，合

同索赔的管理工作是一项复杂、细致的系统性工作，它虽然

体现在工程建设的投资事后控制中，但却源于工程建设的事

前控制，源于工程建设项目参建各方对风险的识别、风险的

评价以及风险对策组合的决策。这项工作的开展始终贯穿着

“以法律为准绳，以合同文件为基础，以事实为依据，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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