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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当事人的意图是简单而明显的：雇主期望是实现项目价

值目标，而承包商期望是赚取利润。作为伴生的制约条件，

雇主就会考虑项目价值目标实现所需要的投入，而承包商就

得顾及合同义务的准确完成。这个样子，双方才有了合同的

共同点，才有了意愿为对方着想。 承包商顾及合同义务的准

确完成，就需要雇主对合同义务进行准确的分类与开列。办

有雇主对需要承包商完成的合同义务准确定性了，承包商才

能够相对准确地按开列的合同义务报出合同价格，这样雇主

才能够在合约支持下获得项目价值目标实现的，可控的“价

格”。 合同义务与合同价格的对应关系，不但是合同定价的

需要，由上面的论述可知，它实际才是合同双方当事人实现

自己的合同目的根本所在，才是双方签订合同真正的共同点

。所以明确合同义务与合同价格的对应关系，才一份商业合

同中最核心的内容。 本文力图从这个角度，来论述单价合同

的工作原理。 在我的《FIDIC施工合同导引》中，提到单价

合同在价格原则上主要表现为以下逐步深入的特性： 1、 招

标人开列合同义务，并为之负责，投标人对合同义务对应的

价格负责。 2、 合同义务与费用一一对应； 3、 费用多为包

干。不是总价包干则为单价包干。 4、 清单项开列应保持独

立性，以保证清单工程量变化时，不会与价格产生联带效应

。 5、 清单开列，应保证工程量调整具有最大化的自由度。 

下面先对以上5个原则做一简要解析。 一、招标人开列合同



义务，并为之负责，投标人对合同义务对应的价格负责。

FIDIC合同一般包含以下组件：合同条款及其附件，工料规范

，开办项目（基本措施），图纸，招标技术要求，工程量清

单。表述合同义务的文件，应该是除“工程量清单”之外的

其他组件来定义：合同条款及其附件，工料规范，图纸，开

办项目（基本措施）文件。在《FIDIC施工合同导引》中，我

曾明确过，开办项目（基本措施）实际是合同“第4条承包商

”义务的一个拓展规定性文件，而工料规范，实际是对工程

标准的明确化，可以简单理解为描述性工程详图。 这样下来

，合同义务应该是分三条主线来明确的：雇主提供图纸的工

程实体内容（工料规范及图纸内容）；承包商义务（开办项

目基本措施）；合同条款规定的义务项目。 任何一个项目，

关于这三条线的“合同义务”的详细而慎重地梳理，都是不

可免的。只有这三条线所要求的“合同义务”被仔细地明确

出来，招标人自己才可以依据“合同义务与费用一一对应”

的要求，开列出详细的工程量清单。而投标人，也才能够在

准确认识自己需要完成的任务前提下，按工程量清单所列项

目，报出一个相对合理的投标价格。到了这一步，招投标过

程才有了真实可靠的意义。 本文力图从基本规则上确立一种

“清单标准”，这样就需要对基础层的“开办项目”、“工

料规范”、“清单计量规则”、清单开列原则等事项进行“

基础构建与应用论述”，其中“工料规范”的构建应该是设

计人员的事，造价人员构建起来不大容易，我手边也没有比

较详细的材料规范设计规范标准图集等资料，构建一个相对

完整的可以应用于工程的“工料规范”几乎是不可能。所以

本文只构建基础的“基本措施项目”和“清单计量规则”。



其中“清单计量规则”基于国标《清单规范》，参照

《SMM7》进行。写文的方式为先构建一个“规则项目”，

比如钢筋规则，随后即进行一个解说，说明如何使用这些规

则。在“清单开列原则”中详细讲解各种工程条件下的具体

的清单开列方式。 工料规范虽然不构建，但介绍一种结合国

标设计材料施工规范及封样等措施的合同实现方式。从我的

实际操作来看，勉强可以满足工程招投标的使用了。从长远

来看，单价合同要使用得好，工料规范这一块迟早要由专业

的设计施工人员来重新编制。也切盼我们国家能够借“工料

规范”的编制过程，将我们国家散落于各部门各主管行业各

专业的各种规范条令规定，整合到一个“技术标准”文件中

来。这对于工程建设整个行业，都是好事一件。 要补充说明

一点的是，在《英国建筑工程标准计量规则 第七版》（smm7

）的规定中，基本措施项目是包含在《计量规则》内的。清

单开列者需要参考《smm7》的规定来开列相关基本措施项目

，而不是象我们国家的《清单规范》一样，只是开列一个“

措施项目表”，并不严格定义这些项目所应包含的工程内容

，也不定义这些措施的涵盖范围，也不定义这些项目费用的

合同性质。同时我们国家的清单规范要求承包商可以“自主

添加”清单措施项目，这就直接将这些项目的解释权交给了

承包商，使得一旦关于这个项目有了争议，反倒是承包商说

了算了。总之，在“基本措施项目”费用与内容定义上的缺

失，是我们国家《清单规范》比较大的一个漏洞。 二、合同

义务与费用一一对应 按上面的叙述，由招标人开列的工程量

清单，主要表现的是与合同义务的对应关系及各种费用的包

含关系。工程量清单，一般不大会再来描述合同义务相关事



项，基本上只描述与前面各组件规定的费用问题，以避免破

坏“合同义务与费用一一对应”关系。 但这个不是绝对，有

时由于工料规范、图纸等的不完善，也会在清单中进行一些

补充的合同义务规定。这个方面的操作及清单规则的应用，

在后面清单应用时会论到。 招标人开列好合同义务，并将之

对应好反映在“工程量清单”中。投标人就可以按招标人的

招标要求进行投标，并在要约承诺式的合同确定过程中，为

自己的投标报价负责。 显然，上述过程中招标人开列工程量

清单，明确“合同义务与费用一一对应关系”的过程，不一

定非得要由招标人来完成。招标人完全可以以招标要求的形

式，让投标人复核招标人开列清单与合同义务的对应性。甚

至有招标文件不开列清单，只提出清单开列格式及工程量计

算规则，要求投标人按清单开列格式及工程量规则来自行开

列工程量清单，并为开列的清单负责。这样一个“非正常”

的清单形成过程，并没有从根本上破坏“雇主开列合同义务

，投标人对投标报价负责。合同义务与费用一一对应”的原

则，合同义务仍然由雇主明确，只是把合同义务与费用对应

开列的工作，交到了投标人。这增大了投标人对合同义务理

解及工程风险评估的难度，但相关合同义务并不能由清单开

列者来负责。但这个作法也显然地产生了问题：由于工程量

清单由投标人开列，则清单与合同义务的对应性就由投标人

负责解释。这种解释，在清单项的独立性与涵盖面方面，极

容易产生偏差。这个解释权的旁落，存在工程师散失对清单

控制力的可能。所以有一利必有一弊，不见得投标人自己开

列清单并为之负责就一定是吃亏上当，在某些特定的争议中

，投标人就完全可以以自己开列的清单对应性的“自我理解



”，来对抗工程师在清单中的一些解释，由于工程师不是清

单开列者，他不能不考虑承包商自己的解释，而不能按常规

的“工程师对清单条款有最终解释权”。 清单与合同条款的

对应性问题，反映的清单计量规则上，主要是项目拆分的问

题。比如模板工程到底应该放在工程量清单的哪个部分？比

如部分拆除工程应该在清单规则中明确与否？等等。这是一

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清单项目定位不准，将来就很容易产生

工程量调整或合同调整，导致清单调整极难匹配的问题。就

以上面的模板工程为例，如果整个工程的模板项目以总价形

式在清单中明确的话，就根本无法解决小的设计变更导致的

模板费用变化的调整问题。如果觉得这样小的模板变化是工

程费用中无关紧要或者确定不必要明确的事情，那以总价来

定义这个费用问题也不大。但如果觉得工程中的这种变更应

该被考虑，那就必须以单价包干的形式来明确费用责任，然

后以工程量的随动性来匹配工程造价。 这里会有一个所谓“

措施项目”与“工程项目”的定义争议，似乎有一种见解，

认为措施项目不应该进分部分项清单。因为分部分项清单应

该是定义“工程实体费用”的。而实际上呢。“率单之下，

莫非甲钱”，所以模板费用是在措施项目还是分部分项清单

内，根本就是无所谓的事。只要按工程实际，在工程量清单

中准确而有效地定义了这些费用项目，那它是在措施清单，

还是分项清单，还是其他项目清单内，对于出钱建工程的甲

方来说，又有什么实质区别呢？ 三、费用多为包干。不是总

价包干则为单价包干。 按“合同义务与费用一一对应关系”

来开列清单，在计量规则中明确了项拆分原则后，就要考虑

项内工程内容及费用的合同性质问题了。 清单项所应该包含



的工程内容，决定了工程项清单中对应的合同义务的多少。

比如钢筋项：加工运输安装等应该明确是包含在钢筋项内的

，那马镫垫铁应该是如何考虑？是应该单列项还是应该包含

在钢筋工程内？只有项清单工程内容明确了，项费用包干才

有实质性的意义。 项清单工程内容明确后，就应该确定对应

价格的合同性质，是费率取费，比如照管清单项；还是单价

包干，比如工程实体清单；还是总价申报而后包干，比如开

办费。计量规则只有指明这些费用的属性，单价合同才能够

依据这些费用属性来明确定义合同价格。如果只是指明各项

费用的一个数目字，而不指明其合同属性，那这些费用的调

整原则，就是没人能说得清楚。一旦这种变化发生，大家只

能去找“合同之外，清单之外”的，比如合同中根本没有规

定的定额计价、协商计价等方法来解决。这显然地导致合同

价格定义失效。 我们国家《清单规范》关于清单项内工程内

容的定义相对比较完整一些，在每一章的最后都有一些专门

的项目构成说明，基本上定义清楚了项的工程内容，虽然具

体的规定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内容是有了。对清单项费

用属性的定义就不是太明确。整个清单规则中，基本只说了

一句“工程量清单计价应包括按招标文件规定，完成工程量

清单所列项目的全部费用，包括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项目

费、其他项目费和规费、税金”。另一句可以参考的是“综

合单价 （指）完成工程量清单中一个规定计量单位项目所需

的人工费、材料费、机械使用费、管理费和利润，并考虑风

险因素”。但是后一句留下漏洞的，并没有直接说明综合单

价的费用属性，比如项内材料费人工费涨价了，应不应该给

予承包商调整单价？“考虑风险因素”这一条也会存在争议



。风险因素到底指哪些范围？地震算不算这里的风险因素？

大暴雨三天算不算风险因素？预期材料费上涨30%，实际涨

了70%，这个算不算风险因素？由于《清单规范》关于费用

属性没有严格的定义，在单价合同综合单价这个根底上，就

容易产生争议，从而导致单价合同本身的失效。 四、清单项

开列应保持独立性，以保证清单工程量变化时，不会与价格

产生联带效应 《计量规则》在项拆分问题应该考虑好保持项

的独立性。这个原则实际是项拆分与项费用包干的一个延续

原则。因为单价合同的清单其特性是以价格的包干来实现合

同价格控制而以工程量的随动性来良好匹配合同价格，所以

每个单价都保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不能轻易因为一个工程

量的调整，导致多个综合单价的联带变化，结果是在几个单

价的联带变化中，产生合同漏洞。比如，钢筋工程的项拆分

，就最好是不要拆分成钢筋加工制作，及钢筋安装这样两个

项。因为图纸工程量的变化，会直接导致两个项的连动变化

，承包商如果咬这两个项的交接点，比如：由于图纸变更造

成钢筋制作量加大，导致原定临时堆放场地不够，不得不比

预期更远的地方堆放成型的钢筋，结果是导致人员降效，并

造成场地阻塞，因此要求增加加工人员降效费及运输费。这

样子一咬，清单项的包干边界就被模糊，最终导致单价失效

。 五、清单开列，应保证工程量调整具有最大化的自由度 单

价合同的清单特性既然是以价格的包干来实现合同价格控制

而以工程量的随动性来良好匹配合同价格，从而要求单价保

有自己的独立性，那同样的，对工程量按实调整的自由度提

出要求就是必然的。工程量调整自由度，与单价独立性原则

是一对相生相伴的原则。 我把工程量调整的自由度原则单独



开列而没有与清单项独立性原则并论，主要是因为合同对工

程量调整的自由度本身有着很高的要求。按FIDIC合同第15.5

款的规定：“雇主有权在他方便的任何时候，通过向承包商

发出终止通知，终止合同”，这反映在工程量清单上，就是

通知之日后的所有工程量都要按零计，这显然地要求清单工

程量的调整有极大的自由度。此外，通常在单价合同中，雇

主都会要求对“拉项”享有很大的自由度，具体表现在FIDIC

合同雇主变更权的相关规定中，承包商不但要无条件执行这

种变更，还要配合雇主来完成相关变更的施工可行性分析。

由于这些合同要求的存在，对工程量清单中量变化的自由度

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可以这样说，在《计量规则》下，项的

独立性原则要高于工程量调整自由度原则，因为项保证其独

立性，就基本可以满足量自由调整原则；但在实际操作中，

量自由调整原则要高于项的独立性原则，项的实际拆分与确

定，往往都是需要考虑苛刻的量调整自由度的前提下，被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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