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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企业工程合同风险管理研究

顾雪峰

中电系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 100141

【摘要】工程合同管理是建筑企业市场运营管理的重要环节,对企业经济效益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由于
建筑工程的周期长、规模大,从投标到项目交付的过程中会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尤其建筑市场基本属于买
方市场,合同条款主要是甲方意志的体现,建筑企业在合同签订的过程中相对被动,合同签订和履约过程
中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风险。因此,本文针对建筑企业工程合同中风险来源进行分析,并就基本的对策进
行讨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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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合同风险主要是指在履约过程中因为

管理水平、技术能力、资信状况及各种环境变化等可
能引起的不确定性损失。因为建筑工程具有产品的
唯一性、合同的专业性以及履行的长期性、多样性、

复杂性等特点,很容易受到内外部环境及政策的影
响,这就需要加强合同管理中的风险识别和风险评
估,制定合理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降
低建筑工程合同可能发生的风险,减少不必要的经
济损失。

1 工程合同风险的表现形式
建筑工程合同是以项目中各项工作的交付为目

的,包括建筑施工、设备安装与调试、工程保修等,为
确保工程项目各项工作得以顺利完成,工程发包人
与承包人之间就双方权利和义务签订协议,这就是
我们所提到的施工合同。合同的签订是施工安全、

工期和质量的保证,通过合同能够对承包双方进行
有效的约束,也能够给施工提供一个明确的范围和
目标方向,推动施工的正常有序进行。一旦存在矛
盾或者纠纷,在严格按照合同执行的情况下也能很
快得到解决,保证了施工顺利的进行。

 

但从宏观来看,建筑工程施工现场合同风险客
观存在,这与合同履行的不稳定性、内容的多样性以
及标的的复杂性都存在一定关系,并且建筑工程自
身具有工程技术和工程造价等特殊性,因而工程合
同在履约与违约、盈利与亏损、保险与索赔等方面都
不免面临着一定风险。建筑工程合同常见的风险表

现形式主要有三类:1.业主资信的风险,2.外界环境
的风险,3.工程管理、技术、经济和法律等方面的
风险。

2 工程合同风险的识别
2.1 合同签订阶段风险识别

在合同签订阶段,合同主体的合法性和承包方

资质的合规性等是合同签订的基础。其次,合同组
成文件应尽可能完整有效,其先后顺序也直接影响
到真实意愿的表达和条款的法律效力。另外,还要
避免模糊不清的用词导致的歧义。例如,工程“完
工”和“全部完工”是有所区别的,“付”和“付至”一字
之差却完全不同。当然还有很多范围和程度的可能
存在模糊,比如“以下”、“以上”到底是否包含? “尽
快”和“迅速”等均无法量化。只有规范语言,避免行
文漏洞才能使条款表达真实意愿,得到国家相关法
律的保护。此外,很多工程项目存在跨境合作,更要
了解合作所在地的政策和风土人情,研究条款中的
疑问并给予澄清,只有综合考量多种因素,合理制定
合同条款,才能避免双方分歧和受损。

2.2 合同履行阶段风险识别
合同履约风险主要是实施过程中图纸、范围、技

术要求、外部环境及资金等方面存在的与原合同及
组成文件的冲突。应及时发现合同中的变更问题,

对变更问题及时作出书面修改。只有针对施工变化
做出正确调整,才能确保工程顺利开展,使双方重视
合同管理,认真履行合同义务,对变更条款足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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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尽量避免施工出现意外情况。在合同变更发生
期间,要注意相关签证办理,这是合同履行的重点部
分,也是纠纷发生时的解决依据。同时,在技术、质
量和工期的索赔过程中要关注维权时效,在有效的
维权期间内,对欠款或进度未完成情况进行诉讼。
在产生纠纷后,要保存合同原件,收集相关合法依
据。只有合理依据,才能受到法律保护。

3 工程合同风险的来源分析
3.1 客观性合同风险

(1)合同模式的风险
从项目承包方式上有工程总承包、施工总承包、

专业承包、专业分包等多种承包方式,在与政府项目
资金合作中还有BOT、BT、TOT、TBT和PPP等项
目投融资模式。不同的合作模式和承包方式有各自
的风险特点,比如总承包中的EPC承包,施工企业
按照合同约定,承担工程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试
运行服务等工作,其中交钥匙总承包更是EPC总承
包业务和责任的延伸,最终向业主提交一个满足使
用功能、具备使用条件的工程项目。这就要求施工
企业对承包工程的质量、安全、工期、造价等全面负
责,承担由此引起的各种风险损失。而BT和PPP
等模式则更要考验承建方的投融资运作及项目后期

运营能力,风险评估更为关键。
(2)法律法规的风险
建筑工程合同管理普遍存在这样的问题,合同

条款的签订并未严格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进行,
工程建设程序并未得到规范化执行。常见的如:无
资质或低资质承接、项目报审和施工备案不合规、非
法分包转包等。此种情况势必会加剧施工合同的管
理隐患。部分建筑工程合同甚至可能以合法形式掩
盖非法目的,因而法律效力不足,因而施工合同必然
存在一定缺陷和漏洞,当真正上诉诸法律时却得不
到应有的保护。

(3)市场和政策变化
常见的宏观政策变化,如政府调整市场信息价、

税务调整企业税率、央行基准利率调整、农民工工资
及保障性政策变化等,都将影响到建筑企业在项目
实施中的成本,因此必须有风险控制预案,在合同中
予以体现。除此之外市场供应链上下游的突发性事
件也将直接影响到材料及人工成本,如季节性钢材
和铜价上涨、春节期间的赶工或出现如非典、新冠等

突发性事件导致的人员不足等。

3.2 主观性合同风险
3.2.1发包人存在的风险
现如今的建筑行业,主要还是买方市场。这就

使得很多的业主在发包时会要求承包人商增添一些

倾斜条款,强行赋予自己很多本来不应该有的权利。
(1)发包人资信风险
发包人的资信风险主要存在客观上的资金不到

位或不及时等问题。从主观来看,发包人故意隐瞒
资金问题、在合同中模糊关于付款进度和审批流程
等细节、删除或弱化自身违约的责任、同时设立部分
不可完成的条款诱导承包人签约。这些都存在极大
的隐患,尤其是当发包人自身信誉较差或当经济状
况发生变化时将可能会成为严重的损失。

(2)发包人违约风险
发包人的违约风险主要体现在不按合同约定付

款或以不正当理由拖延付款和验收结算等工作。往
往这类合同是业主资信的问题在合同中的具体体

现。常见情况有:a、预付款支付及时,完工款无限推
脱

 

;b、工期大幅调整,赶工或无限延期;c、承包范围
发生大幅变化,小订单大合同或者强行扭曲合同范
围,把风险压给承包人;d、过程中大额变更,正式手
续不全,后期审计结算扯皮;e、在验收时间和流程上
描述不清,导致验收和交付困难,发包人却强行使
用;f、前紧后松,诱导承包人违规,秋后算账。

3.2.2承包人存在的风险
(1)管理及技术能力

a、工期问题是很多工程合同中进行处罚和索赔
的主要原因。很多项目要求赶工期,尤其是在半导
体、光伏、电子和生物制药等领域,科研成果更新迭
代快,要求快速投产变现,对工期要求非常高,考验
团队的管理能力和公司资源调配能力,乃至对整个
供应链环节的把控都很重要。

b、新行业的项目,尤其是EPC或闭口总价包干
合同,对团队技术承接能力和经验储备要求相当高,

尤其是对设备和工艺的需求以及业主的意图要吃

透,合理优化和建议,不能盲目乐观。
(2)资金状况
外部因素引起的项目计划利润降低时必然会造

成承包人在多方面降低成本,乃至在品牌、质量和数
量上进行调整。另外发包人在支付过程中的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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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势必造成材料和赶工的滞后,影响项目的交付。

承包人是否专款专用及发包人是否按时支付,都有
可能直接影响到项目的安全、质量和进度。

4 工程合同风险的防范对策
对于承包人来说,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要根据

自身的实际能力来进行分析,准确的衡量自身的能
力能否满足甲方对于技术、资金、工期等等方面的要
求。想要在合同管理的过程中尽可能的防范合同中
的风险的话,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加强标前风险评估和合同谈判。要对建筑
工程项目施工图进行全面了解,并了解业主资信情
况、规划建设许可相关手续等,了解到解业主以往工
程合同条款的签订和履约情况,令合同签订后风险
得到科学化控制。

(2)在合同签订的过程中要完善签约监管体系,

加强合同的谈判与评审工作,这样可以及时的发现
合同中存在的不平等条款以及潜在风险。与甲方在
签订过程中及时沟通,对于所有的资料文档都要做
到全面把控。

(3)对于项目的工艺、图纸和具体工程内容要足
够了解,完善项目策划,做好项目的预控方案。建筑
工程合同履行具有较强的系统性与持续化特征,并
且受到多项因素的影响,有可能会出现部分合同条
款变更、合同解除以及合同终止等情况,而对于施工

企业来说,在进入施工现场后其地位则趋于主动化,

发包方往往希望承包方快速完成施工任务,并且保
证施工质量,此时施工企业要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
挥自我优势,积极且认真搜集涉及权利义务变化的
相关证据,并对相关索赔与证据资料进行整理,以促
进承包方自我权利的有效提升。

(4)强化合同风险意识,提高合同管理人员的素
质。尤其是在项目上采用大行政管控方式后,建立
风险预控系统,合理加强变更管理。可以做到所有
文件的收发统一窗口,确保时效性和准确性的同时
及时的发现风险的动态变化。

(5)最后,如果有些技术需要第三方来完成的
话,要做好项目转嫁风险的控制,明确第三方实施项
目的责任分配,明确转嫁合同中的风险。

5 结语
综上所述,对于建筑企业来说,要全面把握建筑

工程合同管理风险控制,结合建筑工程项目现实情
况出发,探寻合同管理及风险控制的有效措施,以促
进项目实施综合效益的最大化。在这一过程中,要
强化合同管理与风险控制意识,结合现场具体情况
优化合同管理制度体系,并以现代化技术为支持,对
合同履行全过程实施动态化管理,确保合同管理及
风险控制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1]王勇,

 

姜小伟.
 

建筑工程合同管理及其风险防范问题研究[J].
 

农家参谋,
 

2017(22).
[2]王勇.

 

我国建筑施工企业海EPC项目风险管理研究[J].
 

中国经贸,
 

2018(19):51-53.
[3]叶长青;.

 

浅谈施工企业经营管理与风险管控[C]//
 

2018年4月建筑科技与管理学术交流会.
 

0.
[4]郑朝宇.

 

建筑工程项目管理中关于合同、索赔和风险管理[J].
 

建材发展导向,
 

2019(17):18-19.

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