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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工程延期材料价格调整的思考 

颜万春 

杭州恒正造价工程师事务所  浙江省杭州市  311100 

【摘要】建筑工程成本与工程材料成本息息相关。由于一般建筑工程施工工期较长，在这长时间的施工过程中，建筑材料价格随市场波动，

对工程成本造成重大影响。基于此，基于此，文章关于工程延期材料价格的调整作思考分析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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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市场的不稳定因数，工程材料价格，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

变动，为了合理分担工程延期材料价格风险，本文通过《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示范文本）》（GF-2017-0201）第 11.1 款对此风险进行了规

制说明。通过案例分析让企业更好的控制工程延期导致损失的风险。 

一、市场价格波动引起的调整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市场价格波动超过合同当事人约

定的范围，合同价格应当调整。合同当事人可以在专用合同条款中

约定选择以下一种方式对合同价格进行调整： 

第 1 种方式：采用价格指数进行价格调整。 

第 2 种方式：采用造价信息进行价格调整。 

第 3 种方式：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的其他方式。 

其中，第 2 种方式，采用造价信息进行价格调整是最为常用的

一种调整方式。由于合同履行期间，因人工、材料、工程设备和机

械台班价格波动影响合同价格时，人工、机械使用费按照国家或省、

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行业建设管理部门或其授权的

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发布的人工、机械使用费系数进行调整；需要进

行价格调整的材料，其单价和采购数量应由发包人审批，发包人确

认需调整的材料单价及数量，作为调整合同价格的依据。 

上述条款的约定，本着“合理分担原则”，较好地分配了由于市

场材料人工价格的动荡引起的工程价格风险。但工程不总是一帆风

顺的。建筑工程施工，常常会出现工程建设延期竣工现象。若工程

工期延误，市场材料价格又动荡起伏，在这种合同条件下，又该如

何进行合理准确的工程造价结算呢？ 

案例一： 

这里假设合同预定工期 10 个月，造价信息统计按合同工期前

80%计算；工程实际延期 10 个月，材料价格一直上涨且超过了合同

约定的风险幅度。 

一种观点认为：人工、材料补差实质，是合同约定的承包人承

担有限风险，承包人以 5%为上限承担实际人工材料风险。这 20 个

月均应视为“合同履行期间”；应按基期价格与这 20 月的前 80%（即

前 16 个月的平均价格）计算材差。 

我们假定价格趋势如表： 

 基期价格 2 4 6 8 10 12 14 16 平均

合同期 100 100 100 108     102

实际工期 
100 

100 100 100 108 120 120 130 130 113.5

按上述观点，本项目材料结算金额为： 

100+113.5-100×（100+5）%=108.5 

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工程延期的条件下，人工材料损失应

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合同风险，另一部分则是责任损失；承包人

只需承担原合同工期的价格风险即可；而延期造成的价格上涨损失

理应由责任人承担。 

从合同履行角度分析，工期延误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承包人违约造成的工期延误 

若承包人按合同正常履约完成，依合同约定的计算方法，该材

料合同期平均价格为 102，对比基价 100 上涨 2%。未超出合同约定

的承包人风险承担幅度。此时上涨的风险由承包人承担。 

而因延期由承包人违约引起，因此延期损失应由承包人承担 

即： 

风险=102-100=2  承包人承担 

责任=113.5-102=11.5  承包人承担 

材料结算价格=100 

第二种情况：发包人违约造成的工期延误 

该材料合同期平均价格为 102，对比基价 100 上涨 2%。未超出

合同约定的承包人风险承担幅度。此时上涨的风险由承包人承担。 

而因延期由发包人违约引起，因此延期损失应由承包人承担 

即： 

风险=102-100=2  承包人承担 

责任=113.5-102=11.5 发包人承担 

材料结算价格=100+11.5=111.5 

第三种情况：不可抗力或其他非双方责任引起的工期延误 

延期为非双方责任引起，因此工程损失属于自然的风险，根据

合同约定，风险分配应从合同履行期间材料单价涨跌幅以基准价格

为基础超过±5%时，其超过部分据实调整。 

即： 

材料结算价格=100+113.5-100×（100+5）%=108.5 

只有这种情况下，计算结果才与第一种观点的计算值相同。 

通过以上案例，约定的市场价格波动引起的调整对应的是工程

合同风险承担分配。而工程发生延期则可能由风险导致也可能因违

约责任引起，必须加以区分才能更加合理地处理。我们都知道索赔

的原则应是损失补偿，而损失的计算则需按照索赔事件的实际影响

计算得出。由于工程材料的使用持续发生，而市场价格的波动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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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延期也未必就一定导致材料价格的损失。而在考量延期损失时，

除必须将“合同风险”与“违约责任”加以区分外，还应该考虑索

赔事件对工程成本的实际影响。更好合理的解决因市场价格波动引

起的调整。 

二、在不同工程阶段导致材料价格变动的调整 

通常情况下，发包人原因的延期因素大多数由单一事件导致。

因此其发生的时点对工程材料成本的影响就非常重要了。 

例如，当索赔事件发生在工程开工初期并导致工程全面停工，

那就对所有工程材料的成本发生影响。若发生在桩基完成后，事件

就不会影响桩基材料成本的变化。而事件发生在验收阶段，则对全

部的工程材料成本都不会发生影响。 

我们拓展前述假定价格趋势：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平均
材料价格 基期价格

100 100 100 108 120 120 130 130 130 130

假设延期事件发生在工程实施过程中的不同时段： 

事件 1：延期索赔事件发生在工程开工时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平均 
材料价格 基期价格 

100 100 100 108 120 120 130 130 130 130  

合同工期 25% 25% 25% 25% 0      

权重影响 25 25 25 27 0      
102 

实际工期 1 * * * * * 25% 25% 25% 25% 0 

权重影响 

100 

0 0 0 0 0 30 32.5 32.5 32.5 0 
127.5 

上表中工程延期开工 10 个月，造成工期后延 10 个月。因在开

工时即发生延期事件，故对所用材料价格均发生影响。 

索赔计算：责任损失 127.5-102=25.5 

材料结算价格：100+25.5=125.5 

事件 2：延期索赔事件发生在工程完成一半时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平均 
材料价格 基期价格 

100 100 100 108 120 120 130 130 130 130  

合同工期 25% 25% 25% 25% 0      

权重影响 25 25 25 27 0      
102 

实际工期 2 25% 25% * * * * * 25% 25% 0 

权重影响 

100 

25 25 0 0 0 0 0 32.5 32.5 0 
115 

上表中工程中断 10 个月，造成工期后延 10 个月。但因在完成

一半工程量时发生的延期事件，故仅对一半材料价格均发生影响。 

索赔计算：责任损失 115-102=13 

材料结算价格：100+13=113 

事件 3：延期索赔事件发生在工程竣工阶段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平均 
材料价格 基期价格 

100 100 100 108 120 120 130 130 130 130  

合同工期 25% 25% 25% 25% 0      

权重影响 25 25 25 27 0      
102 

实际工期 3 25% 25% 25% 25% * * * * * 0 

权重影响 

100 

25 25 25 27 0 0 0 0 0 0 
102 

上表中工程中断 10 个月，造成工期后延 10 个月。但因延期事

件是在竣工阶段发生，工程施工基本完成，故对全部材料价格均不

发生影响。 

索赔计算：责任损失 102-102=0 

材料结算价格：100+0=100 

通过上述案例分析发现，虽然都是延期竣工 10 个月的事实，但

因为延期事件发生的时点不同，延期责任不同，工程的实际损失和

索赔金额也各不相同。合同风险应根据合同约定的风险承担条款约

定处理。责任损失应根据违约责任，由责任方来承担。而弄清了“违

约损失”，确定的损失数额，才能做到合理索赔、合理赔付。若弄混

了风险和责任的区分，将使得损失计算的逻辑混乱，不可能做到合

理的索赔处理。作者认为趋向于成本及受益的平衡，通过合同文件

事前约定，必然是更有效的解决途径。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工程成本的组成复杂，影响因素众多；工程中发承

包违约责任也多交错影响；完全厘清权责确实有相当大的难度。实

事求是、合理承担、友好协商是处理该类索赔事件的有效途径。切

不可钻牛角尖只片面强调仅对己方有利的证据、观点或解释而不考

虑对方的理由和证据。否则一旦造成合同纠纷，对工程的顺利实施

十分不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