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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petition	in	the	field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fierce,	and	contractor	bidding	has	become	a	norm.	
More and more construction projects are experiencing losses, and claims or counter claims in complex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re 
common, which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Many factors such as contract changes, delays, and design errors 
in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can lead to claims and counterclaims, making the claims and counterclaim mechanism a key component 
of engineering management.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in depth the issues of construction project claims or counterclaims, 
analyze	 the	root	causes	of	claims	or	counterclaims,	and	explore	effective	dispute	 resolution	strategies	and	methods,	providing	
effective	decision	support	and	risk	control	strategies	 for	project	managers,	and	providing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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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设工程的索赔与反索赔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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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设工程领域竞争日趋激烈，承包商压价竞标已成为常态，越来越多的施工项目出现亏损，建设工程中的索赔或反索赔问
题在复杂的工程建设中普遍存在，对工程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工程建设中的合同变更、延期、设计错误等诸多因素都可
能引发索赔与反索赔，因此索赔与反索赔机制成为工程管理的关键组成部分。本研究旨在深入探究建设工程索赔或反索赔
问题，分析导致索赔或反索赔的根本原因并探讨有效的解决争端的策略与方法，为工程管理者提供有效的决策支持和风险
控制策略，为建设工程项目的成功实施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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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索赔的概念与类型

1.1 建设工程索赔的定义
建设工程索赔是指在工程承包合同履行过程中，当事

人一方因对方不完全履行合同所规定的义务或出现了应当

由对方承担的风险而遭受损失时，向另一方提出赔偿要求的

行为。建设工程索赔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损失的要求，还包括

对合同违约、工程变更、延期、设计错误、意外风险与不可

预见因素等问题的补偿请求。索赔是建立在合同条款和法律

规定基础上的一种权利行使，其目的是维护合同双方的权

益，确保项目的顺利进行。

1.2 常见的索赔类型
索赔的目标是索赔方希望通过何种补偿手段来弥补损

失，主要有两种：工期索赔和费用索赔。按照索赔事件，通

常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2.1 变更索赔

变更索赔是建设工程合同中常见的一种索赔类型，指

由于项目范围、设计或其他相关因素发生变更，导致合同工

作量和成本发生变化，因而请求额外费用或工期调整的情

况。这种索赔通常涉及额外的劳动力、材料或设备成本以及

工程期间的延期成本。在工程合同中，变更索赔的合法性和

合理性通常由合同文本和相关法规规定。索赔方需要详细地

说明变更的原因、范围和影响，提供合同变更的书面通知，

并在变更发生时及时与对方协商达成一致。

1.2.2 延误索赔

延误索赔是指发包人未能按照合同约定提供施工条件

或指令停止施工或加速或由于不可抗力、工程变更、设计错

误或其他合同外原因导致项目工期延长，从而引发额外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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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索赔请求。在工程合同中，延误索赔的提出通常要求索赔

方提供详细的工期延长原因、影响范围、成本计算和合同依

据。索赔方通常需要在遭受延期影响时及时通知对方，并确

保提供足够的证据支持。

1.2.3 设计错误索赔
设计错误索赔是指发包方由于工程设计文件中存在错

误、缺陷或矛盾，导致施工过程中出现额外工作、材料更改

或工程停顿等情况，因而索求额外费用或工期调整的索赔请

求。在工程合同中，设计错误索赔的提出通常要求索赔方提

供详细的设计错误证明、变更影响、成本计算和合同依据。

索赔方需要确保及时通知对方，并协商解决设计错误可能带

来的影响，有效处理设计错误索赔有助于保障工程质量和进

度，减少因设计问题而导致的争端。

1.2.4 意外风险和不可抗力索赔
意外风险和不可抗力索赔是建设工程合同中常见的一

种索赔类型。不可抗力索赔指在工程执行过程中，由于无法

预见、无法避免或控制的外部因素（如自然灾害、战争、政

府法规变化等）导致工程无法按原计划进行，因而索求额外

费用或工期调整的请求；意外风险是在施工过程中通常不能

合理预见的不利施工条件或外界障碍，如地下水、地质断层、

溶洞、地下障碍物等引起的索赔。在工程合同中，意外风险

和不可抗力索赔的提出通常要求索赔方提供详细的意外风

险和不可抗力事件证明、事件对工程造成的影响、额外费用

计算和合同依据。索赔方需要及时通知对方，并与对方共同

协商解决由意外风险和不可抗力事件引起的争端，减轻因意

外风险和不可抗力事件而带来的负面影响。除此之外，如因

政策法令变化、货币贬值、汇率变化、物价、劳动力工资上

涨等原因也可引起索赔，

2 索赔与反索赔的内涵

在工程建设的各个阶段都有可能发生索赔，但发生索

赔最集中、处理难度最复杂的情况发生在施工阶段，索赔属

于经济补偿行为，而不是惩罚。索赔是双向的，承包商可向

发包方（业主）主张索赔，发包方（业主）也可向承包商主

张索赔，简称“反索赔”，索赔或反索赔是法律和合同赋予

双方当事人的正当权利。索赔事件的发生，不一定在合同文

件中约定，索赔事件的发生也可是一定行为造成，也可是意

外风险或不可抗力引起的，索赔事件的发生一定要有造成损

失的后果才能引起索赔。索赔与反索赔机制有助于解决建设

工程中不可避免发生的争议和纷争，有利于维护各方的合法

权益，为未来类似问题的预防和工程管理提供宝贵经验，促

进建设工程管理水平的提升 [1]。

3 索赔与反索赔的管理

建设工程具有投资大、建设工期长、技术要求高的特

点，加上建筑施工单位秩序管理混乱，建设工程的索赔与反

索赔在工程承包合同履行过程中长期存在。因此，必须做好

索赔与反索赔的管理，客观公正地解决工程的索赔与反索赔

问题，达到“双赢”或者“多赢”。

3.1 索赔的识别与程序
建设工程索赔的识别和记录程序是工程索赔管理的重

要步骤。在工程建设中，及时发现并记录可能导致索赔的事

件至关重要。一方面，要确立清晰的索赔识别标准，包括合

同违约、变更、延期、设计错误等，同时建立定期的检查机制，

监测工程进展以及与合同相关的任何潜在问题。另一方面，

建立完善的记录体系，准确记录索赔相关信息，包括事件发

生的时间、地点、涉及的合同条款、相关文件等，这些记录

不仅为索赔提供有力证据支撑，也有助于后续的索赔审查和

处理。通过明确的识别和记录程序，可以及时、准确地识别

索赔与反索赔事件，避免潜在的争端，维护项目正常进行 [2]。

3.2 索赔的处理流程
索赔的处理流程是建设工程索赔管理的关键组成部分。

首先，应明确合同中关于索赔的相关条款和规定，确保各方

对索赔处理流程有共同的理解。其次，应建立清晰的索赔

提交流程以及提交时间的要求。最后，在索赔的初步阶段，

设立专门的索赔审查小组，对索赔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评

估。若索赔得到发包方（业主）认可，应进行进一步的协商，

明确额外费用或工期调整等具体事宜，若未能达成一致，应

按照合同规定启动争端解决机制，如调解、仲裁或诉讼，避

免争端的升级和拖延，促进索赔事项的有效解决。

3.3 索赔的文档和证据准备
建设工程索赔关键是证据，确保有效的文档和证据准

备是工程合同中索赔管理不可或缺的环节。另外，建立详尽

的文档管理系统，如合同文件、通信记录、会议纪要等，以

记录合同执行的各个阶段。对于可能引发索赔的事件，要求

各方及时提供书面通知，并保留相关文件。在索赔文件准备

阶段，索赔方或反索赔方要求另一方提供详细的索赔说明、

成本计算以及与事件相关的合同依据。在证据准备方面，要

求提供独立的证人证词、专业评估报告等，以增加索赔主张

的可信度 [3]。

3.4 索赔的提交与处理
索赔的提交与处理是确保建设工程各方在索赔事项上

达成公正、合理、迅速的共识。索赔方在提交前应进行充

分的内部审查，确保索赔请求合法、合理，有充分的依据。

在索赔处理中，建立专门的索赔审查小组，可由合同管理人

员、法务和技术专业人员组成，对索赔或者反索赔的合法性

和合理性进行审查和评估，及时沟通与协商，增加透明度，

减少可能的误解和争端。在达成共识后，书面确认双方对索

赔或反索赔事项的理解，维护建设工程项目的合同关系和合

作氛围。

4 索赔或反索赔的策略与方法

在工程建设中，索赔是双向的，索赔或反索赔是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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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与发包方（业主）的正当权利。大多数承包商和发包方（业

主）都十分重视索赔工作，树立起较强的索赔意识，善于索

赔，敢于索赔。

4.1 索赔处理的原则

4.1.1 以合同为依据原则
不论索赔来自何种原因，在索赔处理中，都必须在合

同中找到相应依据。合同文件包括合同协议书、图纸、合同

条件、工程量清单、双方有关工程的洽商、变更、往来函件等。

因此，合同管理与控制在工程合同中是实施索赔或反索赔策

略的关键要素，建立健全合同管理体系，确保合同条款的清

晰、明确，为双方提供一致的执行标准，不仅有助于预防索

赔或反索赔发生，还能提前识别潜在风险，降低后期索赔的

概率 [4]。

4.1.2 及时合理地承担风险原则
索赔事件发生后，索赔的提出和处理应当及时。索赔

处理不及时，可能影响承包商的资金周转，从而影响工程进

度。同时，逾期也丧失要求追加赔付金额和延长工期的权利。

索赔处理还必须坚持合理性，既要维护发包方（业主）的利

益，也要照顾承包方的实际情况。

4.1.3 主动控制减少索赔原则
在工程实施过程中，对可能引起索赔的事件进行预测，

尽量采取一些预防措施，避免索赔事件的发生。并根据实际

损失，友好协商，合情合理地提出索赔要求 [5]。

4.2 遵循索赔程序
在《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中规定了索赔程序，

承包人向发包人的索赔应在索赔事件发生后，持证明索赔事

件发生的有效证据和依据正当的索赔理由，按照合同约定的

时间向发包人递交索赔通知。发包人应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

对承包人提出的索赔进行答复和确认。当发、承包方在合同

中对此通知未作具体约定时，按以下规定办理：①承包人应

在确认引起索赔事件发生后 28 天向发包人发出索赔通知，

否则，承包人无权获得追加付款，竣工时间不得延长。②在

承包人确认引起索赔的事件后 42 天内，承包人应向发包人

递交一份详细的索赔报告。③如果引起索赔的事件具有连续

影响，承包人应按月递交进一步的中间索赔报告，说明累计

索赔的金额。承包人应在索赔事件产生的影响结束后 28 天，

递交一份最终索赔报告。发包人在收到索赔报告后 28 天应

作出回应，表示批准或不批准并附具体意见。发包人在收到

最终报告后的 28 天内，未向承包人作出答复，视为该项索

赔报告已经认可。承包人接受了竣工付款证书后，应为认为

已无权再提出在合同工程接受证书前所发生的任何索赔。

4.3 索赔的依据与文件
建设工程索赔或反索赔证据复杂，涉及工程建设的方

方面面：①建设工程前期审批手续，包括土地使用权证、建

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

可证、临时用地许可证等；②发包、承包人资质文件；③标

前文件、招投标文件、施工合同及附件、经认可的施工组织

设计、工程图纸、技术规范等；④建设工程双方洽商、签证

往来的函件及各种会议纪要；⑤施工进度计划和具体的施工

进度安排；⑥施工现场的有关文件，如施工记录、施工备忘

录、施工日记、监理通知等；⑦建筑材料的采购、订货、运

输、进场时间等凭据；⑧工程检查验收报告和各种技术鉴定

报告；⑨工程中水、电、路开通和封闭的记录与证明等；⑩

工程质量文件、质量奖项、保修文件、结算文书等；�国家

有关法律、法令政策文件，政府公布的物价指数、工资指数

等 [6]。

4.4 加强索赔与反索赔的组织领导
索赔或反索赔是承包方和发包方依据法律和合同维护

自己合法权益的正当权利，为了增强索赔或反索赔的成功率

需要做到：第一，加强对索赔或反索赔工作的领导，建立由

技术、工程、法务等专业人才的索赔或反索赔管理团队；第

二，根据实际情况，对索赔或反索赔事件的合法性进行全面

审查和评估；第三，积极采取协商、调解等非诉讼手段，在

确保项目进展的同时解决争端；第四，合理地运用仲裁和诉

讼等法律手段，维护双方的权益。

5 结论

综上所述，建设工程中的索赔或反索赔问题是工程管

理中复杂而又艰巨的难题，面临严重的挑战，有效处理建设

工程中的索赔或反索赔不仅要求树立索赔或反索赔的意识，

更要清晰索赔或反索赔的管理流程，包括规范合同、现场文

档、往来函件等档案资料管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注重预防

与风险管理，并通过强化合同管理与控制、实施风险评估和

预防措施，最大程度地降低索赔或反索赔的概率，运用友好

协商、人民调解等非诉讼手段合情合理解决争端，保障各方

的权益，提高项目的整体管理水平，达到共赢的社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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