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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学的毕业论文课题就是针对工程项目合同管理索赔与反索赔提出研究，

2017年 8月底有幸加入德威集团，在 2017年 9 月 1日得以参与原总裁袁克俭主

讲的《建设施工合同履行过程中的风险防范》培训会。与会期间袁总提及的由于

企业防范合同风险意识淡薄而导致的经济纠纷，就涉及到工程项目合同管理中的

索赔与反索赔。现结合毕业时论文研究及工作中的经历浅谈以下心得。 

 

首先要突出一个概念，即建设工程项目合同。建设工程项目合同是承包商按

照发包人的需要和要求完成工程建设项目而交付工作成果（竣工工程），发包人

付予报酬的合同。合同双方当事人应当在合同中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以及违约

时应当承担的责任。建设工程项目合同是一种承诺合同，合同订立生效后双方应

当严格履行。索赔与反索赔即建立在双方已签合同的基础之上。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交易中发生索赔是一种正常现象。但

在我国大多数的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发包人忌讳索赔，承包商不敢索赔，对工

程的风险意识和索赔意识不强。在建筑市场中面对这些情况，不管是发包人还是

承包商都应加强对工程索赔的认识，并尝试运用到实际工作中。 

 

其次，索赔究竟指的是什么呢？索赔是当事人在工程合同实施过程中，根据

法律、合同约定内容，对不应由自己承担责任的情况或未能正确履行合同而受到

造成的损失，通过法律程序向合同的另一方当提出经济或时间补偿的要求的行为。

建设工程索赔是发包人、监理工程师和承包商之间一项正常的、大量发生并且普

遍存在的合同管理业务，是发包人、承包商维护各自利益的一种手段，是以法律

和合同为依据的合情合理的行为。因此，索赔是一种正当的权利要求。索赔用以

调节合同双方责任、权力和利益，使合同在内外客观情况变化的条件下仍符合平

等互利、等价有偿的原则。索赔工作作为合同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则体现了参

与工程公司的合同管理水平。 

 

而反索赔是指对对方提出的索赔要求（索赔报告），在通过调查研究与分析



基础上，找出充分的理由和证据，证明对方所提出的索赔要求不符合实际情况、

或不符合工程施工合同的规定、或计算不准确等，并据此拒绝给对方以补偿而进

行的索赔反驳（即反索赔报告），这种索赔反驳称为反索赔。在建设工程项目实

施的过程中，业主与承包商之间，总承包商与分承包商之间，承包商与材料、设

备供应商之间、联合经验成员之间，都可能有双向的索赔和反索赔。也就是说承

包商向业主提出索赔，而业主可以向承包商进行反索赔；同样业主向承包商提出

索赔，承包商也可以进行向业主反索赔。索赔手段主要是追索损失的赔偿，而反

索赔手段主要是防止损失的产生，反索赔的目的是力求索赔问题能够得到合理解

决。因此，索赔和反索赔是进攻与防守的关系，只有攻守相济，才能立于不败之

地。 

 

在执行合同的过程中，索赔产生的原因有很多。第一，现代承包工程的工程

量大、投资多、结构复杂、技术和质量要求高、工期长等。此外，环境因素、市

场因素、社会因素等影响工期和工程成本。第二，工程合同是在工程开始前签订

的，不可能对所有问题完全预见并对所有问题作出准确的说明和规定。另外，合

同中难免有疏忽的条款，如措辞不当，阐述不清楚，有歧义等，都有可能导致合

同内容不完整性。以上原因容易导致双方在实施合同中对责任、义务和权力产生

争议，而这些争议往往都与工期、成本、价格等经济利益息息相关。第三，业主

对自己想要的建筑会有相应的想法，如可能会在建筑造型、功能、质量、标准、

实施方式等方面提出合同以外的要求。第四，完成一个工程往往不止一两个承包

商共同工作。承包商相互之间会产生一定的联系，比如由于管理上的失误或技术

上的原因，当一方失误不仅会造成自己的损失，还会殃及其他合作者，影响整个

工程的实施。因此，各承包商在总体上应按合同条件，平等对待彼此地的利益，

坚持“谁过失，谁赔偿”的索赔原则。第五，由于合同文件内容繁多十分复杂，

再加上双方看问题的立场和角度不同，会造成对合同权利和义务的范围界限划分

的理解不一致，造成合同上的争执，引起索赔。在国际承包工程中，合同双方来

自不同的国度，使用不同的语言，适应不同的法律参照系，有不同的工程施工习

惯。因此，双方对合同责任理解的差异也是引起索赔的主要原因之一。上述这些

情况，在工程承包合同的实施过程中都有可能发生，所以索赔也不可避免。 

 

相应的，存在索赔即存在反索赔。如承包商向业主赔偿盈利损失和工期延误



而导致的各种费用的增加，此时，业主为自身利益考虑就必须进行反索赔。又或

者施工缺陷反索赔。承包商施工质量不符合施工技术规程的要求，或者未完成应

该负责修补的工程量时，业主应该向承包商追究责任。此外，若承包商在工程保

修期内不履行维修义务，业主也应进行反索赔。 

 

最后，索赔与反索赔该如何进行呢？索赔工作必须按合同规定的程序和时间

限制进行，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索赔的内部准备。承包商对引起损失的干扰

事件进行调查，分析干扰事件的原因和责任，收集证据文件，在索赔解决中起着

重要作用。第二，索赔的解决阶段。递交索赔报告后，即进入索赔解决阶段。 

 

当索赔事件发生时，在索赔事件发生后的 28 天内承包商要向工程师递交索

赔意向通知，声明将对此事件提出索赔。索赔意向通知提交后的 28天内，或工

程师可能同意的其他合理时间内，承包商应递送正式的索赔报告，经工程师审批

后交予业主审查，最后工程师与承包商协商补偿。而在工程师与承包商协商补偿

的过程就有可能发生反索赔。在反索赔的过程中，要抓住对方的失误，依据法律

法规向对方提出索赔。针对对方的索赔报告进行仔细阅读、认真研究和分析，找

出理由和证据，证明对方的索赔要求或索赔报告不符合实际情况和合同规定，反

击对方不合理索赔要求，减轻或使自己少受甚至不受损失。 

 

索赔是合同实施的保证，索赔是合同法律效力的具体体现，对合同双方形成

的约束条件，而对违约者也能起到警诫作用，违约方必须考虑违约的后果，从而

尽量减少其违约行为的发生。索赔有利于提高企业和工程项目管理水平。我国承

包商在许多项目上的索赔管理不尽人意，与其企业管理松散混乱、计划实施不严、

成本控制不力等有着不可推卸的关联。例如，没有正确的工程进度网络计划就难

以证明延误的发生及天数；没有完整翔实的记录，就缺乏索赔定量要求的基础。

承包商应以辩证的思维对待索赔问题。在任何工程中，索赔是不可避免的，通过

索赔能使损失得到补偿，增加收益。因此，承包商要保护自身利益，争取盈利，

就必须要重视索赔问题。 

 

反索赔同样可以减少或防止损失的发生，前文已提及，索赔与反索赔是具有

双向性。如合同签约双方不能进行有效的反索赔，不能排除自身对于干扰事件的



合同责任，则必须接受对方的索赔要求，给予经济赔偿，致使自己遭受损失。在

建设工程项目中，承包商也不是十全十美的，总有一些不足，甚至错误百出，业

主对对方的索赔无法反击进行反索赔，就难以避免发生损失，对自身的损失也无

法补救。 

 

通过反索赔，不仅可以否定对方的索赔要求，使自己免受损失，还有可能从

中发现向对方提出索赔的线索，找到向对方提出索赔的理由。因此，索赔和反索

赔时同时存在而不可分离的。在建设工程项目实施的过程中，业主和承包商必须

同时具备索赔和反索赔两个方面的索赔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