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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工程索赔是承包商保护 自身正当权益、弥补工程损失、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和有效手段，能极大提高合同管理、项 

目管理和企业培养、工程索赔意识 、能力 、研究管理水平。文章通过理论教学、课程设计和社会实践等教学环节 ，对学生工程索赔 

意识和能力的培养进行 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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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程 索赔 意识 是市 场经 济意 识 、法律 意识 和I 

程管理 意识的综合体现 。I程索赔 在 国际建筑市场 

是承包商保 护 自身正 当权益 、弥补工程损失 、提高经 

济效益 的重要 和 有效 手段 。但在 我 国 ，由于工程 索 

赔处 于起 步 阶段 ，对 工程 索赔 的认 识 不 够 全 面 、正 

确 。在工程施 工 中 ，还存在业主忌讳索赔’；承包 商不 

仅索赔意识 不强 ，而且 不敢索赔 ；监 理工程师不 懂如 

何 处理索赔 的现 象。 因此 ，在建设 工 程合 同管理 课 

程 中应 对土 木I程及I程管 理类学 生加 强索赔 理论 

和方法 的教育 ，培养 和提 高学生 工程 索赔 的意识 和 

能 力 。 

一

、抓好理论教学，重点培养学生的工程索赔意 

识 

1．合 同意识 和索赔 意 识薄 弱 、合 同管 理水平低 

是 我 国 工 程 建 设 中 的 普 遍 现 象 ，主 要 表 现 在 ：一 是 我 

国法律不 很健 全 ，有法 不依 的现 象较 为严 重 。二是 

建筑市 场运行 尚不 规范 ，合 同约束力不强 ，合 同管 理 

效果不 显著 ，不 如通过诸如搞好 关系 、请 客送礼等方 

式有更好 的效 益 。三 是 我 国 目前 建 筑 市场 竞 争激 

烈 。过 于向买方倾斜 ，承包方不敢 向业 主提 出合理 的 

索赔要 求。因而普遍 认 为合 同只是 形式 而 已，没有 

实 际 意 义 ，而这 些 认 识 在 学 生 中也 普 遍 存 在 ，因此 这  

是 在 理 论 教 学 中首 先 要 解 决 的 问题 。 

2．合 同和 索赔 问题 涉及 面广 ，处 理 复杂 ，上 升 

为理论的东西不多 ，对学 生进行系统 的、科学的教育 

有一定 的难度 ，因此教 学 内容 的选 择非 常重 要 。工 

程索 赔 的教 学 应 向 学 生 介 绍 以 下 几 方 面 的 内容 ：一 

是 工 程 索赔 的 基 本 理 论 ，包 括 I 程 索 赔 的基 本 概 念 、 

特征 、分类 、索赔应 遵循的原则 以及 索赔 的作用 。二 

是I程 索赔 的基 本程 序及 其规 定 ，包括 发 出索赔 意 

向通知 、收集 和提供 索赔 证 据 、编制 和 提交 索赔 报 

告 、评审索赔报告 、举 行索赔 谈 判 、解决 索赔 争 端 以 

及 有 关 索 赔 时 限 的 规 定 。 三 是 国 际 I 程 承 包 以 及 

FIDIC土木工程施I合 同条 件 中关 于I 程 索赔 的 内 

容 。四是 索赔值 的计算 ，包 括索赔 费用 的组成 、I期 

索赔 的处 理原则 以及索赔 值的计算依 据、计算原则 、 

计 算 方 法 等 。 

3．I程索赔 的理 论并 不是 十分 高深难 懂 ，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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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 同管理 仍处 于经验 型 管理 状态 ，即绝大 多数 的 

合 同和索赔 管理者 主要 凭借 自身经历和第一手经验 

开展工作 ，这对 理论 教 学就：fi-较 高 的要 求 。在 国 际 

承包工程 中 ，索赔 经 常发 生 ，造成 的原 因多种多 样 ， 

由于引起 索赔 的干扰 事件多 ，因此 ，在工程索赔 的理 

论 教 学 中 ，教 学 方 法 和 手 段 的 采 用 对 提 高 教 学 效 果 

有直接 的影响 。为 了使 教学更直观 ，几年来 ，我们通 

过各种 途径收集 了一些 具有代表性 的工程索赔 的综 

合案例 ，编写 电-y=教 案 ，采用 先进 的电化教 学手段 ， 

通 过 案 例 教 学 法 增 强 学 生 对 索 赔 理 论 的 掌 握 和 理  

解 ，收 到 较 好 的 教 学 效 果 。 

二、通过课程设计 。强化学生的工程索赔意识 

建 设 工 程合 同管 理课 程 设计 一般 安 排一 周 时 

间 ，主要是通过 虚拟 或实 际 的案例制 订一 个索赔 计 

划 ，编写一份索赔 报告 ，让 学生将所学到 的知识与管 

理方法运用 到具 体 的工 程合 同管理 与索赔 实践 中， 

提高学 生的处理合 同争 议 、按程 序办事、解决工程索 

赔 问题 的实际工作 能力 。 

1．课 程设 计 的题 目一 定 要 恰 当 ，既 不 能 太 复 

杂 ，使 学生无从下 手或 没 ：fi-充 分 的时间完 成课程 设 

计 的任务 ，也不 能过 于 简单 ，学 生没有 相应 的压力 ， 

很容易使课 程设计 流 于形式 ，达 不 到教学 质量 的要 

求 。 

2．在制订 索赔计划 中，一定 要强调 程序 的重要 

性 。如 发 出索赔 意 向通 知 的条 件 、时 间 、内容及 要 

点 、索赔 资料 的准备 、索赔 证 据 的种类 和要求 、索赔 

报告 的编 写与提交 、索赔 报告 的评 审 、索 赔谈 判 、索 

赔 争端 的解 决 。一定要学 生编制出索赔 程序框 图。 

3．重点抓 好索赔 报告 的编写 。具体体 现在 ：一 

是标题 。要求 应该能够简要 准确地概括索赔的 中心 

内容 ，字 数最 好不 超 过 二十字 。二是详 细 描述事 件 

过程 。主 要包 括 ：事 件发 生 的工程 部位 、发 生 的时 

间、原 因和经过 、影响 的范 围以及 当时采取 的防止事 

件扩大 的措施 、事 件持 续 的时 间、报告 次数及 日期 、 

最终结束 影响 的时 间、事件 处置 过程 中 的有 关 主要 

人 员办理 的有 关事项等 。三是索赔 的依 据 。主要是 

法律依 据和合 同条款 的规 定 ，合 理引用 法律 和合 同 

的有关 规定 ，建立事实 与损 失之间 的因果关系 ，说明 

索赔 的合理合法 性 。四是得 出结论 。指出造成 的损 

失或损 害及其大 小 ，主要 包 括要求 补偿 的金额及 工 

期 ，这 部 分 只需 列 举 各 项 明 细 数 字 及 汇 总 数 据 即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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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详 细计算 书。为 了证实索赔金额 和工 期 的真 

实性 ，必须指明计算依 据及计算 资料的合 理性 ，包 括 

损失费用 、工期 延长 的计 算基 础 、计算 方 法 、计算 公 

式及详细 的计算过程 。 

4．通过社会实践 ，使 学生 掌握工程 索赔 具 体方 

法 的运用 。T程索赔 的社会实践主要是采用 两条途 

径 ：一是利用课 余时间参与 、旁听工程索赔 的仲裁和 

诉讼过程 ；二是利用生 产实 习和毕 业实 习共 计七 周 

的时间到建筑公 司、监 理公 司等实 际单位 参 与有 关 

合 同管理和索赔 事项 。在社 会实 践 中 ，主要 解决 以 

下几个问题 。①索赔 的依 据 。遇到 索赔 事件 时 ，理 

论上不论 甲、乙双方或 作 为第 三方 的监 理公 司都 必 

须 站 在 客 观 公 正 的 立 场 上 审 查 索 赔 要 求 的 正 当性 ， 

具体体现在各方必 须对 合 同条 件 、协议条 款 等有 详 

细 的了解 ，以合 同为依 据来 公平 处 理合 同双 方 的利 

益纠纷 。但 在实 践 中由 于合 同文件 的 内容 相 当广 

泛 ，包 括合 同 协 议 、图 纸 、合 同条 件 、工 程 量 清 单 以及 

许多来往 函件和变更通 知 ，有 时会形成 自相矛盾 ，或 

作不 同解释 ，导致合同纠纷 ，从 而使学生在实 际工作 

中明 白合 同的重要性 。② 资料 的积累 。索赔证据 是 

当事人用来支持其索赔成立或 和索赔有关 的证 明文 

件和资料 。让学生参 与积 累一切可能涉及索赔论 证 

的资料 ，如承包 商 、业主 研究 的技 术 问题 、进度 问题 

和其他重要大问题 的会 议文字 记 录 ，承包 方 对工 程 

师 指 令 的执 行 情 况 、抽 查 试 验 记 录 、工 程 验 收 记 录 、 

计量记录 、日进度 记录 以及 每天 发 生的可 能影 响 到 

合同协议的事件 的具体情 况 等 ，以及 协 助实 际单 位 

建立业务往来的文 件编 号档案 等 业务 记 录制度 ，做 

到处理索赔时 以事实和数据 为依 据 。通过这些 具体 

工作 使学生理解合 同管理 的重要性 。③索赔处理 的 

方式 方法。。T程建设 中干扰事 件发 生 后 ，必 须依 据 

合 同的准则及时地对索赔进行处 理 。如果承包 方的 

合理索赔 要求长时 间得 不 到解 决 ，单 项工 程 的索赔 

积累下来 ，有时可 能会 影响整个 工程 的进 度 。但 是 

在实际工作 中如果 对每 一干扰 事件 都 提 出索赔 ，可 

能会损 害双方的合作 关 系 ，因此 在索 赔工 作 中既 能 

维 护 业 主 的利 益 ，又 能 考 虑 承 包 方 的实 际 情 况 ，这 是 

管理 者处理索赔 问题 水 平 的体 现 ，也是 学生 在社 会 

实践 中值得好好学 习的地方 。 

(责任编辑 ：欧阳雪梅 )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