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变更管理

变更范围：

1）取消合同中任何一项工作，但被取消的工作不能转由发包人或其他人实施。

2）改变合同中任何一项工作的质量或其他特性。

3）改变合同工程的基线、标高、位置或尺寸。

4）改变合同中任何一项工作的施工时间或改变已批准的施工工艺或顺序。

5）为完成工程需要追加的额外工作。

【多选题】工程变更的范围和内容包括（ ）。

A.取消合同中任何一项工作，被取消的工作转由发包人或其他人实施

B.改变合同中任何一项工作的质量或其他特性

C.改变合同工程的基线、标高、位置或尺寸

D.改变合同中任何一项工作的施工时间或改变已批准的施工工艺或顺序

E.为完成工程需要追加的额外工作

答案：BCDE
解析：A 取消合同中任何一项工作，但被取消的工作不能转由

发包人或其他人实施。

索赔管理

承包人索赔。

1）承包人应在引起索赔事件发生的后 28 天内，向监理人递交索赔意向通知书，并说明发生索赔事件的事由。

承包人应在发出索赔意向通知书后 28 天内，向监理人递交正 式的索赔通知书，详细说明索赔理由以及要求

追加的付款金额和（或）延长的工期，并附必要的记录和证明材料。

2）监理人应在收到索赔通知书或有关索赔的进一步证明材料后的 42 天内，将索赔处理结果答复承包人。

3）承包人接受索赔处理结果，发包人应在作出索赔处理结果答复后 28 天内完成赔付。

序号 索赔原因
可补偿内容

工期 费用 利润

1 文物、化石 √ √

2 监理人的指示延误或指示错误 √ √ √

3 不利的物质条件 √ √

4 发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提前交货 √

5 发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不符合合同要求 √ √ √

6 基准资料错误 √ √ √

7 增加合同工作内容 √ √ √

8 改变合同中任何一项工作的质量要求或其他特性 √ √ √

9 发包人迟延提供材料、工程设备或变更交货地点 √ √ √

10 因发包人原因导致暂停施工 √ √ √

11 提供图纸延误 √ √ √

12 未按合同约定及时支付预付款、进度款 √ √ √

13 异常恶劣的气候条件 √

14 发包人原因的暂停施工 √ √ √

15 发包人原因无法按时复工 √ √ √

16 发包人原因导致工程质量缺陷 √ √ √



17 隐蔽工程重新检验质量合格 √ √ √

18 发包人提供的材料和设备不合格，承包人采取补救措施 √ √ √

19 对材料或设备的重新试验或检验证明质量合格 √ √ √

20 附加浮动引起的价格调整 √

21 法规变化引起的价格调整 √

22 发包人提前占用工程导致承包人费用增加 √ √ √

23 发包人原因试运行失败，承包人修复 √ √

24 因发包人违约承包人暂停施工 √ √ √

25 不可抗力停工期间的照管和后续清理 √

26 不可抗力不能按期竣工 √

九部委 56 号令《标准施工招标文件》规定可以合理补偿承包人索赔的条款总结：

1.只可索赔工期：异常恶劣、不可抗力

2.只可索赔费用：提前交货、附加浮动，法规变化，停工清理

3.不可索赔利润：文物，不利物质条件

4.不可索赔工期：试运行失败

【单选题】施工合同履行过程中，项目监理单位指示错误造成施工单位损失，施工单位可获补偿为（ ）。

A.只包括工期和费用，不包括利润

B.既包括工期和费用，也包括利润

C.只包括费用和利润，不包括工期

D.只包括费用，不包括工期和利润

答案：B
解析：

序号 索赔原因
可补偿内容

工期 费用 利润

2 监理人的指示延误或指示错误 √ √ √

（三）竣工阶段和缺陷责任期合同管理

缺陷责任期管理

缺陷责任期是指施工承包单位对已交付使用的工程承担合同约定的缺陷修复责任的期限。

缺陷责任期一般为 1 年，最长不超过 2 年，具体可由发承包双方在合同中约定。

缺陷责任期从工程通过竣工验收之日起计。

由于发包人原因导致工程无法按规定期限进行竣工验收的，在承包人提交竣工验收报告 90 天后，工程自动进

入缺陷责任期。

缺陷责任期与工程保修期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缺陷责任期实质上是预留工程质量保证金的一个期限。

而工程保修期是发承包双方在工程质量保修书中约定的保修期限。缺陷责任期不能等同于工程保修期。

发包人应按照合同约定方式预留工程质量保证金，保证金总预留比例不得高于工程价款结算总额的 3%。

合同约定由承包人以银行保函替代预留保证金的，保函金额不得高于工程价款结算总额的 3%。
缺陷责任期届满后 14 天内，由监理人向承包人出具经发包人签认的缺陷责任期终止证书，并退还剩余的工程



质量保证金。

颁发缺陷责任期终止证书，意味承包人已按合同约定完成工程施工、竣工和缺陷修复义务。

【单选题】根据《标准施工招标文件》，下列关于缺陷责任期说法正确的是（ ）。

A.缺陷责任期自提交竣工验收报告日起计算

B.缺陷责任期等同于工程保修期

C.缺陷责任期一般为 2 年，最长不超过 3 年

D.颁发缺陷责任期终止证书，意味着承包人已按合同约定完成施工、竣工和缺陷修复义务

答案：D
解析：缺陷责任期是指施工承包单位对已交付使用的工程承

担合同约定的缺陷修复责任的期限。缺陷责任期一般为 1 年，最长不超过 2 年，具体可由发承包双方在合同

中约定。缺陷责任期从工程通过竣工验收之日起计。缺陷责任期与工程保修期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缺陷责任

期实质上是预留工程质量保证金的一个期限，而工程保修期则是发承包双方在工程质量保修书中约定的保修

期限。缺陷责任期不能等同于工程保修期。颁发缺陷责任期终止证书，意味承包人已按合同约定完成工程施

工、竣工和缺陷修复义务。

知识点三、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审理相关规定

开工日期争议解决

①开工日期为发包人或者监理人发出的开工通知载明的开工日期；开工通知发出后，尚不具备开工条件的，

以开工条件具备的时间为开工日期；

因承包人原因导致开工时间推迟的，以开工通知载明的时间为开工日期。

②承包人经发包人同意已经实际进场施工的，以实际进场施工时间为开工日期。

③发包人或者监理人未发出开工通知，亦无相关证据证明实际开工日期的，应当综合考虑开工报告、合同、

施工许可证、竣工验收报告或者竣工验收备案表等载明的时间，并结合是否具备开工条件的事实，认定开工

日期。

实际竣工日期争议解决

①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的，以竣工验收合格之日为竣工日期；②承包人已经提交竣工验收报告，发包人

拖延验收的，以承包人提交验收报告之日为竣工日期；

③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的，以转移占有建设工程之日为竣工日期。

【单选题】当事人对建设工程实际竣工日期有争议，关于人民法院认定竣工日期的说法，正确的是（ ）。

A.承包人已经提交竣工验收报告，发包人拖延验收的，以承包人提交竣工验收报告之日为竣工日

B.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的，以承包人提交竣工验收报告之日为竣工日期

C.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承包人向发包人交付工程，发包人拒绝接收的，以承包人申请交付之日为竣工日

期

D.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通知承包人交付工程，并实际占有实际使用工程，以发包人通知到达之日

为竣工日期

答案：A
解析：当事人对建设工程际竣工日期有争议的，按照以下情

形分别处理：

(1)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的，以竣工验收合格之日为竣工日期;
(2)承包人已经提交竣工捡收报告，发包人拖延验收的，以承包人提交验收报告之日为竣工日期;
(3)建设工程未经设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的，以转移占有建设工程之日为竣工日期。



工程价款利息争议解决

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或者同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息。

当事人对垫资和垫资利息有约定，承包人请求按照约定返还垫资及其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约定

的利息计算标准高于垫资时的同类贷款利率或者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部分除外。

当事人对垫资没有约定的，按照工程欠款处理。

当事人对垫资利息没有约定，承包人请求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开始计付。

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

①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

②建设工程没有交付的，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

③建设工程未交付，工程价款也未结算的，为当事人起诉之日。

【单选题】对于无效合同，当事人对垫资利息没有约定，承包人请求支付利息的（ ）。

A.应予支持

B.不予支持

C.支持按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

D.支持按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 50%支付

答案：B
解析：对于无效合同，当事人对垫资利息没有约定，承包人请求支付利息的不予支持。

工程价款结算争议解决

当事人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招标文件、投标文件、中标通知书载明的工程范围、建设工期、工程质量、

工程价款不一致，一方当事人请求将招标文件、投标文件、中标通知书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依据的，人民法

院应予支持。

当事人约定，发包人收到竣工结算文件后，在约定期限内不予答复，视为认可竣工结算文件的，按照约定处

理。

承包人请求按照竣工结算文件结算工程价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当事人约定按照固定价结算工程价款，一方当事人请求对建设工程造价进行鉴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无效合同的价款结算争议解决

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订立的数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均无效，但建设工程质量合格，一方当事人请求参照实

际履行的合同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折价补偿承包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实际履行的合同难以确定，当事人请求参照最后签订的合同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折价补偿承包人的，人民法

院应予支持。



本节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