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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工程建设项目常见的合同模式及其风险分配、选择合同模式要考虑的因素以及各

种合同模式在这些因素方面的差异，这些因素包括：业主对双方各自应承担风险程度的理解、合

同管理交易费用和对承包商的激励等。论述了大型或超大型工程建设项目，业主与项目管理承包

商常采用成本加激励酬金合同模式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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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同 是 联 系 工 程 建 设 项 目 各 参 与 方 的 纽 带 ，

其 基 本 作 用 是 明 确 合 同 双 方 应 承 担 的 项 目 风 险 ；

在 合 同 双 方 之 间 合 理 分 配 项 目 成 功 带 来 的 收 益 ，

使合同双方的目标尽可能一致。合同的真正目的

应该是创建一个合作的项目组织，通过激励承包

商使其拥有和业主一致的行动目标。在不同的合

同 模 式 下 ， 业 主 和 承 包 商 分 别 承 担 的 风 险 不 同 ，

合同产生的激励效果也不同。选择合理可行的合

同模式可以使项目参与各方的目标达到高度的一

致，从而圆满完成项目。合同模式选择的意义在

于在业主和承包商之间实现目标协调，以减少业

主或承包商投机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和由此带来的

不正当收益。

工程建设项目的合同模式有多种，选择合同

模式时需要考虑的因素主要有：业主对双方各自

应承担风险程度的理解；合同管理交易费用；对

承包商的激励因素。在业主确定了基本的项目风

险分配原则之后，合同管理交易费用因素是选择

合同模式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更主要的是要考虑

在不同合同模式下对合同双方，尤其是对承包商

一方的激励因素，对于大型工程建设项目尤其如

此。另外，合同模式的确定还与项目产品的不确

定性以及项目实施过程的复杂性密切相关。

! 工程建设项目常见的合同模式及其风险分配

工程建设项目合同模式一般可分为 /"0：固定价

格合同 （又可细分为固定总价合同、可调价总价

合同、固定价格加激励合同）、单价合同 （又可细

分为估计工程量单价合同、纯单价合同）、成本加

成合同 （又可细分为成本加激励酬金合同、成本

加固定酬金合同、成本加定比酬金合同）。

在不同的合同模式下，业主和承包商分别承

担的风险程度是不同的，图 " 表示了几种典型合

同模式与双方所承担风险的程度/&0。

由图 " 可以看出，在不同的合同模式下，业

主和承包商所承担的风险有很大差别，而且对同

一个项目来说，业主和承包商所承担的风险是成

反比关系的，其中固定总价合同承包商所承担的

风险最大，而成本加定比酬金合同业主所承担的

风险最大。

" 工程建设项目合同管理交易费用

在不同合同模式下合同管理交易费用是不同

的，所以合同管理交易费用是业主选择合同模式

时应该考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图 & 给出了在不

同合同模式下合同管理交易费用的趋势 /!0。一般情

况下，单价合同和成本加成合同的合同管理交易

费用比较高，而采用固定价格合同的费用比较低。

图 & 还表明，合同管理交易费用与项目最终产品

图 ! 工程建设项目合同模式与风险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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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的不确定性有很大关系。当项目最终产品成

果的不确定性较低时采用固定价格合同，合同管

理交易费用应该是最少的；但当项目最终产品成

果的不确定性较高时，无论采用固定价格合同还

是单价合同，合同管理交易费用都将很高，这时

应采用成本加成合同。从图 ! 还可以看出，虽然

成本加成合同模式在一般情况下的合同管理交易

费用较高，但对于大型或超大型项目，这种合同

模式可以做到物有所值，其平均合同管理交易费

用反而较低。

! 工程建设项目常见合同模式选择的其他考虑

合同模式的选择还与项目最终交付成果的不

确定性 （项目设计风险）和交付过程的不确定性

（项目实施风险）有关。所以选择合同模式时应该

考虑项目最终产品的不确定性和项目实施过程的

不确定性%&’。单价合同一般适用于设计和实施风险

都 较 小 的 情 况 ； 固 定 价 格 的 设 计—建 造 或 ()*
（设计—采购—施工）合同适用于设计风险较小而

实施风险较高的情况；而成本加成合同则适用于

二者都较高的情况，即在项目最终产品的不确定

性较高，同时项目实施过程的不确定性也比较高

的时候，选用成本加成合同是比较合适的，大型

工程建设项目多数属于这种情况，如图 + 所示。

一般认为，如果能比较明确地定义项目的最

终 产 品 成 果 ， 那 么 使 用 固 定 价 格 合 同 比 较 合 适 。

这样一来承包商可以在实施过程中通过选择合适

的施工工艺或者改进施工工艺而获利。这时业主

不应过多地干涉承包商的实施过程，因为实施过

程中业主与承包商有共同的利益。当双方有共同

利益时，双方都会自律，管理费用也会大幅度降

低 。 当 承 包 商 遇 到 困 难 时 业 主 应 尽 力 提 供 帮 助 ，

因为业主帮助承包商的同时也是在帮助自己，而

当承包商可以独自处理风险以获得利润时，业主

则应退居二线。

" 大型工程建设项目激励合同模式

大型工程建设项目，尤其是实施过程比较复

杂的超大型工程建设项目，业主常选用项目管理

承包商 （),-./01 23435/6/41 *-41,301-,， 以 下 简 称

)2* 承包商），并与其签订带有激励性质的成本加

激励酬金合同模式%#’ （*-71 )897 :40/41;</ =//，以下

简称 *):= 合同），再由 )2* 承包商将项目分 解 ，

通常将项目的主体部分采用 >? （设计—建造）或

()* 形式的固定总价合同。尤其是从对承包商的

激励角度考虑，*):= 合同模式最能鼓励 )2* 承包

商与业主的项目目标高度一致，在此基础上双方

共担项目风险，共享项目成功的收益。

在 *):= 合同模式下，业主和 )2* 承包商在项

目决策阶段结束前要确定一个项目目标费用。业

主对 )2* 承包商用于项目的实际费用予以实报实

销，并向 )2* 承包商支付酬金 （包括 )2* 承包商

的上级管理费和利润等）。酬金一般可分为固定部

分和激励部分，固定部分不随实际项目费用的增

减而变动；激励部分要视项目实际完成情况而定，

一 般 是 在 质 量 目 标 和 进 度 目 标 等 达 到 的 前 提 下 ，

与项目实际费用挂钩，按照合同中事先约定的比

例，业主和 )2* 承包商共同分享项目实际费用低

于项目目标费用的节余，同时也共同分担项目实

际费用超出项目目标费用的部分。合同中也可以

设置一个对 )2* 承包商酬金奖励的封顶值，即当

图 # 工程建设项目不同模式下的合同管理

交易费用与项目成果不确定性的关系

图 ! 工程建设项目合同模式与项目实施过程

不确定性及产品不确定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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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减 压 站 进 站 压 力 设 定 在

#%)$ &’( 为例，’*+"$$" 减压阀开度达到 ,-%.# /，

而 ’*+"$$! 减压阀开度仅为 !)%$. /。

（)）’*+"$$! 减压阀 适 用 范 围 比 较 广 。 由 于

’*+"$$" 减压阀独特的笼筒结构 （孔眼直径仅为

# 00），决定了其只能适合清洁介质通过，当通过

不清洁的介质时，’*+"$$" 减压阀极容易发生堵

塞，从而造成全线压力升高，危及安全生产；而

’*+"$$! 减压阀叠片迷宫的结构对于介质的要求

较低。对于库鄯输油管道，’*+"$$" 减压阀在正

常输油工况下可以使用，而 ’*+"$$! 减压阀不仅

可以在正常输油工况使用，而且还可以在清管及

管内原油物性变差时使用，应用范围大大增宽。

（!）与 ’*+"$$" 减压阀相比，’*+"$$! 减压

阀新增加了失点保持、阀位锁定等功能，使用安

全系数更高。失点保持功能可以使 ’*+"$$! 减压

阀在空气压缩机停止工作的情况下保持当前的开

度，而不会象 ’*+"$$" 减压阀在空气压缩机停止

工作时迅速回关，避免了水击现象，增加了管道

运行的安全性；阀位锁定功能可以使 ’*+"$$! 减

压阀在紧急情况下由调度员实施，完成阀位锁定

操作后，’*+"$$! 减压阀开度可以保持在实施操

作时的开度，大大提高了管道在非正常情况下应

变能力，增加了管道的安全系数。

!"#

与 ’*+"$$" 减压阀相比，’*+"$$! 减压阀调

节速度较快，属于快开快关型。

（"）在通信系统运行正常的情况下，’*+"$$!
减压阀响应调节信号速度在 !$ 1 内，而 ’*+"$$"
减压阀响应速度大约 " 023，响应时间大大缩短。

（)）’*+"$$! 减压阀 一 次 调 节 量 较 大 ， 最 大

可以达到 "$ /，而 ’*+"$$" 减压阀一次调节量不

超过 4 /。相对于 ’*+"$$" 减压阀，’*+"$$! 减

压阀由于调节量大对管道影响较大，所以会对管

道的压力造成较大波动。

$ 结束语

为解决管道输送过程中大落差这一工艺难题，

对库鄯输油管道设立了减压站，通过减压站内减压

阀进行节流降压。通过 . 年多的运行，总结出了两

套减压阀自身特性及其输油生产调节上的差异。根

据其不同特性，在确保生产安全的情况下，合理安

排两套减压阀的运行，以期达到最佳运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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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费用节约超过一定数额时，’&6 承包商所能

获得的奖励的最高限额；同时还对 ’&6 规定一个

惩罚的封顶值，即当项目实际费用超过项目目标

费用一定额度时，对 ’&6 承包商惩罚的一个最高

限额。由于 ’&6 承包商的个性化比较强，应根据

不同业主的不同要求和项目的具体情况，对 ’&6
承包商的费用组成和激励计划做出相应调整。

由 于 业 主 与 ’&6 承 包 商 之 间 签 订 了 6’78 合

同，’&6 承包商为了赢得酬金和奖励，将会在项

目费用、进度、装置性能及实用性等方面都尽其

最大努力，这样就能把业主和 ’&6 承包商融为一

体，真正将 ’&6 承包商的收益建立在项目成功的

基础上。’&6 承包模式主要应用于大型的工程建

设项目中，双方合作时间较长，并且在今后项目

中合作的机会也很多，因此在双方之间建立合作

伙伴关系更能节约项目费用，促进项目目标的成

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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