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贸易法娈员会 

关于起草建造工厂国际合同的 

法律指南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 贸易法委员会）编写

联合国

1989年,纽约



本《法律指南》的编写工作是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娈员会（贸易法委员会）新 

的国际经济秩序工作组内进行的，该工作组由贸易法委员会的全体三十六个成员国 

组成^ 其他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工作组的各届会议并 

积极参加了与本《指南》有关的工作。 芬兰的利夫• 塞冯先生主持了工作组草拟 

本《指南》的各届会议。 在起草各草供工作组审议时， 秘书处征询了国际建厂合 

同领域中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员和其他专家的意见。 此外，秘书处还査阅了很多材 

料，包括出版物、文章和其他书面材料，以及合同范本、合同的一般条件和当事各 

方之间的实际合同。 这些材料太多，无法— 注明：但是，这些资料来源对编写 

本《指南》起了有益的作用，谨此表示感谢。

本〈〈指南》经工作组核准后，于 1 9 8 7 年8 月由贸易法突员会第二十届会议最 

后定稿并经其下述决议通过：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忆及联大1 9 6 6 年 1 2 月 1 7 日第2 2 0 5  ( X X I  ) 号决议规定它的职权是促进 

国际贸易法的逐渐协调与统一，并在这方面顾念各国人民，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 

扩大与发展国际贸易中的利益；

重廛里联大通过的关于经济发展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各项决议多

认为法律上有效的、统筹兼顾和公平的建造工厂国际合同对各国，尤其对发展 

中国家来说是重要的，

认为关于起草建造工厂国际合同的法律指南，查明了这类合同所涉法律问题并 

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将有助于所有各当事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当事方 

签订这类合同》

1 • ■ 《贸易法委员会关于起草建造工厂国际合同的法律指南、、

2 . 里联大建议参与起草建造工厂国际合同的人士使用《法律指南》|

3 . 直秘书长采取有效措施广为散发和推广使用《法律指南》。 *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工作报告，《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二

届会议，补编第 1 7 号 》（А / 4 2 / 1 7  ) ，第 3 1 5 段。



欢迎读者按下列地址将他们对于使用本《指南》的意见以及关于今后适当时候 

重新发行〈〈指南》时拟应考虑的事项的建议告知秘书处。

тСТТКкЪ  бесгегаггас 

Ч^еппа ХпИегпа^: 10па! СепСге 

Р.О -Бох 500

А-1400 У1еппа， Аив^г1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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А . 《指南》的由来1 目的和方针

1 .  1 9  7 4 和 1 9 7 5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若干关于经济发展和建立新的 

国际经济秩序的决议。1 联大要求作为联合国一个机关的贸易法委员会考虑这些 

决议中的有关规定。 贸易法委员会因而在其工作方案中列入了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所涉法律问题这一题目，г 并根据其专长和职权范围，审议了如何能最有效地实现 

联大决议中所提出的目标。 这样做时，贸易法委员会也考虑到了亚非法律丨办商委 

员会（亚非法律协商会）关于贸易法委员会应讨论这一题目的建议。5

2 . 为了帮助确定这方面可能进行的工作的性质和范围，贸易法委员会于 1978 

年成立了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工作组，其任务是就适于作为贸易法委员会工作方案一 

部分的具体题目提出建议。4 工作组向贸易法委员会报告了它的结论，即鉴于工 

业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对工业发展国际合同中通常出现的合同条款进 

行研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5 根据工作组的讨论情况和结 

论，贸易法委员会于1 9 8 0 年决定将与工业发展领域的合同有关的工作列为优先 

事项。 1 9 8 1 年它指示工作组编写关于起草建造工厂国际合同的法律指南。6

3 . 无论就建造的技术内容还是就当事各方的法律关系来说，关于建造工厂的 

合同都是十分复杂的。承包方根据这些合同应履行的义务通常要维持相当长的时 

期 —— 常常要好几年。 在这些方面及其他方面，建造工厂合同与传统的货物销售 

合同或提供服务合同在许多重要方面有所不同。 因此，为销售或服务合同起草的 

法律规则可能不适合于解决建造工厂合同方面产生的许多问题。 通过合同条款来 

解决这些问题对当事各方来说可能是适宜的或可取的。

4 с 编写本《指南》的主要动机是出于这一认识，即这方面的复杂性和技术性 

常常使工厂的购买方，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购买方不容易获得起草有关合同所需 

的必要资料与专门知识。 因此本《指南》旨在特别有利于上述这些购买方，同时 

也力求考虑到承包方的合法权益。



5 . 本 《指南》试图通过如下方式协助当事各方谈判和起草建造工厂国际合同： 

认定合同所涉法律问题，讨论解决这些问题可能采取的做法，以及视情况提出当事 

各方似宜列入合同的解决办法。 本 《指南》中的论述以及建议的解决办法是考虑 

到世界各种法律制度之间的差别写成的。 希望《指南》能产生这样一种效果，即 

促进国际上对认定和解决与这些合同有关的问题取得共同理解。

6 . 本 《指南》所设想的工厂是这样一种设施，它包含有一件或几件主要设备 

和工艺过程来生产某一产出。 例如，石油化工厂、化Ж Г 和水电站都是工厂。本 

《指南》所涉合同是关于承包方承担义务向购买方供应拟用于工厂的设备和材料并 

进行设备安装或监督他人进行设备安装的合同。 为简明起见，本 《指南》称这种 

合同为建厂合同。 上述义务是建厂合同的必要内容，除此以外，承包方常常还承 

担其它重要义务，例如设计工厂、转让技术和培训购买方的人员。 因此，建厂合 

同可区别于缺乏上站一项或几项内容的其他类型合同，如只管建筑或土木工程的合 

同。

7 . 本 《指南》使用 “ 建厂合同 ” 一词，仅仅是为了表明本《指南》所讨论的 

合同类别，而不是为了明确划定本《指南》的适用范围。 虽然本《指南》讨论的 

某些部分与建厂合同以外的合同无关或不合适（如第十二章“制造和施工过程中的 

检查和试验 ” 中关于性能试验的讨论可能与专管建筑的合同无关) ，但参加谈判和 

起草非建厂合同的人员也可从本《指南》中得到某些帮助。

8 . 本 《指南》旨在对各级参加建厂合同谈判和起草工作的人员有所帮助， 

供代表当事各方的律师以及参加谈判和起草合同的当事各方的非法律人员和顾问

( 如工程师）使用。 本 《指南》还打算帮助那些对签订建厂合同负全面管理责任 

和需要对合同的结构及合同涉及的主要法律问题有广泛了解的人员。 这些人员可 

能包括诸如主持建造某厂的政府某部的高级官员。 但是必须强调指出，当事各方 

不应用本《指南》来代替从在行的专业顾问那里取得法律和技术咨询与服务。

9 . 本 《指南》不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它的目的只是帮助当事各方谈判和起 

草合同。 本 《指南》所论述的各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并不管制当事各方之间的关系， 

除非当事各方明示同意这些解决办法并在合同中加以规定，或者除非这些解决办 

法是由于适用的法律制度的法律规则所产生的。 此外， 本 《指南》仅意在帮助



当事各方谈判和起草合同；不是用来解释在本《指南》公布前或公布后签订的合同

В . 《指南》的编排

1 0 . 本 《指南》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涉及合同拟订以前出现的某些问题。 

这些问题包括通过缔约前研究确定项目及其参数（第一章）；当事各方可以采取的 

各种缔约方法（第二章）；签订合同可能采取的程序（即：投标，或不经事前投标 

而进行谈判）以及合同的形式和效力（第三章）。 讨论这些问题有两个目的：把 

当事各方的注意力引到他们开始谈判和拟订建厂合同前应该考虑的重要问题上，并 

为讨论合同所涉法律问题提供框架。

1 1 . 应特别注意第二耷“ 缔约方法的选择 ’’ 的讨论。 合同中某些问题的解决 

可能取决于当事各方采取的缔约方法。 本 《指南》各部分在一切合适的场合都指 

出不同的缔约方法引起不同的情况或解决办法。

1 2 . 本 《指南》苐二部分涉及捧厂合同具体条款的拟订。 它讨论了这些条款 

应涉及的问题，在许多情况下还就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挺出了建议( 见下文第1 6 

段）。 因此第二部分是本《指南》的核心。 第二钟分每一章讨论建厂合同中可 

能涉及的具体问题。 这些章次是按照各草所讨论的问题在М 厂合同中经常出现的 

顺序排列的。

1 3 . 本 《指南》最后附有一个分析性索引。 该索引除了起索引的一般作用外, 

还有一个特别的目的，即使读者能查找本《指南》所用术语的含义。 只要《指南》 

各章对有些术语下有明文定义，读者便可根据索引去查这些定义。 但在某些情况 

下3 对有些术语不宜下简要的定义，而是要从有关这些术语的整章论述中得出它们 

的意义和范围。 在这种情况下5 索引就帮助读者找出有关讨论这些术语的各个方 

面。

с . 各章提要

1 4 . 本 《指南》每章前均有提要。 编写提要是为了满足非法律管理部门或其



他人员的需要，他们需要知道某一具体类型的合同条款所处理的主要问题，但他们 

并不需要深入或详细讨论一章正文中所包括的问题。 这些读者只要读提要就可得 

到他们对解决整个合同或具体条款中出现的问题所需了解的情况。 为了帮助那些 

想对具体问题有进一步了解的读者，还就提要中提及的问题提供了讨论这些问题的 

该章正文中可参照的有关段落。 每一章的正文主要是供直接参与起草建厂合同的 

人使用的，他们也可通过看提要来对各章讨论的主题和问题有一个全面了解。 他 

们还可把提要作为在谈判和拟订合同条款时应涉及的问题的清单。

С. “ 概述 ”

1 5 . 每章正文开头一节题为“ 概述 ” 。 它的目的是对该章主题作一介绍，同 

时叙述对整章都适用的某些问题，这样可以避免在该章有关各节重复叙述。 在某 

些情况下，这一节还讨论在该章结构的其他地方不便于讨论的问题。 这一节常常 

提请读者参阅讨论有关问题的其他各章。

Е . 《指南》提出的建议

1 6 . 本 《指南》还视情况需要，载有如何解决建厂合同中某些问题的建议。建 

议分三个等级。 表示最高一级建议的措词为当事各方“ 应该 ” 采取杲种行动方针。 

这种等级只有在该行动方针是逻辑上必须的或法律有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才使用。 

本 《指南》很少用这一级建议。 中间一级建议则在当事各方“ 最好”或 “ 宜于”采 

取某一行动方针但并非逻辑或法律上所要求的情况下使用。 最低一级建议使用诸 

如 “ 当事各方似宜提供”  “ 当筝各方似宜考虑” 孰合同中 “ 可以”包含某一条款之 

类的提法。 有时，出于文字上的考虑，表明建议级别所用的措词与上述措词有所 

不同，但从措词中应能看出它属于哪一级建议。



1 7 . 有几章在脚注中载有一项或儿项“ 说明性条款”。 这样做是为了使该章 

正文中讨论的问题更加明白易懂。 它们还有助于说明如何表述正文中讨论的某些 

解决办法，特别是那些复杂的或起草有困难的解决办法。 但是必须着重指出，不 

一定要把说明性条款视作应列入具体合同的条款范本。 —项条款的确切内容及其 

使用的文字可因合同而异。 而且，一个问题往往还可能有几个解决办法，即使说 

明性条款只列出其中的一种解决办法。 编写说明性条款时曾考虑到要使它符合本 

《指南》的总的结构和使用的方法。 因此，重要的是根据说明性条款起草合同条 

款的当事各方要仔细考虑该条款是否适合他们自己的合同。 一般来说，在该章正 

文可以清楚说明某一问题和明确指导如何起草的情况下，或是在有关某一问题的条 

款不能脱离含有该问题的具体合同来起草的情况下，就不列说明性条款。

导言注

' 见 “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 ，联大第3 2 8 1 ( Х Х 1 Х )号决议，《大会正式 

记录，第二十九届会议，补编第3 1 号》（А / 9 6 3 1  ) ；亦见联大第六届特别 

会议通过的决议，《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届特别会议，补编第1 号》（А /  
9 5 5 9  ) ; 联大第七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决议，《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届特别会 

议，补编第1 号》（А / 1 0 3  01 )。

2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工作报告，《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三 

届会议，补编第1 7 号》（А / 3 3 / 1 7 ) , 第 6 7 ( с ) 0 ；0 、 6 8 、 6 9 段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年鉴》（以下简称《贸易法委员会年鉴》），第 

九卷： 1 9 7 8 , 第 1  分，二，А ，第 6 7 ( с ) ( у 1 ) ,  6 8 、 6 9 段（联合 

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Е . 8 0 . У . 8 ) )。

5 这一建议见 “ 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的建议：秘书长的说明 ” ，А/ 'сш .  9 / 1 5 5  , 
附件（《贸易法委员会年鉴》，第九卷： 1 9 7 8 ，第二部分， I V ,  В ) ; 
亦见 “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所涉& 律问题：秘书处的说明 ” ，А / С Е . 9 / 1  9 4 
( 《贸易法委员会年鉴》，第十一卷： 1 9 8 0 , 第二部分， V . I) (联合国 

出版物，出售品编号：Е . 8 1 . У . 8 ) )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工作报告，上文脚注3 ，第 7 1 段；联 

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工作报告3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四届 

会议，补编第1 7 号》（А / 3 4 / 1 7  ) , 第 1 0 0 段 （《贸易法委员会年鉴》, 
第十卷： 1 9 7 9 , 第一部分， I I ， А , 第 1 0 0 段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 

品编号：Е . 8 Ы 2  ) )。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工作组届会工作报告，А / С Ж .  9 / 1  7 6 ， 第 3 1 和 3 2 段 

( 《贸易法委员会年鉴》，第十一卷： 1 9 8 0 ，第二部分，V. . А ，第3 1 
和 3 2 段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十四届会议工作报告，《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六 

届会议，补编第1 7 号》（А / 3 6 / 1 7  ) ，第 8 4 段（《贸易法委员会年鉴》， 

第十二卷： 1 9 8 1 , 第一部分，第 8 4 段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Е 。 

8 2 . V . 6 )



第一部分



第一章缔约前研究

提 要

缔约前研究能帮助购买方决定是否进行某一建厂项目并确定 

该工厂的性质和规模。 在大多数情况下，缔约前研究由购买方 

自己或由他人代表购买方进行（第 1 至 5 段 ）。

缔约前研究可包括机会研究（第 6 段 ）、可行性初步研究（第

7 和 8 段 可 行 性 研 究 （第 9 到 1 1 段 ）和详细研究(第1 2 段）。

如果购买方自己的工作人员缺少进行缔约前研究所必需的专 

业知识，Й 似宜考虑聘用外界某一家其所信任的咨询公司。 选 

择咨询公司时可采用旨在促进可能应腭的各咨询公司相互竞争的 

选择程序（第 1 3 段 ）。

一般地说，由于潜在的利益冲突，不应由可能应聘作为建造 

工厂承包方的某一公司来逬行缔约前研究；不过在某些非常专门 

的领域，可能必须要由潜在的承包方来进行这些研究。 但购买 

方也可以接受这一做法，即让进行缔约前研究的公司仅仅监督其 

他公司建造工厂（第 1 4 和 1 5 段 ）。

另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请进行缔约前研究的公司随后提 

供设计或担任施工的咨询工程师，这可能对购买方有利。 不过， 

购买方似宜考虑这种情况下发生利益冲突的月能性（第 1 6 段 ）。

А . 概 述

1 . 打算对某一工厂投资的购买方必须跃得和分析大量的技术、商业、金融和 

其他资料，以便决定是否逬行投资，并确定该工厂的性质和规模。 获得和分析这 

种资料，要借助一项或多项研究，它们在本《指南》中称为 “ 缔约前研究”。， 缔 

约前研究在多数情况下，是由购买方自己或他人代表购买方进行的。 不过，有时 

由耒包方进行这种研究（见下文笫1 5 段 ）。 在某些国家，尤其是处于工业化过 

程的那些国家，缔约前研究可能还是该国总体规划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使当局能 

比较和评估各个潜在的工业项目，从而确定国家投资的优先次序。



2 . 缔约前研究不仅是购买方必要的决策工具，而且也经常为资助建造工厂的 

贷款机构所需要。 这些机构有时甚至参加或者自己进行缔约前研究。

3 . 进行或委托进行缔约前研究的当事一方应当向当亊他方提供从这些研究中 

荻得的资料。建厂合同可规定提供资料的当事一方对这种资料的准确性和充分性所 

负的责任。 这方面的合同条款在第七章“ 价款和支付条件” ，第4 3 段中讨论》

4 . 购买方似应懂得，靠限制缔约前研究的范围来紧缩费用并不一定可取。这 

样做会造成资料不全或不准，从而导致做出不明智的投资决定，或者在施工期间不 

得不更改工程设计或施工方法，以求适应事前所不了解的或预测错误的情况> 这 

最终会使购买方的费用增加。

5 . 缔约前研究常常是分阶段进行的，一个阶段的研究结果为决定是否进行下 

一阶段研究提供依据，并成为下一阶段研究的基础。 下文各段说明这些研究的一 

般性质和顺序。

В . 机会研究

6 . 处于工业化过程的国家常常自己或请他人代为进行机会研究，这种研究是 

购买方的宝贵资料来源。 研究目的是为了査明在该国可由政府自己利用，或者可 

建议投资促进方案中的潜在独立投资者加以利用的潜在投资机会。 例如，这项研 

究可探讨建造工厂，生产该国政府有兴趣在当地生产的某一特定产品的各种可能性， 

以及该产品的潜在市场。 这项研究还可探讨建造工厂以利用当地现有资源或促进 

某一特定地区工业化的可能性о 机会研究通常只涉及各种潜在投资机会的主要经 

济和技术问题，而并不试图详细确定某一特定项目的各项参数。 杲些国际组织可 

协助各国进行或娈托进行机会研究；在有些国家这项研究是由政府机构进行的。

С . 可行性初步研究

7. 一旦购买方开始注意某一特定项目，便会进行旨在査明该项目在技术和财 

务上是否可行的研究。 全面的可行性研究（下文第9 至 1 1 段论述) 费用往往很



- 1 1  -

大。 因此，在某些情况下，购买方似宜进行可行性初步研究，以便确定是否值得 

进行全面的可行性研究。

8 . 可行性初步研究应能使购买方大体上确定该项目是否可行。 初步研究所 

调査研究的许多事项和处理的许多问题往往与可行性研究相同，但不那么详细（见 

下文第1 0 段 ）。 可行性初步研究往往能使购买方评估关于项目的范围和实施方 

式的各种选择。 它还可指出需要更加详细调查的特殊问题，帮助确定在可行性研 

究范围内需要进行的调查和试验的性质。 在可行性初步研究的基础上，购买方可 

探讨为项目提供资金的可能来源。 购买方似宜在这个阶段，即在全面进行可行性 

研究之前这样做，因为某些贷款者愿将其审查事项说明列入可行性研究中，而且有 

时还愿派它们自己的专家参与这项研究。

С . 可行性研究

9 . 可行性研究应以向购买方提供他所需要的资料为目的，用以决定是否对该 

项目役资 * 以及如果决定投资，确定拟建造的工厂的参数（工厂的规模、地点、费 

用》生产能力以及可能使用的技术）. 资金的来源及筹资方式.拟采用的缔约方法 

( 见第二章 “ 缔约方法的选择” ) ，以及取得承包方报价的方式（例如，通过投标 

或谈判：见第三章 “ 承包方的选择和合同的订立”）。 为建造工厂融资的贷款机 

构可以在可行性研究的基础上共同做出这些决定。

1 0 . 可行性研究的确切范围及内容将取决于有关的项目。 不过，可行性研究 

通常包括下列事项和问题：该工厂产品的潜在帀场的规模及可能的市场价格；工厂 

的生产能力；原料、电力和生产过程所需的其他投入；工厂的地点和厂址；运输和 

其他基础设施要素；土木、机械和电机工程；工艺；工厂的组织和管理费用；建造 

工厂所需人力的种类和数量；法律上的限制因素（例如 * 土地使用条件和环境管制)。 

可行性研究宜含有分析工厂财务上生存能力的资料，包括所需的投资总额.建厂筹 

资可能性和工厂的商业效益。 可行性研究还可从国民经济的角度来评估项目。它 

通常还包括对现场的勘察，以确定其地形、地质特点和气候情况。

1 1 - 可行性研究通常要事先假定存在着某些情况或筝实，因此带有不确定因素。



购买方应能从可行性研究中找出有哪些假定及不确定的程度。 可行性研究有时包 

括 “ 敏感性研究 ” ，后者修改了据以进行可行性研究的某些假设，以便确定这些假 

设条件的变化对项目可行性所产生的影响。

Е . 详细研究

12. 一旦某一项目的可行性得到确认，有时还要做详细研究来为工厂的设计提 

供必要的更加精确、更加详细的资料和解决项目的其他问题（如拟签合同的性质与 

数目和拟采用的施工方法）。

进行缔约前研究的专家

1 3 . 在许多情况下，缔约前研究最好由有关各学科的专家，如经济学家. 财 务 I 

专家、地质学家、工程师和工业管理专家组成的一个小组来进行。 购 买 方 似 宜 考 ： 

虑他自己的工作人员是否具有进行这些研究所必需的专门知识。 如果没有，他 似 ! 

宜考虑聘请外界他所信任的某一咨询公司来进行这些研究。 在选择这样一个公司丨 

时 ，购买方最好不仅考虑这个公司所索取的价格（要记住，索价最低的 公 司 并 不 总 : 

是最好的选择对象），而且还要考虑它的声誉和专门知识等其他因素。 选 择 咨 询 ； 

公司时，购买方似宜考虑采用& 在促进可能应聘的各咨询公司在所提供的服务和所： 

索取的价格方面进行竞争的选择程序。 无能力确定合适咨询公司的购买方可 以 在 1 

这方面取得贷款机构、国际组织相专业团体等方面的协助。 2 ：

1 4 . 购买方似宜考虑是否应由这样一个公司来进行缔约前研究：它 或是 适 宜 于： 

日后受腭担任建厂合同的承包方，或是适宜于提供有限度的服务，例如挺供工厂设 

计或担任建厂的咨询工程师（见第十章，“ 咨询工程师’’）。 购买方得分别考虑

这两种可能性。 ；

15. 一般来说，不应让有可能应聘作为建厂承包方的某一家公司进行缔约前研 | 

究。 这样一家公司容易向购买方提出过分乐观的研究报告，以促使购买方进行这丨 

个项目。 有些贷款机构不允许进行缔约前研究的实体日后受聘建造工厂。 但在



某些非常专门的领域，可能必须由潜在的承包方来进行缔约前研究，因为可能没有 

一个独立的咨询公司具有这方面所需的专门知识来进行这种研究。 应该指出л虽 

然不应由可能应聘作为建厂承包方的某一公司进行缔约前研究，但如果让进行缔约 

前研究的公司仅仅负责监督其他公司建造工厂，这可能是购买方能够接受的。

1 6 . 另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请进行缔约前研究的公司日后负责提供设计或 

担任咨询工程师可能对购买方有利。 如果这些工作由其他公司承担，那么提供设 

计的公司或咨询工程师可能不得不花时间详细审查缔约前研究，甚至可能重复进行 

某些在研究时已作过的调查，使购买方所付费用增加。 但是，购买方在考虑是否 

适宜由同一家公司以双重身份提供服务时，似宜考虑类似上文第1 5 段所述的利害 

冲突的可能性。

第一章注

' 关于缔约前研究的内容和方法的论述，见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编写工业可 

行性研究手册》 （ 1 9 7 8 ) (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Е - 7 8 ’ 1 1 - В - 5 )。

2 见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关于在发展中国家使用顾问的手册》（联合国出版 

物 ，出售品编号： 7 2 - I I - В *  1 0 )。



第二章缔约方法的选择

提 要

打算缔约建造工厂的购买方，可以选择同某一个企业或某一 

组企业签订单一合同，由其负责履行建成工厂所需的全部义务； 

他也可以将义务分给若千当事方，并与每一当事方签订个别合同。 

此外，购买方自己也可以建造工厂的某一部分。 采取哪种方式 

要取决于若干因素（例如：工厂拟使用的技术是否为某一供应方 

所专有的产权，购买方是否有能力协调若干当箏方的履约活动等)。 

每一种方式又有不同的缔约方法（第 1 至第3 段 ）。

聘用单一承包人来履行建成整个工厂所需的全部义务的缔约 

方法在本《指南》中称为 “ 统包式合同法”。 在由潜在的统包 

式承包人进行竞争性投标的情况下，每项投标都将以投标承包人 

的各自设计为基础，购买方得以从中选择最适合他的要求的设计。 

但是对不同设计进行比较有时会有困难。 统包式承包人有时可 

能对提出具有吸引力的报价考虑得较多，而对确保工厂的牢固、 

可靠和易于维修的必要性考虑得较少。 另一方面他通常没有对 

工厂进行保险设计的动力（第 4 至 6 段 ）。

在有些情况下，单一承包人除了承担统包式承包人的义务外， 

还要承诺确保工厂竣工后，能够由购买方自己的人员使用合同规 

定的原料及其他投入开工，并达到商定的生产指标-  这种方法 

在本《指南》中称为 “ 产品到手合同法” （第 7 段 ）。

由于单一承包人在履行建成工厂所需的全部义务中要承受高 

度风险，并必须为防止这种风险承担很多费用，因此，与聘用单 

一承包人相比，如聘用若干承包人，建厂的全部费用就叫能要低 

些 （第 8 段 ）。

建造大型工厂，也许非单一承包人的技术或资金能力所能及。 

因此，购买方可以考虑与一组能够联合提供建造工厂所必需的资 

源和专门知识的企业签订合同。 这样做的一种方法是由购买方 

与某一个企业签订合同，该企业再就履行建厂合同所规定的某些 

义务进行分包（笫 9 和 1 0 段 ）。 另一神方法走由购买方与一 

组企业签订合同，由它们联令起釆腹行承包方的义务。 合同最 

好明确阐述这一组企业或其成员所承担的职责和赔偿责任，以避



免因使用某小特定术语而按适用法律可能产生某些默示的法律后 

果 （第 1 1 段 ）。

应该根据这一组企业是否构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实体而作不 

同的考虑。 如果这一组企业未构成一个独立的法律实体，则合 

同宜解决下述问题，即该组企业的每一个成员是否都应对全体成 

员履行义务负责，或是只对该成员自己应履行的义务负责。 合 

同还宜处理由于使用这种安排而出现的其他问题(第 1 2 至 1 6 段)。

如果购买方将建成工厂所需履行的全部义务交由两个或更多 

的承包人分担，则购买方必须协调每项合同项下的履约活动的范 

围和时间以实现其建厂目板 釆用签订多项合同的方式有助于 

购买方利用当地承‘ 人建造工厂的某些部分。 如何将建造工厂 

的任务分给当筝各方承担，取决于工厂的性质与规模以及购买方 

国家所执行的国家政策（第 1 7 至 2 0 段 ）。

购买方可以聘请一位咨询工程师，就如何进行恰当的协调向 

购买方提供葛见，这可以大大减少购买方在协调多项合同方面所 

7Ш 的风险。 或者，购买方可腭请一位职责范围较广的建厂经 

理> 另外一种做法是由承包人之一承担部分协调责任（第 2 1 
至2 3 段 ）。

购买方为减少由于聘用不止一个承包人而产生的风险，还可 

以规定由承包人之一负责技术转让、提供整个工厂的设计和建造 

工厂的关键部分。 也可由该承包人负责按商定的时间向购买方 

交付能按合同要求进行生产的巳竣工工厂，除非由于购买方聘用 

的另一当事方未能履约加便他不能做到这一点（第 2 4 段 ）。可 

供购买方采取的另一个办法是与单一承包人签订建厂合同，按照 

该承包人所提供的技术和设计楚造整个工厂（第 2 5 段 ）。

工厂的建造可以通过承包方与购买方缔约的合资企业形式逬 

行。 合资企业对当I 各方都有利弊（第 2 6 至 2 9 段 ）。 合 

资企业可以各种不同的法律关糸为基础。 在建立合资企业时， 

当事各方应考虑到适用法律的有关规则，这些规则往往是强制性 

的（第 3 0 至 3 1 段 ）。

А . 概 述

打算缔约建造工厂的购买方，可以选择同某一个企业或杲一组企业签订单



一合同，由其负责履行建成工厂所需的全部义务（见下文в 节 ）；也可以将义务分 

给若干当事方，并同每一当箏方分别签订合同（见下文с 节 ）。 此外，购买方也 

可以自己建造工厂的某一部分，如下文所述，这两种方式各有不同的缔约方法。这 

些方法在一些重要方面都有所不同，例如承包人的职责范围、购买方协调建造活动 

的必要程度、以及在许多情况下购买方要承担的费用总额。

2 . 购买方究竟是签订单一合同还是签订多项合同，这取决于若干因素。 签 

订单一合同，整个建厂工作的责任就由单一的当事方承担；如果签订多项合同，而 

工厂竣工时有缺陷，有时就可能很难确定应由哪一个承包人对此负责。 如果技术 

具有高度专业化性质或为单一供应方的专有产权，则整个工厂就只得由技术的供应 

方釆设计和建造。 只有购买方有能力协调和评估各承包人的履约活动时才宜就转 

让技术、提供设计和建造工厂的不同部分等签订不同的合同。

3 . 购买方本国的强制性法律规章可能要求购买方采用某种缔约方法，例如，

这些规章可能要求聘请购买方本国的企业从事建厂的某些方面活动（例如土木工程)， 

以便提髙本国的技术能力和节省外汇。 在此情况下，购买方就必须或是与一个准 

备聘用当地企业作为分包人的单一承包人缔约，或是分别签订多项合同，其中包括 

与当地企业签订合同。 此外，承包人的纳税义务的范围也可影响当事各方对缔约 

方法的选择。 在纳税问题上当事各方似宜听取专家的意见。

В . 涉及单一合同的方法

4 . 聘用单一承包人来履行建成整个工厂所需的全部义务，即转让技术、提供 

设计、供应设备和原料、安装设备和履行其他施工义务（诸如土木工程和建筑）， 

这种缔约方法在本《指南》中称为 “ 统包式合同法”。 这种方法要求承包方协调 

整个建造过程，并在原则上导致承包方对任何延迟竣工埂工厂缺陷负赔偿责任。

1. 一般性考虑

5 . 如果购买方选择统包式合同法并决定请潜在的承包人就建造工厂进行竞争



性投标（见第三章 “ 承包方的选择和合同的订立” ），每一潜在的统包式承包人的 

投标将（在招标书规定的参数范围内）以各自的设计为基础. 这样购买方就能选 

择最符合他要求的设计. 此外，由于统包式承包人由其本身提供设备并按照他投 

标设计中所列的规格说明进行建造Р 因此该设计可能反映了承包人对制造和施工的 

最经济的考虑及其拥有的技术，从而达到经济和高效率地建厂的结果. 另一方面, 

购买方有时可能很难评估和比较不同的潜在统包式承包人提出的报价中所包括的不 

同设计以及建造内容与方法的不同组合. 因此，购买方在征求竞争性报价时，最 

好请所有潜在承包人写明其报价的设计、方法和建造内容的具体优点.

6 . 统包式承包人在制定设计、建造方法和选择分包人时，有时可能对提出一 

项具有吸引力的报价考虑较多，而对确保工厂的牢固、可靠和易于维修的必要性考 

虑较少 . 但是г 统包式承包人通常不想对工厂进行保险设计（即在设计中列入非 

必需的内容和技术保障措施以确保工厂按合同运转），因为保险设计会使统包式承 

包人的报价缺少竞争能力. 如果由另外的设计者提供设计，就可能会倾向于保险 

设计-

7 . 在有些情况下，单一承包方除了承担上文第4 段提到的义务外，还要承诺 

确保工厂竣工后，能够利用购买方自己的人员和合同规定的原料及其他投入开工并 

达到商定的生产指标. 这种方法在本《指南》中称为 “ 产品到手合同法”. 购买 

方可使用这种方法来使承包方不仅负责整个工厂的建成，而且负责向购买方的人员 

有效转让他们为使工厂顺利开工所需要的技术和管理技能与知识. 同承包方只承 

担培训购买方人员掌握生产的情况С见第六章 “ 技术转让” ，第 2 6 至 3 2 段 ）相 

比，这种方法要求承包方确保他的培训取得成功，因此合同应明确规定承包方有义 

务通过培训达到的成果. 合同可以规定通过培训必须使购买方人员能够在承包方 

管理人员指导下，在商定的试运转期间使工厂开工生产.合同还可以规定通过培 

训必须使购买方人员能够在试运转期间独立地掌握生产和管理工厂，从而使承包方 

承担更大的责任。 产品到手合同法应该同承包方在合同中承担在工厂竣工后由他 

自己的人员协助使工厂开工产生（见第二十六章 “ 建造后备件和服务的提供”，第 

3 段和第3 7 至 3 9 段 ）的这种情况区别开来。

8 . 单一承包人在履行建成工厂所需履行的全部义务方面要承担高度风险。他



可以为这种风险投保，或预留一些准备金以应付这种风险. 采取这些措施的费用 

通常反映在价款计算上. 如果聘用若干承包人，建厂的价款总额就要低于购买方 

聘用单一承包方时的价款总额， 因为，根据多项合同法，由购买方自己协调建造 

进程，而根据单一合同法，则由承包方进行协调. 由于根据产品到手合同法，承 

包方不但承担广泛的培训义务而且还承担如未能达到约定的培训效果所带来的风险, 

因此他根据这种方法索取的价款就可能高于根据统包式合同法索取的价款. 购买 

方对各种方法的最后选择，可能要受建造经费以外的其他考虑因素的支配.如果 

采用统包式合同法与产品到手合同法以外的其他缔约方法，购买方就需要聘用更多 

的工作人员并承担更大风险成本с

2 . 与一组企业签订合同

9 . 购买方可以考虑与一组企业而不是只与一个企业签订合同. 本 《指南》 

不深入讨论与这类安排有关的法律问题.’ 本节计沦这些安排的目的是要使当事 

各方注意到这些安排，并指出当事各方似宜考虑的与这些安排有关的主要问题.

1 0 . 建造联合企业大型工厂也许非单个承包人的技术或资金能力或经验所能及《 

特别是通过单一合同诸如产品到手合同或统包合同（见上文笫4 至 8 段 ）承建全部 

或大部分工厂的情况更是如此. 在这种情况下• 一种可能的做法是由一家企业作 

为承包方签订合同，他再聘请分包人来履行他自己不能履行的各项义务С见第十一 

章 “ 分包” ）• 另一种可能的做法是由一组企业联合起来履行承包的义务.成 

立一个企业小组的目的除集中小组成员的经验和技术、资金能力外，可能同时是为 

了满足由法律、购买方或融资机构制定的资格要求（如有关承包人国籍的要求）， 

或是为了能援用具备某些条件的承包方能享受的财务或税务方面的优惠。

1 1 . 用以指称联合起来履行承包方义务的一组企业的术语，在各种法律制度里 

并不是统一的。 例如 “ 合资企业 ” 和 “ 财团 ” 等词，有时可以指同一类的安排， 

而在其他时候，这些词又可能意味着不同的安排。 而且，合同中使用的术语在某 

些法律制度下可能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 因此，当购买方与一组企业签订合同时， 

合同最好清楚阐明该组企业或其成员承担的义务和责任。



1 2 . 在某些情况下，联合起来履行建厂合同项下承包方义务的企业小组成员可 

以组成一个独立的法律实体с 在这种情况下，建厂合同的条款将与购买方同单一 

企业签订的合同条款相同。 该实体本身将对履行建厂合同项下承包方的全部义务 

负完全责任。 小组的各个成员是否将对履行这些义务负责，如果是的话，各自负 

责限度为伺，将取决于该法律实体的性质。一些法律制度可能有强制性规则管制购 

买方与结合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实体的企业小组签订的合同，当事各方在谈判合同 

时须考虑到这些规则。

1 3 . 在其他更为普遍的情况下，小组的成员并不组成一个独立的法律实体„ 在 

这种情况下，建厂合同最好规定如何处理那些在与单一企业或组成一个独立法律实 

体的企业小组签订的合同中并不产生的问题. 首先，小组的所有成员最好都成为 

建厂合同的当事各方• 第二，建厂合同最好规定小组成员在履行承包方义务时对 

购买方所负的义务和责任。 一种处理办法是，建厂合同可以向小组的每个成员分 

配具体的义务，并要求他只负责履行分配给他的义务。 在这种情况下，当事各方 

的法律地位将类似于多项合同法中当事各方的地位（见下文第1 7 至 2 5 段 ）。另 

一种处理办法是，建厂合同可以向小组的每个成员分配具体的义务，但要小组的成 

员就履行合同规定的承包方的全部义务向购买方负连带责任。

1 4 . 从购买方的观点看，小组的每一个成员最好就履行全体成员的全部义务承 

担连带责任，而不是每个成员只就应由其履行的义务承担责任。 由于承担连带责 

任 ，购买方就可以要求小组的任何一个成员或几个成员履约而无须把不履约的责任 

归之于哪一个具体成员，而每个成员都要为任何不履约情况负个人责任。 在胜诉 

的情况下，购买方能对作为投诉对象的小组成员的合有资产执行裁决。应该指出， 

购买方可以取得小组成员的履约担保’ 以保护自己不受不履约造成的影哬(见第十 

七章 “ 履约担保 ” ，第 1 0 至 1 2 段 ）。

1 5 . 购买方如果打算与一组未结成独立的法律实体的承包人签订单一合同，最 

好先就采用这种安排会出现的可能后果或困难取得法律咨询. 除了上文第1 3 和

1 4 段所述事项外，购买方在与未结成一体的一组企业签订合同时似宜考虑的一些 

其他问题有г

( а ) 如何克服出现争端时对属于各不同国家的企业起诉的困难；



( b ) 如何拟订解决争端的条款，使购买方与该组企业的某些或全体成员间 

的争端得以用相同的仲裁或司法程序解决（见第二十九章“争端的解 

决 ” ，第 4 段 ）；

(c) 第三方作为履约担保而提供的保证书和小组成员提供的质量保证书应 

如何拟定；

№ 如伺解决购买方与该组企业间的财务安排，包括诸如向小组成员支付各 

部分价款的方式问题；

( е ) 购买方还须签订哪些辅助协议；

⑵适用法律对这类合同是否有任何强制性规则。

1 6 . 如果该组企业未构成一个独立的法律实体，购买方便不必就履行合同过程 

中出现的问题与小组的每一个成员打芡道，这可能对所有当事各方都是有利的。因 

此 ，小组的成员可以指定其中的一个成员作为与购买方打芡道的小组发言人。 这 

样 ，当事各方之间交换的通知可由购买方与指定的发言人交换。 合同中最好明确 

规定这一发言人的权限。 购买方须知道，该发言人走否仅仅是在购买方与小组间 

转递信息的一种途径，还是受权可作出对小组的全体成员具有约束力的决定。 该 

企业小组可以扩大发言人的权限，以使他在诸如对购买方的投诉进行辩护方面能够 

代表小组行事。

с . 涉及多项合同的方法

1 7 . 如果购买方将建成工厂所需履行的全部义务分给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当爭方， 

他可以采取不同的缔约方法，购买方远定的方法将钐啣他就建造工厂所承担风险的 

程度。

1 8 . 购买方可将建厂工作分给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承包人。 转让技术和挺供设 

计也可由其中的一个或几个承包人逬行，或者由其他企业进行。 购买方必须协调 

各合同项下应履行的义务的范围相时间，以便实现其建厂目标^  由于购买方未能 

在每项合同中适当地确定各承包人应提供的设备、物资和施工服务，以及他们应遵守 

的时间表而造成建厂工作的迟延或工作妖陷，其风险将由购买方承担（但是，见下



文第2 1 至 2 5 段 ）。

1 9 . 聘用若千承包人建厂除了可使价款降低外（见上文第8 段 ），还会有利于 

发展中国家的购买方利用当地承包人，也许在一名有经验的外国承包人的监督下建 

造工厂的某些部分。 这种利用当地承包人的方法可节省外汇并有利于向购买方本 

国的企业转让技术和管理技能。

2 0 . 在就建造工作签订多项合同的情况下，设备的提供和安装以及原料供应常 

常是根据某一项或几项合同进行的，而建筑和土木工程又是根据另几项合同进行的. 

有些情况下，设备的安装可由购买方人员或当地一个企业在承包方的监督下进行(览 

第九章 “ 现场施工” ，第 2 7 至 3 0 段 ）. 然而，建厂工作如何由各承包人分担 

则将取决于工厂的性质和规模，以及购买方本国所实行的国家政策. 一# 说来， 

工厂的复杂程度愈低，所需承包人的数目就愈少，购买方协调各合同规定的建厂义 

务的范围和时间也愈容易. 当有许多当事方参与建厂工作时.协调工作的风险就 

增加.

2 1 . 购买方聘用一名咨询工程师，就如何对若干承包人履行合同义务的范围和 

时间进行适当协调向购买方提出咨询意见，这可大大减少购买方在协调方面所承担 

的风险。 即使在采用单一合同法时，也可以聘用一名咨询工程师，尽管在这种情 

况下他的职能主要是检查单一承包方进行建造工作的质量和进度с 第十章“咨询 

工程师 ” 论述了咨询工程师可能发挥的作用。

2 2 . 实际上，越来越多的做法是购买方可不聘用咨询取呈师，而聘用一名职责 

范围较广的建厂经理（有时称为总承包人）. 或者除咨询工程师以外加聘建厂经 

理。 这位建厂经理可以是工厂的设计者，也可以是有管理能力的专家• 建厂经 

理的职责不必限于提供咨询，还可包括综合性的建厂管理（如代替和代表购买方为 

工厂的各个部分进行招标或谈判和签订各项合同，协调所有的现场活动并掌握建造 

进度）。 如果建厂经理不是设计者，那么合同可责成他对设计进行检查并对他本 

来理应发现的设计上的缺陷承担责任。 还可责成他就承包人的遴选向购买方提供 

咨询意见> 对建厂经理的服务所支付的劳务费通常要高于咨询工程师的劳务费， 

因为建厂经理的职责范围较广。 当事各方还可商定，如果工厂推迟竣工或者造价 

髙于指标费用，则可按规定的公式削减劳务费，而如果工厂提前竣工或费用低于指



标费用，则可增加劳务费（参看第七章 “ 价款和支付条件”，第 1 5 段 ）。

2 3 . 购买方为了减少其在协调方面的风险可釆取的另一种办法是由承包人之一 

负责一部分协调工作。 例如，可责成该承包人确定购买方拟雇用的其他承包人所 

应承建的工程范围，并提出该工程的进度表> 还可责成他检查其他承包人进行的 

施工并将他理应发现的施工中的缺陷通知购买方。 但是，在考虑采用这一方法时， 

购买方应考虑这种方法可能会给负责协调的承包方造成利益冲突，因为他必须对在 

施工可能与他密切合作的承包伙伴的活动作出评估。 因此，购买方只能在特殊情 

况下釆用这种办法。

2 4 . 购买方为减少, 在协调方面的风险可以采取的另一个方法是，可以规定由 

承包人之一来负责技术转让，提供整个工厂的设计和建造工厂的关键部分。 也可 

以责成该承包人确定将由购买方聘用的其他承包人进行的施工范围，并为其施工规 

定一个时间表。 该承包人可能有义务在商定的时间向购买方交付能按照合同要求 

运转的已竣工工厂» 除非由于购买方所聘用的另一当事方未能根据该承包人向购买 

方提出的设计、规格或时间表履行其建造义务，致使该承包人不能做到这一点。购 

买方釆取这一做法的好处是，可由一个承包人集中负责技术的转让.设计的提供和 

工厂关键部分的建造。

2 5 . 购买方还可釆取另一个方法，即与单一承包人签订一项建厂合同，由该承 

包人按照提供给他的技术和设计建造整个工厂，并在该承包人之外再聘用一个或几 

个企业转让技术和提供工厂设计。 购买方通常在建厂合同的投标程序或谈判开始 

前就先取得设计方案，以便根据设计方案征集建厂投标由于根据这一方法，承 

包方负责按购买方提供的设计建造整个工厂，他所承担的协调施工进程和建造整个 

工厂的责任与统包式承包人的责任相同。 合同可规定承包方有义务将其知道的设 

计中的固有缺陷通知购买方。

I ) . 承包方和购买方的合资企业

2 6 . 根据上文所述不同缔约方法所拟订的合同,其主要目标都是支付价款以换取 

建造工厂。 随着承包方所建工厂的竣工，购买方验收工厂并支付了价款，承包方



和购买方的法律关系基本上即告结束，但有例外，例如当事各方在质量保证项下的 

权利与义务（见第五章 “ 工厂说明和质量保证” ，第 2 6 段 ）和在这之后生效的其 

他义务，如关于工厂验收后的备件或某些服务的提供（见第二十六章“建造后备件 

和服务的提供” ) 。 一般说来，工厂管理和经营的商业风险（如工厂产品的市场 

价格下降）在这之后将完全由购买方承担。

2 7 . 与此对比，工厂的建造可以合资企业的方式来进行,这种方式即是承包方 

与购买方之间的联合，其目标可在不同程度上包括技术转让、共同提供资金或其他 

资产、分摊费用、控制和管理工厂的运行、工厂产品的销售、以及分摊工厂经营所 

得利润和所遭损失。 承包方和购买方可商定成立合资企业来建造工厂；但更经常 

的做法是，他们订立建造工厂的合同，但有一项谅解，即他们将成立合资企业，在 

工厂建成后经营工厂或销售产品。

2 8 . 承包方与购买方之间建立合资企业可能对购买方有某些好处。 当建厂工 

作由承包方在包括推销工厂产品在内的合资企业范围内进行时,承包方对所建工厂 

的及时竣工及工厂正常运转就有超过建厂合同所能引起的利害关系。 合资企业能 

鼓励承包方向购买方传授技术，包括技术的改进与工业生产过程中所用的技术，以 

及承包方拥有的管理技能；此外，工厂产品能在承包方能够进入的市场上销售。而 

且 ，合资企业的亏损将由购买方和承包方共同承担。 合资企业给购买方带来的不 

利之处可能在于需要分摊经营工厂所得的利润，以及购买方对工厂的经营失去了某 

种程度的管理权。

2 9 . 对承包方来说，同购买方建立合资企业可能有这样的好处’例如便于他进 

入购买方所在国或所在地区的市场，或是进入倾向于从购买方所在国购货的市场以 

及有机会分享工厂生产的利润。 承包方为这些好处付出的代价则主要在于分担合 

资企业带来的风险。

3 0 . 合资企业可以各种不同的法律关系为基础。 当事各方可以为了成立合资 

企业的目的而成立一个法人组织，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由当事双方拥有和管理这 

通常称为股权式合资企业）。 工厂可由这个法人组织经营。 或者，当事各方可 

以同意建立合资企业，但不组成一个拥有独立的法人资格的组织，当事各方的联合 

完全基于他们之间的契约性安排（这通常称为契约性合资企业）。 工厂可由当事



双方联合经营，并为双方共同拥有或完全属购买方所有。

3 1 . 在建立合资企业时，当事各方应考虑到适用法律规则中针对建立合资企业 

和管理建立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法人组织的规则，这种规则往往是强制性的。 当 

事各方为建立和执行合资企业而签订的契约性安排与为建造工厂而签订的安排在性 

质上是截然不同的。 建立合资企业的契约性安排不属于本《指南》的范围，因而 

在此不加阐述。 2

第二章注

' 关于一组企业作为承包人的问题的论述，见欧洲经济委员会.•《执行具体项目 

的有关各方起草国际合同指南》（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Е-  2 2 ) 和欧洲经济委员会：《起草大型工厂合同指南》（联合国出版物，出 

售品编号：Е ’ 7 3 ’ I I -  Е-  13)Ь 
2 关于承包方与购买方建立合资企业的论述见《在发展中国家工业订立合资企业 

协议手册》(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Е • 7 1 • 11 • в • 23 ) 。



第三章承包方的选择与合同的订立

提 要

签订建厂合同有两种基本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购买方向各 

企业招标承建工厂，并根据购买方通过正式投标程序选定的投标 

签订合同。 第二种方法是购买方同其未经正式投标程序而选定 

的企业谈判合同。 购买方也许不能完全自由地选择其希望采用 

的缔约方法（第 1 至 3 段 ）。

招标可采用两种实施办法，即公开招标制或有限招标制。可 

以只限于那些经购买方按资格预审程序鉴定合格的企业进行投标。 

公开招标制是请所有对承建工厂感兴趣的企业都来投标，形成各 

企业间的竞争，这也可能是签订建厂合同的最为正式和最为费钱 

的程序。 有限招标制只请某些企业投标，有一些竞争，但通常 

不如公开招标制所促成的竞争。 如与一些潜在承包人或只与一 

个潜在承包人谈判建厂合同，则可不必采用投标程序的正式手续 

( 第 5 至 9 段 ）。

参与投标程序的当事各方的法律权利和义务受适用法律的强 

制性颊则或为项目提供资金的贷款机构的规则的约束（第 1 0 段）。

如果采取公开招标制，宜要求潜在投标人作资格预审，以便 

限制拟予考虑的投标人的数目。 申请作资格预审的企业必须填 

写旨在了解企业有关情况的调查表。 根据对调查表的答复，购 

买方可以按他制定的资格预审标准选定企业（第 1 1 至 1 4 段 ）。

当购买方已掌握了有关拟建造的工厂的充分资料，他可以向 

拟请其投标的企业招标，若采用公开招标制，则通过广告方式招 

标，这种广告可在国际范围或较为有限的范围内发行。 若采用 

有限招标制，则向购买方选定的企业个别发送招标书，同时附上 

一整套提供给未来投标人的文件（第 1 5 至 1 8 段 ）。

提供绐未来投标人的文件，通常包括投标人须知，其中介绍 

有关投标书的编制、内容、提交和评估方面的情况，以及应由投 

标人连他的投标一起提出的文件的范本（第 1 9 段 ）э 须知应 

详细指明购买方对投标的所有要求，包括中标必须达到的条件。 

如果购买方不向投标人提供投标文件的范本，则购买方有关这些



方面的要求可以在须知中列出。 购买方最好制定拟作为建厂合 

同基础的合同条件，并将它们提供给投标人。 购买方拟宜考虑 

要求投标人提交符合规定标准的投标担保（第 2 0 至 3 0 段 ）。

开标通常是当着投标人或其代表的面进行或公开进行。 在 

特殊情况下也可以在投标人不在场的情况下非公开开标。 开标 

后，对投标加以比较和评估，以便确定符合购买方要求并最合购 

买方意的投标。 购买方然后进而选定中标人。 在某些情况下, 
购买方可以拒绝所有投标（第 3 1 至 4 3 段 ）。

若采用谈判方法，购买方同其判断能够建造工厂的一家或多 

家企业接触，告之其要求，并请其报盘。 可将说明施工范围相 

要求工厂达到的主要技术特性以及载有购买方所要求的合同条件 

的文件，提交绐这些企业。 对于提出或评价报盘，或者谈判合 

同，通常都不规定任何手续。 在某些情况下，购买方可以将投 

标方法和谈判方法结合起来（第 4 4 至4 7 段 ）。

当事各方宜将他们的协议写成书面形式。 当事各方还宜商 

定他们之间的合同义务开始生效的时间，这可以是合同签订之时, 
也可以是达到某一规定条件之日起（第 4 9 至 5 0 段

А . 概述

1 . 签订建厂合同实际上可使用两种基本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购买方可以通 

过正式招标程序，邀请各企业投标承建工厂，评定投标，并同他按招标程序选.定的 

投标人签订合同。 投标书通常是根据购买方规定的条件相技术因素提出的。 投 

标程序所涉的一个问题是，购买方和投标人必须就例如投标的提出、撤回和选定承 

担某些法律义务和责任，在购买方为一个公共机构时尤其如此。

2 . 第二种方法是购买方与一个或几个企业进行谈判，以便与其中一个企业签 

订合同。 这一方法并不涉及正式的投标程序，参加谈判的人不象参加投标程序的 

人那样受到严格的义务和责任的约束。 但是，它要求购买方做一定的筹备工作， 

而参加谈判的当事各方可能必须商定谈判中应遵循的某些规则（见下文第4 4 至46  

段 ）。

3 . 购买方也许不能完全自由地选择缔约方法。 购买方本国的采购法律和条



例往往会限制购买方选择拟采用的方法和应遵循的具体程序。 这种法律相条例可 

能适用于该国的所有购买方，或只是针对国菅企业或公营企业，而给予私营企业在 

选择其希望采用的方法和程序方面以更多自由。 采购法可能要求优先考虑当地企 

业或某个特定区域的企业的投标。 购买方可能还必须遵守为项目提供资金的国际 

贷款机构或其他机构有关拟遵循的办法和程序的要求。 这些要求通常旨在使采购 

过程做到有效，经济和公平。 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机构要求在国际竞标基础上购 

买它们所资助的设备、材料和服务，以促进更多企业间的竞争。 它们还可能要求 

给予该机构的所有成员国的企业以机会，以便在机会均等的基础上参加投标程序。 

在其他情况下，这些机构可能允许购买方采用比国际竞标更多限制的程序。 特别 

是，它们往往认为最好给予借款人所在国家或区域的企业一定幅度的优惠。 当事 

各方还宜注意到，当采用多项合同法（见第二章 “ 缔约方法的选择” ，第 1 7 至25  

段 ）时，可对每项合同采用不同的缔约方法或不同的程序。

4 . 如果适用法律或融资机构并不要求遵循任何特定的方法或程序，购买方就 

可以自由采用最适合其需要的方法或程序。 例如，他可以选择采用招标方法所规 

定的正式程序，或可以采用谈判方法，或者他可以将这些方法的各种特点加以结合 

使用（见下文第4 7 段 ）。

5 . 招标有两种基本办法：即公开招标制—— 按此办法，通过广告的方式邀请 

所有感兴趣的企业投标承建工厂一-和有限招标制—— 按此办法，购买方只邀请某 

些选定的企业来投标。 按照适用法律或融资机构的规则的要求，或为满足购买方 

的需要可以将两种基本办法的不同的特点结合起来о

6 . 公开招标制的一个主要的有利条件是，它能使范围较为广泛的企业竞争投 

标承建工厂。 购买方可以从这一广泛的竞争中获得较低的价格、较好的设计或其 

他有关工厂建造方面的较为有利的条件等好处。 另一方面，公开招标制也许是签 

订工厂合同程序中最为正式和最费钱的。 这项程序通常包括编制一些正式投标文 

件，刊登国际招标广告或其他大范围招标广告，公开开标，以及评价有时为数众多 

的投标。 这个程序还要求严格遵守时限和其他程序要求。 此外，公开招标制有 

时吸引不合格的企业为了想臝得合同而提出不现实的低价投标，日后再谋求变动合 

同，导致合同价格上升（见第二十三章 “ 变动条款” ）。 在这种情况下，购买方



就将遇到调查和剧除这类投标的困难和费用。

7 . 公开招标制的另一种做法是投标的机会可限于按资格预审程序（见下文第

1 1 至 1 4 段 ）鉴定合格的企业。 可让世界各地所有感兴趣的企业都有机会参加 

资格预审，也可限定某一特定区域的企业参加资格预审。 使用资格预审的办法使 

得购买方能够把参加投标的企业限于在技术上和资金上有能力承建工厂的有声誉的 

那些企业。 这样也可以使购买方能够在投标程序开始之前评估各承包人对于该项 

目真正感兴趣的程度。

8 . 与公开招标制相对照，有限招标制将投标程序限于购买方向其招标的企业。 

在只有数目有限的企业能够提供工厂所需技术或建造工厂的情况下，这种办法可能 

特别适宜。 虽然有限招标制为有机会参加投标程序的投标企业提供了竞争的机会, 

但这种竞争往往不如公开招标制下的竞争。 在购买方已经同未来投标企业非正式 

地讨论了拟建工厂的施工范围和技术特征的情况下，拟提供给未来投标人的文件(见 

下文В. 3 节 ）就可以比公开招标制所要求的那些文件简化一些。 但是，有限招 

标制也必须有某些手续，虽然这些手续可能比公开招标制简单些。 应该指出，在 

某些情况下，国际融资机构也许不允许采用有限招标制。

9 . 采用谈判方法，购买方不经招标程序的手续而与一些潜在的承包人或只与 

一个潜在的承包人谈判建厂合同。 在适用法律或为项目提供资金的机构不要求投 

标程序时可以采用谈判方法。 例如，当只有数目有限的潜在承包人在建造与购买 

方拟建工厂类似的工厂方面拥有令人满意的记录，而从其他企业招标并不能莸得更 

多的好处时，采用谈判方法也许是适宜的。 在工厂拟使用的设备或技术只能由某 

些企业提供时，这个方法也可能是适宜的。 购买方从竞争中可在价格、设计或与 

建造有关的其他关键因素方面得益的程度将部分地取决于他是否与不止一个企业进 

行谈判。 有时，由于工厂需要早日竣工，购买方最好不经事先招标就聘用承包方， 

因为按投标程序签订合同往往要比按谈判方法签订合同花更长的时间。 在某些特 

殊情况下，购买方可能发现只宜与一家企业谈判。 例如，当现有工厂须按巳在使 

用中的工艺或设备进行扩建或改造时，可能只宜与建造该工厂的承包人进行谈判。



В . 投标

1 0. 愿采用招标程序的购买方和参加这种程序的投标人应该考虑他们是否应遵 

守由适用法律的强制性规则或为该项目提供资金的贷款机构所规定的有关招标、投 

标和接受投标的任何规则（见上文第3 和 4 段 ）。 例如，这种规则可能规定，除 

符合某些条件外，不论招标或投标均不能撤回。 而且，这些规定可能迫使购买方 

只要符合其招标书所规定的标准就得接受投标（见下文第4 3 段 ）。 但是，其他 

法律制度可能把招标仅视作邀请对建造工厂的要约，而投标本身则可仅视为一项要 

约，除为购买方接受者外，可由投标人撤回或修改。

1. 资格预审

1 1 . 资格预审的目的是要在一开始就从潜在投标人中剔除不合适的承包人，以 

减少购买方最终必须评估的投标人的数目。 各企业为了通过资格预审，可按要求 

说明其履行合同的能力。 购买方在评估这种能力时，可以考虑该企业的经验相过 

去履约情况、其提供必要的技术、设备、材料和服务的能力、其财务状况相目前的 

承建任务以及其满足购买方安全要求的能力等。 国营企业或融资机构可以保留一 

份经资格预审适合于某一特定类型的各种合同的企业名单。 他们可要求企业每隔 

一定时间提供资料或对调查表作出答复以定期更新补充这一名单（见下文第1 3 和 

1 4 段 ）。 如果购买方并无经资格预审合格的投标人名单，他可能希望各企业进 

行资格预审，然后接受建厂合同投标。

1 2 . 资格预审程序的第一步应是刊登广告，请各企业申请资格预审。 这种广 

告应考虑的因素类似于招标广告应考虑的因素（见下文第1 5 和 1 8 段 '

1 3 . 为了使购买方能够决定是否对一个企业进行资格预审，他最好要求申请资 

格预审的企业填写一份调查表。 这种调查表可由购买方寄送给申请资格预审的企 

业，其编制方式旨在莸得与上文第1 1 段提及的诸考虑因素有关的资料。г寄送给 

企业的调查表可以随附一份填表须知，其中包括有关填表时应使用的语文、表示财 

务状况所用的货币、调查表填妥后必须提交的日期等要求，同时还应附上有关该项



目的资料。

1 4 . 企业提交的对调查表的答复，应随后由购买方根据其所确定的资格预审标 

准进行评估。 这一标准可能必须符合适用法律或融资机构的要求。 从而，可能 

禁止购买方出于与企业履行合同能力无关的原因而拒绝对该企业进行资格预审。在 

评价对调查表的答复后，购买方应通知落选的企业，它们经资格预审未合格；并可 

通知所有经资格预审合格的企业，它们已通过资格预审，请它们投标。 同时，购 

买方可向经资格预审合格的企业发出一整套提供给未来投标人的文件（见下文第19 

段 ）。

2 . 招标

1 5 . 购买方一旦掌握了拟建工厂的充分资料（例如，在统包合同情况下，巳知 

产出要求和其他性能参数，或在其他情况下，已经完成或即将完成工厂设计时 

他就能够制定招标条件。 招标目的是向潜在的投标人提供有关拟建工厂的基本情 

况，并向各企业邀请根据投标文件提出的建造工厂的要约。 购买方在招标书中应 

提供的资料可以包括诸如关于工厂的一般说明，具体指明施工范围和所需设备、材 

料和施工服务的技术特点，建造工程竣工日期，投标日期，开标日期相地点，索取 

投标文件和其他资料的投寄地址以及投标文件的费用。 招标书还可以说明对投标 

人的任何资格要求（例如，某一融资机构要求参加投标程序者只限于该机构成员国 

的企业）。 5 如果在资格预审邀请书中已经提到了这一些资料，可能就无必要发正 

式招标书。 在许多情况下，招标书可以在购买方的咨询工程师的帮助下编写。

1 6 . 若采用公开招标制，招标书可能必须登国际广告，以便让所有可能感兴趣 

的合格企业都有机会参加投标。 关于应通过何种大众宣传媒介登广告，适用法律 

可能要求用一定的宣传媒介（如一国的官方报纸）登广告。 购买方还可以考虑在 

地方报纸、在世界主要商业中心发行的外国报纸、技术杂志和贸易出版物上刊登广 

告。 如果建造工作由某融资机构提供资金，购买方可能必须遵守该机构有关广告 

的任何规定，其中可能包括在某一指定期刊诸如《开发论坛》4 的商业版上刊登广 

告。



1 7 . 若采用有限招标制，招标书应个别分发给购买方选定的企业。 如果已采 

用了资格预审程序，则可以只分发绐业经资格预审合格的企业。 在某些情况下， 

招标书可同时附上未来投标人为编制和提交投标所需的一整套文件（见下文В. 3 

节）。 在其他情况下，招标书可只说明凡索取投标文件和其他资料的函件应寄往 

的地址。

1 8 . 招标书最好明确说明企业必须向购买方提交投标的截止日期，因为根据投 

标程序，投标提交晚了就可能无效с 在招标书登广告或送交企业后容许提交投标 

的时限可能取决于供未来投标人进入现场视察的便利程度、拟进行的施工范围和复 

杂性以及是否业经资格预审。 为了使所有企业都有大致相同的时间来莸得提供绐 

未来投标人的文件和编制并提交其投标，对招标书登广告或送交企业的时间需要加 

以认真协调。 因而，安排各种宣传媒介刊登广告的时间应考虑到不同的宣传媒介 

可能相隔不同时间出版（如日刊、月刊、季刊而这一时间安排应使所有宣传媒 

介大致在同一时间刊出广告。

3 . 拟提供绐未来投标人的文件

1 9 . 在许多情况下，拟提供给未来投标人的文件最好由购买方工作人员中的工 

程师或由购买方聘请的咨询工程师编写（见第十章 “ 咨询工程师” ）。 文件主要 

可由下列部分组成：投标人须知（见下文第2 0 至 2 5 段 投 标 书 范 本 （见下文 

第 2 6 段 ）；购买方要求的合同条件（见下文第2 7 段 ）；技术规格说明书和图纸 

( 见第五章‘‘工厂说明和质量保证”，第 1 0 至 1 9 段 ）；投标担保书范本（如果 

购买方要求提供这种担保的话；见下文第2 8 至 3 0 段如果要求承包方提供履  

约担保书（见第十七章 “ 履约担保”, 第 1 0 至 1 2 段 ），该担保书的范本；受权 

证明（证明签署投标书的人士具有这样做的必要权力；见下文第2 2 段 ）。 可能 

要求购买方提供的技术规格说明书（取决于所采取的缔约方法）对未来投标人将具 

有特别重要的意又 为投标人应填写并与其投标书一起提交的文件提供范本将有 

助于购买方对投标进行比较和评估。 如果未经资格预审程序，购买方也可向未来 

投标人提供一份与资格预审调查表相类似的调查表（见上文第1 3 段 ），由投标人



填写并连同其投标书一并提交。 这些文件宜至少以国际商业交易惯用的一种语文 

印发。

(а) 投标人须知

2 0 . 须知的目的是要为投标人编制投标书提供指导，并传送有关投标评估事项 

的信息。 须知最好向投标人通告购买方有关投标书的编制、内容和提交方面的要 

求。 如果购买方没有向投标人提供投标书、合同条款和其他任何必要的投标担保 

书相履约担保书的范本，那么，最好在须知中全面列出购买方对投标书和担保书的 

各项要求（见下文2 6 至3 0 段 ）。 须知可列出应与投标书一并提交的文件（其 

中应包括已向投标人提供范本并已妥善填好的所有文件）。 须知可说明企业可否 

提出含有备选要约的投标，如果可以的话，有关哪些项目的备选要约是可以接受的 

( 如运输安排、保险、不太重要设备的设计）。 须知还可以说明是否可以接受只 

承建工程某些部分的投标。 此外，须知可以列出购买方评估投标的一般标准（如 

投标价和其他因素所占的权数) 。 须知可以声明，购买方保留不选择任何标底的 

权利 ( 见下文第4 3 段 ）

2 1 . 须知可通知投标人投标的日期或时限、投标地点以及应提交投标文件的份 

数。 须知应通知投标人关于提交投标的任何特殊要求。 例如，购买方似宜要求 

投标人用 “ 两个信封” 提交两份文件的办法编制其投标书。 第一份文件详细说明 

投标人所建议的有关施工的技术部分，但不标明价格。 第二份文件则载有投标价 

格 （见下文第3 5 段 ）。

2 2 . 须知可以具体说明填写投标文件应使用的语文。 须知也可列举购买方对 

投标价格如何表示或在费用偿还合同项下费用如何表示的任何要求。 例如，须知 

可说明就投标价格和合同费用报价所用的货币，并可规定划归施工某些部分的价款 

必须分别开列。 购买方似宜在须知中规定，与投标书一起提交的所有文件须打字 

或用擦不掉的墨水书写，而且，文件中所有擦掉或删去处都须由签署文件者签名或 

用其姓名的首字母签署。 另外，他似宜要求投标文件上的所有签名都应是受权代 

表投标人签署者的签名，而其受权应按适用法律的规则所要求的方式加以证明。



2 3 . 须知可说明开标和将评标结果通知投标人的程序，也可说明所设想的缔约 

程序（见下文0 节）。 须知可以列出购买方对投标人资格的要求。 须知还可要 

求已经资格预审合格的投标人（见上文в . 1 节 ）补充和更新他以前在资格预审调 

査表中所填写的情况。 购买方似宜具体说明编制和提交投标书的费用应由投标人 

承担。

2 4 . 须知可具体规定提交投标之日后投标须继续保持有效的截止日期。 在这 

方面购买方似宜确保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评标，选定并通知中标人，让购买方相中 

标人在缔约前进行任何必要的讨论，从购买方的政府或从贷款机构莸得任何必要的 

核准或许可证以及由中标人提交履约担保书。 购买方似宜保留必要时延长投标有 

效期的权利，办法是通知所有投标人延长有效期及其期限。 须知可以规定，同意 

延长有效期的投标人必须延长其投标担保( 如有的话），以包括延长的期限在内。 

而不同意延期的投标人将被认为已撤回其投标，但不没收其投标保证金。 须知可 

以规定，投标人在提交投标书后，包括任何延长期在内，不得改变其投标条件或撤 

回其投标。 或者，须知可明确规定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修改或撤回投标。

2 5 . 须知可载明未来的投标人视察工地的方式。须知还可载明未来投标人可澄 

清提供给他的文件的程序。须知还可说明在什么情况下（如有的话）可允许购买方 

改变投标程序，以及未来投标人由于这种改变享有何种权利。

(Ь) 投标书范本

2 6 . 投标书范本应要求投标人在其投标中表示的建造工厂的要约符合购买方提 

出的合同条件、技术规格说明书和图纸。 此外，它可载明投标人同意受投标人须 

知中所列全部要求和条件的约束。 它还可以要求投标人在其要约中详细说明有关 

邀请投标人提出要约的所有事项。 例如，这可以包括价款和支付条件的细节（见 

第七章 “ 价款和支付条件” ) ; 工厂运转相维修的预计费用等因素；工厂竣工时间 

表；相建造后承包方准备提供的服务的细节（见第二十六章“建造后备件相服务的 

提供” ）。



(с) 合同条件

2 7 . 购买方最好草拟据以与中标人签订建厂合同的合同条件，并将这些条件与 

其他投标文件（见上文第1 9 段 ）一起交绐未来投标人。 不这样做，购买方就难 

以比较相评估各项投标，因为每项投标可能是根据不同的合同条件提出的。 购买 

方制定的合同条件的许多方面一般无须经购买方相投标人谈判（虽然购买方可以允 

许讨论某些细节Ь 相反，投标人在确定投标价格时，将考虑到所提出的条件以及 

其中所反映的费用、风险相责任的分摊о 本 《指南》第二部分就这些合同条件中 

可能涉及的各种问题以及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提出了建议。

⑷ 投标担保书

2 8 . 购买方似宜考虑要求投标人在投标时应提交一定金额的投标保证。 适用 

法律也可能要求提交投标担保书。 担保书可以规定，如果在担保的有效期内，投 

标人在购买方选定与之签订合同的投标人之前就撤回其投标，或在被选定为中标人 

后，不按其投标与购买方签订建厂合同或不提供必要的履约担保书，则购买方无须 

提供损失证明即可得到担保书项下的金额。 投标担保书应说明担保金是否凭要求 

即付，还是需要购买方证明投标人的赔偿责任后才有权荻得付款。

2 9 . 在确定必要的投标担保金额时，购买方可以考虑这样一些问题，即多大的 

金额将足以阻止投标人撤回其投标，或制止其不按投标签订合同或不提供所要求的 

履约担保书，以及多大的金额将足以补偿购买方由于这种撤回投标或不履约而遭受 

的损失。 例如，购买方可能希望补偿必须重新进行任何投标程序的费用、违约投 

标人的价格与购买方在同一或新的投标程序中选定的某一投标的往往较高价格之间 

的差额、以及因必须进行新的投标程序而推迟工程开工所导致的损失。 投标担保 

金可以具体数额或投标价格的百分比列出。

3 0 . 购买方可以要求投标担保书在投标有效期以后的一段颊定时间内继续保持 

有效（见上文第2 4 段以便让购买方要求保证人绐予赔偿，购买方可要求被选 

为承包方的投标人或与之订立合同的投标人延长投标担保的有效期，直至提供所要



求的履约担保为止。 他可以要求提供某种类型的担保，并可规定以某种货币支付 

担保金。 投标担保可采取备用信用证、银行担保书、保险公司或担保公司出具的 

担保书等形式。 购买方似宜具体规定他可以接受的出具担保的机构（另见第十七 

章 “ 履约担保” ，第 1 4 至 1 6 段 ）。 为确保提供的投标担保是可以接受的，购 

买方似宜向未来投标人提供一份投标担保书的范本。

4 . 开标和选定承包方

(а) 开标

3 1 . 购买方应该确定，他是否必须遵守适用法律的强制性颊则或为项目提供资 

金的国际机构所规定的任何开标程序，例如，购买方国家的法律或条例以及国际融 

资机构往往要求当着投标人或其代表的面开标。 如果购买方愿意，也可允许未投 

标的人参加公开的开标（见下文第3 5 段 ）。

3 2 。在特殊情况下，例如需要建造的工程涉及国家安全时，可在投标人不在场 

的情况下非公开开标。 由于这种程序可能导致舞弊，因此很多贷款机构不允许这 

样作。 可是如果非公开开标，让一些公认为正直的个人（如审计员或高级公务员） 

参加开标，可以提高对这种开标程序的信任。

(Ь) 评标

3 3 . 评标的目的是对购买方收到的投标进行比较，以便在考虑到所有有关因素 

的情况下，确定最符合购买方要求的投标。 评标的标准可能受适用法律的强制性 

规则或为项目提供资金的机构的规则所管辖。 评标程序与开标不一样，往往在没 

有投标人在场的情况下进行。 不必由相同的人来开标和评标。

3 4 . 在评标时，购买方须将投标中提出的条件与其自己的要求相比较，并考虑 

两者是否相符。 投标价格不一定是选择投标人的最重要的标准。 例如，购买方 

需要确定，某一投标人如中标，将能在一定的时限内履行其全部义务。 在评标期



间，购买方可以要求投标人就评标所需的任何事项作出澄清。

3 5 . 如果采用 “ 两个信封” 的投标办法（见上文第2 1 段 ），首先开启载有技 

术部分的信封（往往在无投标人或其代表在场的情况下非公开地开启），并对技术 

部分进行比较和评价，以确定是否符合购买方的要求。 然后，将载有其技术部分 

符合购买方要求的投标人所提出的投标价格的信封，当着投标人或其代表的面或在 

公开场合开启，并对这些标书从整体上进行更详细的评价。 这种程序可能有助于 

更客观地评价技术部分，因为对这一部分的评价是在不考虑投标价格而只考虑技术 

部分本身的利弊的情况下进行的。 另一方面，这一办法可能有不利之处，即如果 

一项投标与购买方在投标文件中规定的技术要求有不符之处，但可节省大量费用， 

本可为购买方所接受的，却在开启（载有投标价格的）第二个信封之前就遭拒绝。 

因此，如果购买方的技术要求是有伸缩性的，则这种办法就可能不合适。

3 6 . 评标程序可分阶段进行：初步筛选；详细评价；与最合意的投标人进行商

谈。

㈠ 初步筛选

37 . 可以通过初步筛选来确定投标是否符合购买方对投标本身及其附带文件的 

要求。 该项工作可能需要审查下列项目：

( a ) 是否提交了经正确填写的所要求的文件，包括所提供的任何范本；

( b ) 投标人是否符合资格标准，例如他是否已列入合格的承包人名单（如 

果采用了资格预审程序的话）或他是否符合融资机构规定的要求（如 

有的话）；

(c) 投标是否在实质上符合招标书和投标人须知所列的合同条件和技术要 

求；

(а) 投标是否由投标人的受权代表签名。

3 8 . 在此阶段，还可以检查文件是否有计算错误或书写错误3 可以与提出含有 

这类错误的投标的投标人进行联系，给予其改正这些错误的机会。 筛选过程可以 

使购买方能够将投标分类。 某些投标可能与购买方的要求有很大的距离，不必再



加以考虑。 另一些投标可能含有一些显然因为疏忽( 例如缺了所需的文件）而出 

现的不符之处。 遇到这种情况，购买方可与投标人联系，问他是否愿意纠正不符 

之处。 还有一些投标可能有一些小的不符之处或备选办法，对此，购买方准备予 

以考虑，但必须在进行详细评标时确定其金额并加以评定。 投标也可以对购买方 

在投标文件中提出的特定合同条件提出保留和限制。 购买方可以决定接受其中某 

些保留相限制，并可能希望与投标人就其他一些保留相限制进行讨论（见下文第 4 0  

段 ）。 对购买方接受的任何保留或限制，都应在评标期间确定金额和评定。

㈡ 详细评价

3 9 . 投标人须知通常已经提出了对投标进行详细评价和比较时应考虑的一般标 

准。 如上所述，价格最低的投标并不一定是最合意的投标（见上文第3 4 段 ）。 

购买方还可以考虑到他邀请要约的其他合同义务（见上文第2 7 段 ），以及投标人 

能够履行其义务的可能性（例如，考虑投标人的财务状况、他过去的记录以及他根 

据其他合同所承担的义务）。 根据合同的性质，还可以评估另一类标准（例如向 

购买方转让技术的限度，投标人分派参与履行合同的技术人员的性质，建议的购买 

方人员的培训范围以及工程的分包程度）。 在详细评价过程中，对投标人提出的 

任何不符合之处、限制或备选方案（见上文第3 8 段 ），必须从它们的直接与间接 

费用和它们对购买方的好处等方面进行评价，以便确定最合意的投标。

㈢ 与最合意的投标人商谈

4 0 . 购买方可与最合意的投标人进行商谈，以考虑投标中任何与购买方的设计 

或规格说明书的不符之处，或考虑对招标书所附合同条件提出的备选方法（见上文 

第 3 8 段 ）。 通过这些商谈，当事各方可以寻求解决购买方的要求和投标人的要 

约条件间所可能存在的任何差异ь 购买方一旦收标或开标，适用法律或为工程提 

供资金的贷款机构的强制性规则可能只允许更改次要事项方面的细节、限制条件或 

备选办法。 在这种情况下，购买方与最合意的投标人的讨论将限于那些次要的问



题或细节。 但是，如果购买方国家的法律和任何有关的贷款机构的规则允许，则 

购买方能与最合意的投标人商谈的范围可以更广一些（另见下文第4 7 段 ）。

(с) 资格复审和选定中标人

4 1 . 购买方必须确定该最合意的投标人是否能够履行合同。 如果采用了资格 

预审程序或投标人填写了有关其资格的调查表，购买方只需要确知从进行资格预审 

或填写调查表之时到决定挑选他之时这一期间投标人的履约能力并没有退化。 如 

果没有采用这些程序，购买方似宜要求投标人填写一份类似上述资格预审的调查表 

( 见上文第1 3 段 ）。

42 .  一旦购买方确定最合意的投标人能够履行合同，他将通知他选定的中标人。 

购买方书面接受投标本身就足以使投标书变为一份订立的合同。 但是，通常将投 

标书所载的条件纳入当事各方正式签订的详细合同。 当事各方，或其中的一方，

必须拟定合同，将投标书的所有条件和当事各方在商谈中可能已同意的任何更改和 

增补列入合同（至于合同的起草，见第四章 “ 起草概述” ）。 一旦中标人签订了 

合同并提供了所需的履约担保书之后，落选的投标人的投标担保金应予退还，除非 

它们已经过期（见上文第3 0 段；参见第十七章 “ 履约担保” ，第 3 7 段 ）。

⑷ 拒绝所有投标

4 3 . 如果适用的投标法或条例允许，购买方可以拒绝他所收到的所有投标。但 

是，一些国际融资机构可能要求向其借款的购买方遵守限制购买方拒绝所有投标的 

权利的准则。 而且，适用法律可能含有强制性规则要求购买方接受符合一定条件 

的投标。

с . 谈判

4 4 . 根据这项办法，购买方与据他判断能够建造工厂的一个或几个企业进行联



系相谈判，以便与提出最佳条件的企业签订合同。 谈判无须在正式程序的范围内 

进行。 但是，谈判各方最好商定某个基本的谈判框架。 例如在谈判开始时，如 

果没有规定一般保密义务，则当事各方似宜商定，一方必须对另一方在谈判过程中 

透露的某种资料（例如有关工艺过程）予以保密。 此外，他们似宜颊定，在当事 

各方签订书面合同之前，他们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义务（见下文第4 9 段 ）。

4 5 . 购买方最好向与他谈判的企业提供文件，说明拟进行的建造范围和所要求 

的工厂的主要技术特性，并载列购买方提出的合同条件。 这些文件可以作为当事 

各方谈判的基础，并有助于谈判的顺利进展。 对谈判的进展情况保存记录可能是 

有益的，这些记录应由每一当事方的代表予以认证。

4 6 . 当购买方只与一个企业谈判时，他可以要求该投标人在其投标中逐项报价, 

以使购买方能够将不同项目和服务的价款与他所知道的为类似的项目和服务所付的 

价款相比较。 当购买方与一个企业谈判时，没有竞争存在，这意味着，只有通过 

这种比较，购买方才能评价潜在承包人索取的价格是否合理。

4 7 . 在某些情况下（见上文第4 段 ），购买方可以将招标方法与谈判方法结合 

使用。 例如，购买方可以向各企业招标，并在接到他们的投标后与较为合意的投 

标人谈判。 但是，即使购买方可以这样做，他可能有不愿意采用这种结合办法的 

理由。 例如，按这一方法，投标人可能提出一项高于他们在严格的招标方法下可 

能提出的投标价格，以便给自己留下一定余地，用以在谈判过程中将投标价格降低 

到他们根据严格的招标办法本来会提出的价格。

С . 签订合同

4 8 . 在起草和签订合同时，当事各方应考虑到适用法律上有关合同成立和效力 

的规则。 这些规则中有些可能带有强制性质。

1. 合同形式

4 9 . 不论采用什么方法签订合同，有关合同成立的法律可能要求建厂合同采取



书面形式。 即使没有这种要求，当事各方也最好将其协议写成文字，以避免日后 

对实际商定了什么条款发生争端。 合同还宜规定只能以书面协议的方式修改或终 

止合同。 有关起草合同的建议载于第四章“ 起草概述”。

2 . 合同的效力和生效

5 0 . 在某些情况下，当事各方似宜规定，当事各方之间从签订合同之日起产生 

合同义务。 但是，在其他情况下，当事各方似宜规定，合同应在签订合同之日以 

后的某一日期生效。 例如，当事各方似宜商定，只有从某一规定的先决条件得到 

满足之日（例如》取得许可证之日）起，才产生合同义务。

第三章注

' 关于申请资格预审的邀请书的说明性样本

“ 购买方是一个〔 〕, 其主要办事处设于〔 〕，从 事 〔 〕业 

务。 购买方拟建造制造〔 〕的工厂。 该拟建工厂应符合下述要求：

〔此处列入工厂的技术说明〕。 购买方意欲就提供建造上述工厂所必须的技 

术、设备、材料、土木工程、建筑和其他施工服务〔此处说明购买方对建造工 

厂的要求〕与承包人签订合同。 望这一工厂在〔 〕的 第 〔 〕日或招 

标程序结束之日起的〔 〕天内竣工。 预期签订合同日期是〔 〕的第 

〔 〕曰。

“ 关于提供上述技术、设备、材料以及土木工程、建筑和其他施工服务的 

投标，只有当其是由根据对有关这一项目的资格预审调查表所作答复而被认为 

有资格投标的当事方所提出的投标，才予以考虑。

“ 这一调查表可向〔 〕索取。 调查表填妥后应按上述地址于〔 〕 

的 第 〔 〕日或在此之前提交购买方。 ”
2 向希望参加资格预审的企业提供的说明性调查表

“购买方要求那些希望经资格预审而有资格投标承建在资格预审邀请书中 

所说的工厂的企业提供有关下述事项的资料。 购买方将根据对本调查表的答 

复所提供的资料确定有资格投标建造工厂的当事方。

“ 要求提供的资料如下：



- 4 1 . -

“ 1 . 申请资格预审企业的情况介绍3 包括其组织结构和作为承包人的经 

验范围；

“ 2 . 经一位合格的独立人士证明的，表明企业资产和负债情况以及其流 

动资金的财务报表；

“ 3 . 银行征信；

“ 4 . 拟雇用来建造工厂的管理人员和其他重要人员的人数、类别和（如 

有可能）他们的姓名与履历，以及他们在建造工厂方面的经验等细节；

“ 5 . 有关施工拟用的主要设备和材料的来源和性质，施工中拟雇用的主 

要分包人的姓名及其将承担的施工内容的说明；

“ 6 . 列举企业过去五年中完成的规模相复杂性类似的项目清单；这些项 

目的购买方和咨询工程师的名称；其中每一项目的最后合同价款和最终费用； 

如果项目的最后合同价款高于原订合同价款，则列出其原因；每一项目是否完 

成得令人满意；拟雇用的主要分包人履约情况的类似资料； .
“ 7 . 企业未能完成其作为当事一方的建造合同所规定的工程的情况（如 

有的话）；

“ 8 . 企业现有和预计的承建工程承诺；

“ 9 . 企业现有保险范围的性质和数额；

“  1 0 . 企业过去五年的履约担保公司的名称相地址以及企业意欲从其取 

得对今后工程的履约担保的担保公司的名称（如系不同公司的话）；

“ 1 1 . 除建造工作外企业在财务上发生关系的任何业务种类；

“  1 2 . 企业认为与作出聘请它承建的决定有关的任何其他资料。 ”  
说明性招标书

“ 购买方是一个〔 〕，其主要办事处设于〔 〕，从 事 〔 〕 

业务。 购买方拟建制造〔 〕的工厂。 该拟建工厂应符合下述要求： 

〔此处列入工厂的技术说明〕 购买方意欲就提供建造上述工厂所必须的技 

术、设备、材料、土木工程、建筑和其他施工服务〔此处说明购买方对建造工 

厂要求〕与承包人签订合同。

“ 任何企业凡有兴趣就提供所有或任何上述技术、设备、材料以及土木工 

程、建筑和其他施工服务投标者，应填写由〔 〕提供的投标文件，并将 

投标文件装入封口信袋中提交。 提供投标文件的费用为〔 〕。投标文 

件必须按上述地址在〔 〕的 第 〔 〕日的 〔 〕时以前交给购买方。

“ 必须提供金额为〔 〕的投标担保о 该拒保金的证明须与填妥的投 

标文件一起提交。

“ 本项目由〔 〕提供资金。 因此，投标人须符合上述融资机构要 

求的资格标准才能接受其投标。 ”
《开发论坛》由联合国新闻部经济和社会新闻司与联合国大学出版。



第二部分



第四章起草概述

提 要

当事各方都可能认为最好为自己制定一套程序，确定在谈判 

和起草建厂合同时必须釆取的步骤. 如订立合同前采取招标程 

序 ，则购买方必须拟出合同初稿，连同招标书一起交给未夹投标 

九 如 在 谈 判 基 础 上 订 立 合 同 ，则可由当事一方就主要的技术 

性和商业性问题在谈判后起草一份初稿。 当事各方都可能认为 

指定一人主要负责监督合同文件的拟订是有益的（第 1 到第 3 段)。

当事各方在起草合同时应考虑到合同的适用法律。 他们还 

应考虑到当事各方国内各类属于行政、财政或其他公共性质的有 

关的强制性法律规则（第 4 和 5 段 ）。 当事各方可能认为需要 

审查合同的标准格式、一般条件、标准条款或以前签订的合同， 

作为起草的辅助手段，但必须经过批判性审查方可釆用它们的规 

定 （第 6 段 ）。

合同可只用一种语文拟订，但如当事各方使用的语文不同， 

也可用当事双方的两种语文拟订。 合同如用两种语文拟订，则 

应规定如两种语文文本有抵触时，应以何种文本为准。 如果当 

事各方规定两种文本具有同等地位，他们则应设法规定如两种文 

本发生抵触时用以解决争端的准则（第 7 和 8 段 ）。

当事各方似宜在一份文件中注明自己的名称并介绍自己的情 

况 ，该文件按還辑顺序列于其他合同文件之前，并对其他文件起 

统制作用。 该文件应载明当事各方的名称、地址、合同的标的， 

并应写明签约日期和地点。 建厂合同签约各方通常均为法律实 

体 ，当事各方似宜在订约前对诸如该实体具有订约能力а及高级 

职员约束该实体的受权等问题进行调査（第 9 至 1 0 段 ）„

合同应写成书面形式。 而 且 ，最好明确规定组成合同的文 

件 ，并为解决合同文件出现彼此不一致的问题制定规则（第 1 1 

段 和 1 2 段 ）。 当事各方似宜明确口头交换意见、互通信函以 

及在谈判中形成的文件草稿在多大程度上可用来解释合同文件(第

1 3 段 ）•

当事各方似宜规定，为便于阅读合同而在合同中釆用的标题 

和旁注不应被视为影响当事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如果认为有必



要 ，可将陈述事实部分载入合同主件，以说明合同的标的或签订合 

同的夹龙去脉（第 1 4 — 1 5 段 ）•

建厂合同经常规定当事一方将某些事件或情况通知另一方， 

最好能规定，这类通知都以书面形式发出„ 当事各方可确定通 

知的生效时间：或在通知方发送通知时或在通知送达被通知方时 

开始生效（第 1 8 至 2 1 段 ）。 当事各方似宜在合同中明确规 

定不发通知所产生的法律后杲（第 2 2 段 ）。

当事各方可能认为需要对其合同中使用的某些关键词或概念 

下定义。 如果某一定义在整个合同中都适用，则可载于合同主 

件内。在拟定与合同有关的各种定义时，当事各方参照本章中列出 

的定义以及本《指南》其他各章中所载对概念的说明是有好处的 

( 第 2 3 段至 2 6 段 ）。

А . 概述

1 . 建厂合同通常是当事各方之间进行的包括口头联系、信函夹往在内的广泛； 

交换意见所取得的最终结果（见第三章“承包方的选择和合同的订立” ）• 当 事 各 ； 

方都可能认为最好为自己制定一套程序，痛定谈判和起草建厂合同时必须采取的步骤。】 

这套程序可能包括本章中提出的建议。 这套程序可作为一份核对清单，以便减少 

缔约前釆取的步骤中可能发生的遗漏或失误。 购买方也似宜考虑他在草拟合同时； 

是否需要法律或技术咨询以补充他自己能力的不足。

2 . 如采取招标程序，购买方必须拟出初稿以便交给未来投标人，因 为 后 者 需 ； 

要知道投标时他们应该具备的条件。 拟定初稿可使购买方阐明他的目标和确定其 

谈判立场. 但 是 ，如果不采用投标程序而在谈判基础上缔结合同，那 就 最 好 在 拟 _ 

出初稿前先就主要的技术和商业问题进行谈判，然后当事各方商定由其中一方提出 

一份能反映谈判中达成的协议的初稿。 可对初稿进行讨论和修改，使 其 成 为 初 步 ：I:

的合同文件，再经过最后宙查，成为当事各方之间的合同。 |

3 . 合同可能要在谈判结束时起很长时间之后才由并来参加合同谈判的人夹执I 

行。因此，当事各方似宜特别注意要确保书面表示的合同条款不含糊其词，也 不 致 I 

引起争议，构成合同的各个文件之间的关系要明确。 为此，当事各方可能认为， ！



指定一个工作人员或专门延聘的人夹主要负责监督合同文件的拟订是有益的.此人 

最好为熟悉国际工程合同的熟练起草人员。 如果可能的话，他最好能列席重要的 

谈判。 当事各方可能认为，合同最后文本由一个对文件中所反映的知识领域有专 

长的小组来审查是有益的，因为这可确保格式与内容的准确性和一致性>

4 . 合同的适用法律可能在不同的方面对合同有影响（见第二十八章“法律的 

选择” ，第 1 段 ）. 例如，该适用法律中可能包含有关解释合同的规则以及关于 

某些措词或用语的含义的推定。 它还可能载列有关合同格式或效力的强制性规则’ 

当事各方在起草合同时最好考虑到这些规则。 在某些情况下，适用法律可能载有 

处理合同中有关例如拟供应的货物和服务的质量等问题的非强制性规则。 一种办 

法是在当事各方建立关系的最初阶段就确定适用法律。 这 样 ，在釆用投标程序的 

场 合 ，可在招标书中规定适用法律，而在不釆用投标程序的场合，则可在谈判开始 

时商定适用法律。 这样在谈判和起草合同时就可把该法律考虑在内。 另一种办 

法是只有在就主要的技术和商业问题进行谈判后并在当事各方间取得一定程度的协 

议 后 ，才由当事各方夹确定适用法律( 见上文第2 段 ）。 他们可在这以后根据适 

用法律夹审查反映了这一协议的合同初稿，以保证初稿条款中已把该法律的规定考 

虑在内。

5 . 在起草合同时，除合同的适用法律外，当事各方还应考虑到当事各方国内 

的各类具有行政、财政或其他公共性质的有关的强制性法律规则。 他们还应考虑 

其他国家的这类强制性法律规则，如果这些规则与履行合同有关的话。 某些规则 

可能涉及工程的技术方面或施工方式（例如’有关环境保护的规则1 或施工期间应 

遵守的安全标准），而合同条款不应与这些规则发生抵触。 其他一些规则可能涉 

及出口、进口和外汇限制；在就设备相材料的出口和进口、劳务的提供和价款支付 

等问题拟订当事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时，都应考虑到这些规则С例如，合同应规定， 

某些权利和义务只有在取得进出口许可证之后才产生) 。 技术供应方（不论他是 

承包方或第三者）所在国的法律规则可能规定转让技术的条件。 一些与征税有关 

的规则可能是影响选用何种缔约方法的一个因素（见第二章“缔约方法的选择” ， 

第 3 段和第七章“价款和支付条件” ，第 5 段 ），并可能决定合同中应否列入涉及 

纳税义务的条款. 此外，当事各方似宜考虑到本国同对方国家间可能已经签订的



关于避免双重征税的条约。

6 . 当事各方可能认为需要研究一些标准合同格式、一般条件、标准条款或以 

前签订的合同，作为辅助手段以便利合同文件的编写，这些辅助手段可使当事各方 

了解他们在谈判中要处理的问题。 但 是’只有在进行批判性研究后，方可釆用这 

些条款。 这些条款从整体上讲可能反映了一种并不可取的利益均衡的办法，或者， 

所研究的格式、条件或合同的各种条款可能并未准确反映当事各方所商定的条款.

当事各方宜把他们所研究的格式、条件或合同中釆用的做法与本《指南》建议的做 

法加以比较，并把本《指南》各章所载的说明性条款作为起草工作的辅助手段。（另 

见 “导言” ，第 1 6 和 1 7 段 ）„

В. 合同语文

7 . 合同可以仅用一种语文（不一定是当事各方中任何一方的语文）拟订，但 

如当事各方使用的语文不同，也可用双方的两种语文拟订。 只 用 一 种 语 文 拟 订 合 ） 

同可以减少对合同条款的解释发生冲突。 另一方面，如果合同使用当事各方的语； 

文 ，则当事各方就更容易理解他的杈利和义务。 如果只釆用一种语文，那么在选 I 

择所用语文时，当事各方似宜考虑到如下一些因素：所选用的语文最好是将要执行 

合同的当事各方的髙级人员都懂的语文； 所用的语文最好具有为反映当事各方在技丨 

太问题上达成的协议所必要的技术术语；合同最好使用国际贸易中通用的一种语文； ； 

为了有利于争端的解决，如果合同中包含有管辖权条款（见第二十九章“争 端 的 解 | 

决” ，第 5 1 段 ），选用的语文可为在所选择的法院中进行诉讼所用的语文；如 果 丨  

合同中不包含管辖权条款，选用的语文可为适用法律颁布国的语文。

8 . 如果当事各方不只用一种语文拟订合同，则最好在合同中明确规定如两种

语文文本有抵触时以何种文本为准。 例 如 ，如果谈判是用其中一种语文进行的， 丨 

他们似宜规定即以谈判使用的那种语文文本为准。 规定以其中一种语文文本为准， I 

会促使当事双方尽可能阐明作准的语文文本. 当事各方似可规定某些合同文件(如 I 

技术性文件）以一种语文文本为准，而其余的文件则以另一种语文文本为准• 或 | 

者 ，当事各方可规定两种语文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但在这种情况下，当事各方应



设法规定两种语文文本如有抵触时用以解决争端的准则。 例如 ，他们可以规定应 

按一个通情达理的人的理解夹对合同进行解释，同时充分考虑到案件的有关情况， 

其中包括当事各方间过去采用的做法以及国际贸易中国际工程合同当事各方经常遵 

循的惯例。 当事各方似还宜规定如杲合同一种语文文本的某一术语不明确时，可 

用另一种语文文本的相应术语来加以阐明。

С. 合同当事方与履约

9 . 如果合同由若千文件组成，当事各方似宜在一份主件中注明自己的名称并 

介绍自己的情况’该主件按逻辑顺序列于其他合同文件之前，并对其他文件起统制 

作用。 如果合同只由几份文件组成，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清楚，这种统制作用 

就可减少。 这份文件应以法律上的准确形式载明缔约当事各方的名称、地 址 ，写 

明巳签订合同的事实，扼要地描述合同的标的，并由当事各方签字。 它还应当写 

明签约日期和地点以及合同生效时间。 如果在购买方和承包方的名称之后，分别 

加 上 “下称购买方”和 “下称承包方” ，就便于合同中随后提到缔约当事各方。有 

时两个或两个以上企业合作承建工厂（有时称为联营企业：见第三章，“缔约方法 

的选择” ，第 9 至 1 6 段 ）• 在这种情况下，就可写明每一个企业的名称和地址。 

一个当事方可能同时有几个地址（主营业所地址和谈判合同的分所地址），最好在 

文件中写明向当事一方发送通知的地址。

1 0 . 建厂合同的当事各方通常是法律实体，在这种情况下’合同Й载明它们取 

得法律地位的依据（例如，依据某一特定国家的法律组成公司）。 法律实体的缔 

约能力可能有限，囡此当事一方如不确信对方有缔约能力，似宜要求对方提供有关 

其缔约能力的某种证明。 如缔约当事一方为法律实体，则另一方似宜弄清楚该实 

体签署合同的高级职员确实具有约束该实体的受权。 如合同是由一个代理人代表 

本人签订的，则应把代理人和本人的姓名、地址和地位明确下夹，同时应附上本人 

授权代理人以其名义缔约的证明（除非在投标文件中巳提供了充分的授权证明，见 

第三章“承包方的选择和合同的订立” ，第 2 2 段 ）.



С.合同文件、优先次序与解释

1 1 . 建厂合同条款最好要明确，并列明组成合同的各项文件。 当事各方应首 

先将相互间巳达成的条件写成书面形式。 此外，合同应规定如对这些条款作任何 

修改也应釆取书面形式。 组成建厂合同的一些文件（例如 ，阐述合同条件的文件、 

图纸和规格说明）可作为主件的附件（见上文第9 段 ），并在主件中通过对“合同” 

下定义（见下文第2 4 段 ）或以其他方式表明主件和附件一并构成合同。 如果后 

夹打算把在谈判初期形成的文件草案作为合同文件，则最好在文件中加以说明。合 

同中的某些条款最好有并容新的文件的规定，例如图纸、规格说明书、价格变动通 

知、有关培训或维修的文件和时间表等，这些文件只有在合同签署后才编制，但通. 

过预先安排好的合同机制，在某个时候将成为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 如果为了方 

便起见要把一份单一的合同文件分成几个部分，则应将各部分视为单一文件的组成 

部分。

1 2 . 尽管当事各方尽了一切努力想取得各项合同文件的一致性，但在执行合同 

的过程中可能会发现两份文件或甚至同一份文件的规定有不一致的地方。 在这种 

情况下，最好是规定办法夹确定以哪一份文件为准„ 当事各方似宜规定，在合同 

主件与其他文件不一致的情况下，以主件为准。 特别是，合同应指明，在出现抵 

触的情况下，承包方在规定的工厂类型和生产能力方面的义务应优先于规格说明书 

和图纸所标明的施工范闱。 如果规格说明书与图纸不相一致，则以有关的建造内 

容央决定以何种文件为准。 例 如 ，在土木工程方面往往规定图纸优先于规格说明 

书。一种可行的办法是可以规定规格说明书优先于图纸，除非合同在建造工作的任 

何特别方面另有规定。 这个办法所持的理由是：人们认为书面写明的条件能比图 

纸上所载的数据资料更可靠地反映出当事各方之间的协议。 关于其他文件，当事 

各方似宜在合同内尽可能确定并指明这些文件之间的优先次序。 如果不可能指明 

优先次序，则合同应規定当事各方如因优先次序发生争端，应根据争端觯决程序齓 

第二十九章， “争端的解决” ）来加以解决•

1 3 . 当事各方似宜表明合同文件与口头交换意见、互通信函相谈判合同中形成 

的文件草案箬两方面的关系。 当事各方似宜规定，这类信函和文件并非合同的组



成部分。他们还可以规定这类信函和文件不能用夹解释合同，或者可规定只有在适 

甩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才可用于解释合同。 根据合同的适用法律，在某些情况下’ 

口头交换意见和互通信函，甚至在合同签订后作成，也可能与合同的解释有关。 当 

事各方也似宜以上述方式阐明这类信件和文件与合同文件的关系。

1 4 . 各合同文件或一份合同中的各组有关条款，均可加标题。 此外，有时可 

在合同条款旁边加简短旁注说明这些条款的实质内容。 由于加标题和旁注一般只 

是为了便于阅读合同，因此当事各方似宜规定，这类标题和旁注不得视为用来确定 

或影响当事各方的契约权利和义务-

1 5 . 当事各方似宜考虑合同主件是否应载有陈述事实部分。 陈述事实部分可 

载列当事一方或双方所陈述的促使当事各方签订合同的原因，还可指出合同的标的 

或叙述签订合同的前后经过。 陈述事实部分对解释合同的适用程度因不同法律制 

度而异，它们对觯释所起的作用也是不确定的。 因此，如果陈述事实部分的内容 

意在对合同的解释或执行起重要作用’那么，最好将这些内容载入合同条款。

1 6 . 如釆用的是多项合同缔约法，那么，两个或两个以上承包人各自履行其不 

同施工项目的义务的时间表往往是相互牵制的（见第九章“现场施工” ，第 2 0 和

2 1 段 ）。 因此，某一承包人的延迟，会使另一承包人无法按指定的时间动工。 

后者可有权取得购买方对该延迟所造成损失的赔偿，而购买方又会要求造成延迟的 

承包人进行赔偿。 为了防止造成延迟的承包人后来借口说傀未能预见到延迟可能 

造成的后杲而予以否认，最好在每一项合同中载明本合同的时间表与其他合同的有 

关时间袭之间的关系，并指明延迟履约会延迟其他合同的履行（见第二十章“损害 

赔偿”第 9 和 1 0 段 ）。 如果已编制的时间表综合了各单项合同的执行时间，那 

么 ，将这份综合时间表附在各项合同之后就可以了。 同样，也可把说明不同施工 

项目相互依赖关系的进程图表附在合同后面。

1 7 . 当事各方应认识到，合同能否顺利执行将取决于当事各方在合同执行方面 

所进行的合作。 虽然不可能在合同中一一列举应予合作的事例，但一般地说, 合 

同应责成当事各方在对方履行义务所需范围内与对方合作，并避免发生有碍于对方 

履行义务的行为。



知通Е

1 8 . 建厂合同常常要求一方将某些事件或情况通知对方。 需要这类通知是为： 

了下列一种或多种目的：为了在履行合同方面进行合作（例如 ，承包方通知性能试 

验将在某一规定的日期进行：见第十二章“制造和施工过程中的检查和试验^，第

1 3 段 ），为了使被通知的一方釆取行动（例 如 ，购买方通知其在工厂中所发现的 

缺 陷 ，以便承包方有机会弥补这些缺陷：见第十八章“迟延、缺陷和其他不履约”，

第 4 4 段 ）；作为行使权利的先决条件（例如 ，一方将存在的免责障碍通知另一方，, 

这种通知是通知方有权援用免责条款的一个先决条件：见第二十一章“免责条款” ，1 

第 2 7 段 ）；或作为行使一种权利的手段（例如，合同要求终止合同必须用书面通 

知 ：见第二十五章： “合同的终止” ，第 2 段 ）。 当事各方似宜在合同中提及并 

解决因这种通知而产生的某些问题。

1 9 . 为了确实可靠起见，应要求合同中所提及的一切通知都釆用书面形式，虽 | 

然在某些需立即釆取行动的情况下，当事各方似宜规定先由本人口头或用电话通知^ 

然后再用书面形式加以确认。 当事各方似宜对“书面形式”一词下定义（见 下 文 \ 

第 2 4 段 ）并明确规定可接受的传递书面通知的手段（平邮. 空邮、电传、电 报 . ； 

无线电传真、电子数据传递当事各方还似宜规定所发通知应使用的语文，例 

如使用合同所用语文，或在技术问题方面使用咨询工程师所用的语文。 关于通知 : 

生效的时间，当事各方可釆用两种办法。 他们可规定通知在通知方发送通知时或: 

发送通知时起一段规定时间后开始生效。 或者，他们可规定通知只有在通知送达\ 

被通知方时才生效（见下文第2 5 段 ）。 根据前一种办法，传送机构未传送通知1 

或在传送通知时发生差错的风险由被通知方承担，而根据后一种办法，则这种风险 : 

由发送通知方承担。 当事各方可能认为最好选用一种能提供发送或送达及发送或 

送达时间的证据的传递通知手段。 另一种办法可以是要求被通知方确认他已收到 

通知。

2 0 . 合同似宜规定，除另有规定外，关于通知何时（发送时或送达时）生效的 | 

两种办法哪一种适用于合同所提及的通知。 对于某些通知夹说，似宜作为例外不 ; 

釆用所选定的一般办法。 因此，如果所选定的一般规则规定通知从发送时开时生；



效 ，也仍可规定例如未履约一方应发的通知应从送达时开始生效。 如果一般规则 

规定通知从送达时开始生效，也仍可规定，例如在购买方如不通知承包方工厂有缺 

陷就得不到对缺陷的弥补的情况下，有关缺陷的通知应在发送时即生效。 合同可 

责成购买方在现场派驻一名代表，授权其代表购买方发出和接收通知。

2 1 . 由于承包方有时在建造工厂所在国派有代表，因此，合同可规定购买方给 

承包方的通知可发给该代表，而且规定授权该代表以承包方名义发通知。 这样可 

减少国际传递通知的无把握性《 履行合同期间所需要的一切例行通知可发给该代 

表。 如果该代表在现场，那么可由购买方和承包方的代表在现场共同负责对通知 

作书面记录（如函电记录薄）. 合同还可规定，非例行性的通知( 如中止承担义 

务或终止合同的通知）必须发给当事各方的主营业所才行。

2 2 . 当事各方似宜在合同中明确规定不发通知的法律后果。 第十八章“迟延、 

缺陷和其他不履约” （第 6 5 段 ）谈到了有通知义务的当事一方如不发通知可能带 

夹的法律后果。 本 《指南》中某些章节提到在特殊场合需要或宜于发出的通知， 

并谈到在这些情况下未发通知所会带来的法律后果。 在某些情况下，可要求被通 

知方对通知作出答复。 当事各方似宜规定不作答复将产生的后果。 例如，他们 

可规定，如果将图纸或规格说明送交当事一方认可而他来在一段规定的时期内作答 

复 ，则可认为他已认可这些图纸或规格说明。

定义

2 3 . 当事各方可能认为需对合同中常用的一些关键词或概念下定义。 定义能 

确保每当合同中使用巳下定义的词或概念时都按同一含义予以理解，无需每次澄清 

该词或概念的既定含义。 如果合同需要使用的一词是模棱两可的，则以下定义为 

宜。 合同中所载的定义有时带有限制条件，即该巳下定义的词“除上下文另有规 

定外”.均具有赋予它的含义。这种限制条件是为了应付这样一种可能情况，即已下 

定义的词可能在上下文无意中使用该词之处并不具有定义所赋予其的特定含义。最 

好的办法是由当事各方仔细检查合同，以确保巳下定义的词不论用于何处都具有为 

其规定的含义,从而没有必要附加这种限制条件。



2 4 . 由于定义通常旨在适用于整个合同，因此可在合同主件中将定义一一列出。 

然 而 ，如果需要下定义的词仅在合同的个别条款或章节中使用，那么将定义列入该 

有关条款或章节中可能会更方便些。

2 5 . 在合同中对诸如“合同”、 “现场”、 “承包方的机械与工具”、 “通知 

的发送”、 “通知的送达”和 “分包人”等词下定义可能是有用的。 当事各方似 

宜考虑下列定义并在拟定与他们的合同有关的定义时作为参考：

“合同”： “合同”系由下列文件组成，并在所有这些文件中均具有该含 

义 

(а)
№)

(С)

等

“书面形式”

“通知的发送 

“通知的送达

2 6 . 当事各方在拟定其自己的定义时，可能认为需要考虑本《指南》所裁对建 

厂合同中各种常用概念的说明。 可使用本《指南》索引查找这些说明。

本文件 1

： I
I

： “书面形式”包括电传、电报所载的陈述或其他提供这种：: 

陈述的记录的电讯手段所载的陈述。 7

”：当一项通知恰当池载有收件人地址并送交适当部门以合 

同许可的方式传递时，即为一方发送了通知。

”：当将通知递交一方或将通知投递到按合同规定可投递通： 

知的该方某一地址时，即为向一方送达了通知.



第五章工厂说明和质量保证

提 要

合同必须确切地说明拟建造的工厂或工厂的某一部分。 购 

买方所选择的缔约方法和所采取的缔约程序可确定应由哪一方拟 

订说明待建工程的文件（第 1 湘 2 段 ）。 施工范围和工厂的技 

术特点可在合同主件、规格说明书、图纸和标准中加以反映。当 

事各方应明确规定作为合同组成部分的说明性文件（笫 3 和 4& )。 

工厂或工厂设备的技术特点可以用生产能力而不必援引设计、材 

料和工艺来说明。 但是，对某些项目（如材料），其技术特点 

可能需要援引有关质量要求来加以说明（第 8 和 9 段 ）。

规格说明书可以用技术语言说明拟进行的施工范围以及工厂 

设备和材料的技术特点（第 1 0 段）。 规格说明书可有一般条 

款和特别条款（第 1 1和 1 2 段 ）。规格说明书的性质可因不同 

的施工组成部分而各异（笫 1 3 段 ）。

可以援引标准来确定工程的某些方面的技术特点。 这种规 

定的标准应是国际上接受并广泛使用的。 合同应明确指明适用 

的标准С第 1 4 至 1 6 段 ）。

图纸以图解形式表明工厂的各个组成部分。 在某些情况下, 

购买方提供基本图纸，并责成承包方编制详细图纸，详尽阐明业 

已包含在基本图纸中的技术构想。 合同可以规定详细图纸须 

提交购买方认可（第 1 7 至 1 9 段 ）。

规格说明书和图纸可能不准确或不适当，或彼此不一致。最 

好确定因提供不准确、不适当或不一致的规格说明书和图纸所引 

起的费用应由哪一方承担（笫 2 0 至 2 2 段 ）。

合同可以确定当事一方应将另一方提供的技术文件作为机密 

对待的范围以及泄密的后果о 合同可以规定将承包方提供的技 

术文件的所有权转让给购买方，但限制购买方对它们的使用目的 

(第 2 3 至 2 5 段 ）。

最好对质量保证作出规定，根据这一质量保证，承包方将对 

在合同规定的保证期届满以前所发现并通知的缺陷承担赔偿责任。 

当事各方似宜对承包方根据这种保证所承担的赔偿责任规定某些 

限制（笫 2 6 和 2 7 段 ）。 在确定保证期的合理期限时，可考



虑到各种因素。 最好确定保证期何时起算和在什么情况下可延 

长保证期（第 2 8 至 3 1段 ）。

А. 概述

1 . 工厂合同必须确切地说明拟建造的工厂或工厂的某一部分。 承包方是否 

履行了其建造义务将参照这一说明予以确定（见第十八章“迟延、缺陷和其他不履 

约” ）。 说明可具体列明工厂种类（如：发电站）、施工范围（即，整个工厂或 

是施工的某些方面，诸如土木工程、建筑或设备的供应和安装）以及工厂、设备、

材料和施工服务的技术特点。

2 . 购买方所选择的缔约方法（见第二章“缔约方法的选择”）和所采取的缔 

约程序( 见第三章“承包方的选择和合同的订立”，第 1 段 ）可确定应由哪一方拟 

订说明拟建工程的文件。 例如，如果购买方按统包式合同招标建造整个工厂，他 

将在招标书中说明他要求拟建工厂所应具有的主要技术性能和生产能力。 可以责 

成投标人拟订和提交规格说明书和图纸，按招标书的要求说明他们准备建造的工厂 

的技术特点（见下文第3 段）。 如果购买方选择多项合同缔约法，并由他提供工 

厂设计，他可能需要拟订和提供有关每一单独承包人应进行的建造工作的规格说明 

书和图纸。 向所有各个承包人提供的全部规格说明书和图纸应包含整个拟建工厂， 

不应有任何重叠或遗漏。

В. 合同文件确定施工范围和工厂技术特点

3 . 施工范围和工厂的技术特点可在不同种类的合同文件中予以反映。合同主 

件 （见第四章“起草概述”，第 I I 段 ）可确定拟建工厂种类，并载有对拟进行的 

施工范围和工厂技术特点的一М说明。此外，这一文件还可指明拟进行的施工范围的主 

要组成部分（如建筑、土木工程、需安装的主要设备项目）。可在通常称为“规格说明 

书” С见下文С节 ）和 “图纸” （见下文0 节 ）的合同文件中列入对旅工范围、工 

厂的技术特点和拟使用的施工程序的性质的详细说明。 规格说明书说明设备、材



料和施工服务的技术特点，而图纸则表明对设备、材料和施工服务的计划使用。在 

涉及土木工程和建筑时，合同往往包括另一种文件，它对拟进行的施工范围规定了 

进一步的细节。 合同也可以规定施工应遵守的技术标准（见下文у节 ）。

4 . 上述文件有的主要针对法律问题，有的则集中于技术方面和工程细节。然 

而，所有这些文件在法律上都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们合在一起》确定了施工范围 

和工厂的技术特点。 因此• 当事各方应明确规定它们为合同文件（见第四章“起 

草概述”，第 1 1 段 ）。

5 . 在编制说明待建工程的合同文件时，当事各方应考虑到建厂所在国或设备 

和材料制造国国内任何巳生效的有关工厂、设备、材料和施工程序的技术方面的行政 

性或其他公共性质的强制性规则（见第二十八章“法律的选择”，第 2 2 和 2 3 段)。 

颁布这些规则5 常常是为了确保工厂的安全生产' 环境保护和工厂工作人员的适当 

的工作条件。 除了有关的地方、国家湘国际法律规则及合同条款外，还有关于卫 

生、安全和环境保护的地方、国家和国际标准或业务守则。 当事各方似宜商定承 

包方遵守这些要求。

С. 施工范围

6 . 关于统包式合同或产品到手合同С见第二章“缔约方法的选择”，第 4 至 

8 段 ），为补充对施工范围的一般说明（见上文第3 段 ），可增列一条合同规定， 

责成承包方完成虽未具体说明但就商定的工厂生产能力而言系属必需或正常的全部 

施工。 这一项规定可以避免因谈判中所忽略或认为不值得特别提及的诸如小材料 

应由谁提供或次要施工项目应由谁履行等问题所引起的争端。 仅仅使用“统包”

或 “产品到手”的措词可能不足以加给承包方以这种义务（见第二章“缔约方法的 

选择” ， 第 4 至 8段 ）。

7 . 在聘用不止一个承包人进行建造的情况下，购买方有时似宜在每一承包人 

应完成的施工说明之后加列应由其他承包人完成的施工部分。 列出不由承包人承 

建的施工部分虽非必须，但有时这种反面的说明可以明确各方的任务。 如果由一 

个承包人设计整个工厂，可责成该承包人说明应由其他承包人完成的施工部分，以



使购买方能将这一说明列入与其他承包人所缔结的合同中（见第二章“缔 约 方 法 的 4 

选择”，第 1 8 段 ）。 )

С .工厂、设备、材料湘施工服务的技术特点 !

8 . 工厂或拟在工厂安装的设备的技术特点可以用生产能力而不是援引设计、 ： 

材料和工艺来加以说明。 运用这一方法，承包方就要对工厂或设备未达到一定的: 

生产能力承担责任，而无需由购买方证明这是由于有缺陷的设计、材料或工艺所致о : 

当购买方要缔结一项统包式合同或产品到手合同时，尤宜使用这一方法。 但是，

在聘用若干承包人进行建造的情况下，也可以使用这一方法，每个承包人应建造的 

那部分工厂或应提供和安装的设备，可用生产能力来说明。 根据拟建工厂的类型，I 

生产能力可以用工厂将生产的产品数量和质量、工厂的原料消耗量、动 力 消 耗 量 和 ; 

其他要素来表示。

9 . 对某些项目，特别是建厂所用的材料，也许不可能用生产能力加以说明。

因此，可能需要用技术语言，援引某些有关的质量要求（如钢的强度）来说明材料 

的特性。 使用诸如“一等”、 “最佳质量”或 “最合适”等措词来表明优越的水 

平可能会造成不确定性。 但是，如果某些措词（诸如“新的并至少具备正常的商 

业质量” ）在商业惯例或合同的适用法律中巳有一定程度的固定含义，那么使用这 

些措词是可以的。

Е. 规格说明书

Ю . 有些规格说明书可以用技术语言说明拟进行的施工范围和建厂安装的设备 

和所用材料的技术特点。 其他一些规格说明书则可除此之外说明拟使用的施工程 

序和在施工程序中如何利用设备和材料。 在许多情况下，规格说明书是这两种方 

法的结合。

П . 规格说明书可以有一般条款和特别技术条款。 规格说明书的一般条款，

除内容与合同主件(见上文第3 段 ）对建造工作的一般说明相符外，可 以 更 详 细 一 '



些。 要想为起草规格说明书中的这些条款制定出适用于一切情况的准则是不可能 

的。 但是，规格说明书一般所具有的技术性质将使这些条款比合同主件的说明性 

条款包含更多的技术数据而且在技术上更为精确和详细。 当事各方最好对合同主 

件所载的建造工作说明和规格说明书所列的说明加以对比，以防止出现任何不一致》

1 2 . 规格说明书的特别条款，可以载列对工程每一组成部分的详细技术说明。 

这些条款可以说明将使用的设备和材料的型号与种类、其物理特性和性能特点、以 

及尺寸大小。 有些情况下这些条款具体指明制造过程中应使用的技术，并列明能 

反映所商定的技术特点的其他技术数据。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这些条款具体指明 

承包方将使用的施工程序或建造进程中将遵循的特别顺序，可能是有益的。

1 3 . 规格说明书的性质可能视工程各部分的内容不同而有所不同。 建筑物的 

规格说明书可能需要比土木工程的规格说明书更为详细，因为建造工程的建筑物部 

分包含着大量的小项目。 设备的规格说明书则很可能着重于设备的生产能力。因 

此，规格说明书必须给承包方留有充分余地，供其自由选择适当的设计、制造技术 

和材料，以达到所要求的生产能力。 关于材料，其技术特性有的可能须从外观加 

以规定，有的则可能须从物理或化学特性加以规定。 合同可以要求对某些材料进 

行规定的检査和试验. 以确保它们达到所要求的质量（见笫十二章“制造湘施工过 

程中的检查和试验” ）。

у. #ж

1 4 . 专业工程机构和同业公会往往制定一些准则，要求设备、材料和施工程序 

符合这些准则。 本章把这些准则统称为“标准”。 当事各方将会发现，援引规 

定的标准来确定建造工程各组成部分（如土木工程、设备、材料）的技术特点是很 

方便的。

1 5 . 有些标准已在国际上被接受，并在国际投标和缔约活动中广泛使用。 这 

类标准可能涉及诸如某种设备或材料的质量、内容、尺寸大小、形状、重量、构成、 

包装和检验等事项。 一般来说，采用这类标准是适宜的，因为这科标准就其所管 

事项提供经过试验和检验的准则，并通过统一的试验湘检验程序提供质量保证。



1 6 . 合同中应明确规定所适用的标准，如指明标准的颁发机构和颁发日期。当 

事各方应确知它们所选用的标准是适合于拟建的工厂类型的，因为采用不合适的标 

准会造成工厂缺陷。招标书中规定的标准（见第三章“承包方的选择和合同的订立，, 

第 1 5 至 1 8 段 ）应该是国际上所接受的，并是购买方所在国所熟悉的。 规定国 

际上不接受的标准可能会排除某些地区的承包人参加投标，规定购买方所在国所不 

熟悉的标准， 则会减少雇用该国分包人或使用所在国材料的可能性。

а. 图纸

1 7 . 图纸以图解形式表明工厂的各个组成部分，有时同时表明整个工厂的全氣 

如果购买方负责提供图纸，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购买方在缔约前（如与招标 

书一起）提供的图纸对进行施工来说不够详尽，所以必须进一步提供图纸。 在这 

种情况下，可责成购买方在签订合同后提供更为详细的图纸。 这些进一步提供的 

图纸应与以前提供的图纸一致，否则新的图纸可视作变动安排（见第二十三章“变 

动条款”，第 3 段 ）。

1 8 . 在某些情况下，尽管应由购买方提供基本图纸，但合同可责成承包方编制 

详细图纸或“车间”图纸（即详细叙述巳包含在基本图纸中的技术构思的图纸）。 

合同可规定承包方应编制的此类详细图纸不得偏离基本图纸о 为了对承包方的工 

作进行适当控制，有时最好责成承包方将所有详细图纸提交购买方。 合同可以规 

定购买方有权要求修改详细图纸使它们符合基本图纸，并有权要求任何已根据不一 

致的详细图纸所进行的工程重新进行施工，以便符合基本图纸。 合同最好确定， 

承包方提交的详细图纸是否需经购买方认可后方可由承包方据以执行。

1 9 . 如果合同要求购买方认可详细图纸，可以责成购买方在向他提交图纸后的 

一段规定时间内通知他的认可意见（如果他认可图纸〕。 如果他未能这样做，他 

当对延迟履行这一义务负责（见第十八章“迟延、缺陷和其他不履约”，笫 6 5 和

6 6 段 ）。 合同可以规定，购买方一旦认可图纸，他只有按合同中有关变动的条 

款要求对图纸作更改的权利С见第二十三章“变动条款” ）。 如果不要求购买方 

认可图纸，则合同可以规定，购买方未对详细图纸提出异议，不能视为购买方同意



这些图纸中偏离基本图纸之处。

H . 对规格说明书和图纸不准确、不适当和 

不一致应承担的责任

2 0 . 当由购买方提供规格说明书和图纸时，可以责成承包方对规格说明书和图 

纸进行分析，以犮现其中所载资料是否有不准确或不适当之处，或者彼此是否有不 

一致之处。 合同可以规定，如果承包方未能在他发现或理应发现规格说明书和图 

纸中的任何不准确、不适当或不一致之处以后的一段规定的或合理的期限内将这些 

情况通知购买方，则承包方应负赔偿责任。 合同可以责成购买方偿付承包方对其

未发现或按情理不可能期待他发现的不准确、不适当或不一致之处进行所需纠正或 

更改而合理承付的费用。 如有按情理不能期待承包方发现的缺陷，但宪造工程却 

由于这种缺陷而必须停工时，合同应规定承包方有权要求赔偿他因这些缺陷包括中 

断履约所支出的合理费用，并有权要求延长竣工时间。

2 1 . 如果由承包方提供规格说明书和图纸，合同可以规定由他承担因不准确、

不适当或不一致之处而需进行的一切纠正和更改所造成的费用。 此外，如果因此 

而造成承包方延迟履约，他还须就延迟履约向购买方承担责任（见笫十八章“退延、 

缺陷和其他不履约”，笫 1 7 至 2 5 段 ）。

2 2 . 在某些情况下，图纸可由当事各方联合编制，他们似宜考虑如何改正图纸 

中的错误和如何分担对这些错误的赔偿责任。 如果当事各方分别编制图纸的不同 

部分，合同可以规定，每一方对他所编制的图纸部分中的错误承担责任。 如杲整 

个图纸是联合编制的，合同可以责成当事各方共同改正错误，并均摊承付的费用。

I . 规格说明书、图纸和其他技术文件的保护

2 3 . 当事各方有时希望对某些规格说明书、图纸或其他技术文件的内容保密。 

当事各方所在国现行的行政性或其他公共性质的强制性规则可能限定对当事一方施 

加保密责任的程度。这些规则也可责成当事各方向购买方所在国或承包方所在国政



府当局透露文件的内容。 要想对某些文件保密，最好在合同中明确规定这些文件， 4 

明确机密程度和保密期限以及允许披露的程度。 当事各方似宜商定，即 使 合 同 终  ̂

止，保密义务在一定时期内依然有效。 合同可以规定，购买方有权向聘用来完成： 

施工、弥补工厂缺陷（见第十/V章 “迟延、缺陷和其他不履约” ）、或维修工厂(见 1 

笫二十六章“建造后备件和服务的提供” ）的人员在其履行职责所需范围内披露机' 

密文件的内容，但是这些人必须向购买方承诺，他们将不向第三者披露这些内容。

2 4 . 合同可以规定，承包方须将为了表明施工范围和工厂技术特点而交绐 购 买 — 

方 的载有规格说明书、图纸和其他技术数据的文件的所有权转让给购买方。 购 买 ： 

方可能在以后对工厂进行维修时需要这些文件。 由于承包方可能对文件的内容享 

有工业或其他知识产权，当事各方似宜规定，购买方只有在维修合同所规定的工厂 

时才有权使用这些文件，但不能用于建造其他工厂。

2 5 . 当事各方似还宜对违反有关保密义务（见上文第2 3 段 ）或购买方为了本 

无权使用文件的目的而使用文件（见前段）的后果作出规定。 遭受损害的当事一 

方有权要求损害赔偿。 如果违约现象发生于工程竣工之前，遭受损害的一方还可 

有权在某种情况下终止合同（见笫十八章“迟延、缺陷和其他不履约” . 第 6 5Ш 。

八 МШЖ'

2 6 . 合同最好对质量保证作出规定。根据质量保证规定，承包方对在合同规定 

的保证期届满之前发现并通知他的工厂缺陷和随工厂一起提供的技术文件的不准确 

或不适当之处承担赔偿责任。 保证范围可以包括整个工厂或只包括工厂的一部分， 

这取决于承包方承建的是整个工厂还是工厂的一部分。 什么构成工厂的缺陷，当 

承包方根据保证承担责任时购买方有什么补救办法，以及保证期满后是否还存在任 

何责任，这些问题均在第十八章“迟延、缺陷和其他不履约”中论述。

1 . 保证范围的限制

2 7 . 当事各方拟宜商定，如果在保证期内由于下述原因，工厂未能按合同规定



运转时，承包方不承担保证项下的责任：

( a )正常磨损；

( b )购买方或他所聘用的人员对工厂进行错误操作或维修，除非这种错误 

操作或维修是由于承包方关于操作或维修所作的不正确指示所造成的;

(⑴购买方提供的有缺陷的设计、设备或材料或所作的不正确指示；

則购买方或他所聘用的人不经承包方同意擅自对工厂进行不恰当的修理 

或更改。但是。如果合同规定购买方有权由承包方承担费用和风险而 

聘用另一位承包人对工厂缺陷进行修理（见第十八章“迟延、缺陷和 

其他不履约”，笫 3 6, 4 0 和 4 7 段 ），则合同可以规定，承包方 

应对新承包人的不恰当修理所造成的工厂的缺陷承担保证项下的责任:

⑷发生造成工厂灭失或损坏的事件，而这种灭失或损坏的风险是由购买 

方承担的（见第十四章“风险的转移” ）。

2 . 保证期

(a) 保证期限

2 8 . 在确定保证的合理期限时，应考虑到各种因素，如工厂的性质（特别是工 

厂所安装的设备的复杂程度〕和发现缺陷的困难程度。 当事各方似还宜考虑国际 

贸易惯例一般对同类型工厂或具有类似特点的工厂通常规定的保证期限。如果购买 

方要求保证期长于正常期限，他得支付较高的价款。 关于某些类型的工厂，对工 

厂不同部分规定不同的保证期Р艮是合理的。

(b) 保证期的开始

2 9 . 如果整个工厂由单一承包人承建，保证期可从购买方验收工厂之日起算。 

也可以从购买方接收工厂之日起算。 如果工厂由若干承包人承建，而且某一个承



包人承建的部分（如发电站）已可投入运转，并在工厂的其余部分竣工前已对该部！ 

分进行了性能试验，那么，保证期就可以从购买方接收或验收工厂的该部分时起算| 

(见笫十三章“竣工、接收和验收”)。 如果在整个工厂工程竣工以前不可能使该 

部分运转或对它进行性能试验，则可以规定，有关该部分的保证期从整个工厂接收： 

之日起算。 但是，承包方可能不愿意将保证期推迟到整个工厂接收之日才起算，

因为这样可能由于另一个承包人的迟延而使承包方要对缺陷负责的期限延长。 解 

决这一困难的一个办法是，在工厂该部分的正常保证期之上加上其余工程竣工的估： 

计期限，并规定，该部分的保证期将为两个期限的总和，从承包方承建该工厂部分： 

的竣工之日起算。 如果采纳这一办法，就不会由于另一个承包人未履约造成整个 

工厂延迟竣工而导致保证期的延长。 解决这一困难的另一个办法是在合同中规定， 

工厂该部分的正常保证期从整个工厂接收或验收之日起算，但保证期不超过合同中 7 

规定的一个较长的期限，这一期限从承包方承建的工厂部分竣工之日起算，长于正 

常的保证期。

(С) 保证期的延长

3 0 . 合同可以规定，如工厂因保证范围内的缺陷而不能运转，保证期应延长，

延长的时间等于工厂因该缺陷不能运转的时间。 如果整个工厂的各个部分都不能 

运转，延长整个工厂的保证期；如杲只有工厂的一个部分不能运转，则延长这一部 

分的保证期。 如果有缺陷的设备或材料经过修理或更换，则可以对经过修理或更 

换的设备或材料起算新的保证期。 如果由于设备或材料的缺陷，工厂不能运转，

新的保证期从经过修理和更换后工厂可以运转之日起算о 如果尽管设备湘材料有 

缺陷，但工厂仍可运转，新的保证期则可从修理或更换之日起算。 合同可以确定 

新的保证期限。 当事各方似宜考虑是否最好应商定任何新的保证期都不得超过一 

个最长期Р艮、该期限从有关设备或材料的最初保证期开始之日起算。



3 . 制造商的保证

3 1 . 如果工厂安装的设备不是由承包方而是由笫三者制造的，那些制造商应就 

这些设备向承包方提供保证，其期限应长于承包方就他所承建的工程向购买方提供 

的保证。 可以责成承包方向购买方通报关于制造商提供的这种保证的内容和期限, 

并向购买方转让承包方在这一保证项下的一切权利。 如果根据适用法律不允许进 

行转让，当事各方似宜商定，承包方就制造商保证范围内的设备向购买方提供的保 

证不得在制造商保证期满以前满期。

笫五章注

1 说明性条款

“⑴承包方保证，在保证期内，工厂将能够按合同规定运转，所有附属于或 

构成工厂一部分的一切设备、材料和其他用品将符合有关设备、材料或 

其他用品的图纸、规格说明书和其他合同条件，而且，由承包方提供的 

一切技术文件均正确和完整。

^ 2 ) 承包方只对购买方在保证期届满前通知他的工厂、设备、材料或其他用 

品的缺陷或技术文件中的不准确和不适当之处承担责任。

“( 3 )如果在保证期内由于下述原因工厂未能按合同规定运转时，承包方不承 

担本条第(1)和⑵款项下的责任：

— 正常磨损；

— 购买方或他所聘用的人员对工厂进行错误操作或维修，除非这种错误操 

作或维修是由于承包方关于操作或维修所作的不正确指示所導成的：

— 购买方提供的有缺陷的设计、设备或Ш 或所作的不正确指示：

一购买方或他所聘用的人对工厂进行不恰当的修理或更改，除非这种修理 

或更改的进行是经承包方书面同意的；

一发生造成工厂灭失或损坏的事件，而这种灭失或损坏的风险是由购买方 

承担的。

“⑷ 保 证 期 从 〔验收〕〔接收 〕工厂之日起算，持续……（指明时限上

“( 5 )凡工厂由于保证范围内的缺陷而不能运转的任何期间停止计算保证期。 

如果只有工厂的一个部分不能运转，则停止计算该部分的保证期。



如果由于设备或材料有缺陷工厂不能运转，而有缺陷的设备或材料巳经 

过修理或更换，则经过修理或更换的设备或材料的新的保证期从经过修 

理或更换后工厂可运转之日起算。 如果尽管设备或材料有缺陷，但工 

厂仍可运转，则经过修理或更换的设备或材料的新的保证期从修理或更 

换之日起算о ”



第六章技术转让

提 要

购买方要求了解工厂生产所必需的工艺过程并得到工厂运转 

矛口维修所必需的技术资料如技能。 向购买方传授这种知识、资 

料和技能常称之为技术转让（第 1 段 ）。

对于转让技术和履行建造工厂所必需的其他义务，可采取不 

同的合同安排（第 2 段 ）。 技术转让本身也可以有不同的方式, 

例如，工业产权许可（第 3 段）、成立当事各方的合资企业(第

4 段）或提供机密的专有技太（第 5 段 ）。 工厂运转湘维修所 

必须的资料和技能可以通过培训购买方人员或通过资料文件来传 

授 （第 6 段 ）。

说明技术的方式，取决于所采取的合同安排（第 1 1 段 1。 

在决定对购买方使用技术是否要加以各种К制时.当事各方应考 

虑有关施加这种限制的强制性立法，并应力求做到谈判的条款是 

均衡的. 而且只施加那些为保护当事各方的合法权益所必需的限 

制。 （第 1 2 至 1 6 段 ）。

承包方提供什么样的保证，取决于所采取的合同安排。 根 

据某些安排，可能不需要单独的技术保证，而根据其他安排，可 

以提供有条件的保证• 即保证使用该技术将使工厂按照规定的 

参数运转，但是必须满足某些条件（第 1 7 段 ）。 所转让的技 

术的价款，通常确定为一次总付价款，也可以采用专利使用费的 

形式（第 1 8 至2 0 段К

当事各方似宜在合同中写入承包方保证在使用所转让的技术 

时不会因使用该技术而侵犯第三者的工业产权，以致引起第三者 

提出索赔要求（第 2 1 段 ）。 当事各方似宜指定在有第三者提 

出索赔要求的情况下，彼此应遵循的程序、以及双方的权利如义 

务 （第 2 2 段 ）。

承包方希望责成购买方对所提供的专有技术实行保密。 合 

同应明确规定保密的程度相范围，并对购买方可能有理由需要向 

第三者披露专有技太的情况作出规定（第 2 3 湘 2 4 段）。

在起草有关培训购买方人员的合同条款时，所涉及的问题可 

包括受训人员的种类和人数、他们应具备的资格、挑选受训人员



的程序、受训的地点以及培训的期限（第 2 7 至 2 9 段 ）。

应明确规定承包方的培训义务。 可责成承包方聘用具备适 

合于进行培训工作的资历和经验的培训员（第 3 0 段）。 合同 

还应确定有关培训的支付条件（第 3 1 段）。

如果技术资料湘技能是通过资料文件提供的，合同可写明以 

下问题：应提供的文件种类、解释文件所需进行的示范以及提供 

这些文件的时间等（第 3 3 和 3 4 段 〕。

А. 概述

1 . 拟建造的工厂将包含为工厂制造其形式适合于使用或销售的产品所必需的 

各种工艺过程。 购买方往往希望取得这些不同的工艺过程及其应用的知识。 购 

买方还希望得到工厂运转相维修所必需的技术资料湘技能。 即使购买方拥有7粟建 

工厂某些部分（例如，建筑、土木工程) 的基本能力，他也可能需要取得适合于建 

造有关工厂的特定工艺过程的知识。 向购买方传授这方面的知识、资料湘技能， 

當常称之为技术转让。

2 . 应当指出，提供技术和履行建造工厂所需的其他义务，可采取不同的合同 

安排（见第二章“缔约方法的选择”）。 例如，购买方可选定这样一个承包人， 

他既能提供拟建工厂将采用的技术，又能建造工厂或将采用该技术的那一部分工厂。 

或者，购买方可就技术的提供签订一项合同，并就建造采用该技术的工厂另签订一 

项或多项单独的建厂合同。

3 . 技术转让可采取不同的方式。 它可以通过授予许可证的方式允许使用属 

于不同形式工业产权的工业产品或工艺э 多数法律制度都规定，工业产品或工艺 

可按某些条件进行登记，从而受到登记国领土范围内现行的有关工业产权的法律的 

7豕认湘保护。 工业产权所有人拥有利用属于工业产权的产品或工艺的专有权3 工 

业产权常见的一种形式是专利。 根据许多国家的法律制度，犮明某种产品或工艺 

的人可向国家法律指定的政府机构提出申请，请求授予他一项在本国保护该发明的 

专利。 一旦获得了某项专利，在该法律制度确定的一段时期内，作为该项专利标 

的的这项发明，只有经专利权人的同意才可在该国内加以利用。 一个人可向不止



一个圆家申请专利。 多数法律制度还承认其他形式的工业产权》 例如，用以识 

别货物如表明来源（如来自某一特定制造厂商）的一秭独特标记，可以作为商标经 

过注册而受到保护。 受保护的商标未经商标权人的同意，他人不得使用。 在这 

种情况下，技术转让应与商标许可证结合进行。 专利权人或商标权人，可以给予 

购买方以专利或商标许可证（即按许可证的条件，允许购买方使用专利标的或商标， 

而收取一定的报酬к 一些法律制度承认其他形式的工业产权，诸如实用模型命 

工业设计。

4 . 如要确保承包方在产品或工艺方面向购买方全面地永久地转让技术，办法 

之一就是双方建立一个合资企业以经营工厂。 第二章“缔约方法的选择，”第 26 

至 3 1 段述及承包方和购买方的合资企业的一些益处。 如果技术转让对购买方十 

分重要，则购买方应在早期阶段调査研究各种合资企业形式中某一种形式的可行性。

5 . 某些生产工艺可能只为一个或少数几个企业所知道。 这些企业可能并不 

希望或未能按照有关工业产权的法律进行注册来保护这种生产工艺。 相反，它们 

可能对这种知识进行保密。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向购买方提供这种知识（一 

般称作专有技术）来 进 行 技 术 转 '这种转让通常以购买方实行保密为条件（见 

下文第2 4 和 2 5 段 ）。

6 . 承包方可以通过培训购买方的人员(见下文в节 ）或通过资料文件(见下 

文Е节 ）来传授工厂运转和维修所必须的资料湘技能。 应指出的是，本段和以上 

几段所提到的技术转让的不同方式可以结合使用。

7 . 本 《指南》无意全面探讨与工业产权许可或专有技术提供有关的合同谈判 

和起草问题， 因为这一问题已在联合国某些机构发行的出版物中作了详细探讨。 2 

本章只指出在建厂合同载有关于工业产权许可或专有技太提供的条款时，当事各方 

似宜处理的某些重大问题3

8 . 当事各方在起草有关技术转让的合同条款时，应考虑到购买方相7果包方所 

在国家有关这种转让的现行的强制性法律规则。 5可能有专门的法律直接管制技术 

转让。 其中有些法律条例禁止或限制转让某些种类的先进技术  ̂ 违反这些禁止 

或限制的合同均属无效或不得强制执行。 根据某些法律条例，凡涉及技术转让的 

合同须经政府机构批准方能生效。 政府机构执行国家技术政策， 要求合同载有转



让承包方所拥有的某些形式的技术（例如，可提高购买方国家生产力的技术）的条 

款或要求删除或修改转让其他形式的技术（例如，本国已有相当于拟转让的技术）

的条款。 未经批准的合同或合同条款均属无效或不得强制执行。 此外，有些法 

律条例往往规定，凡技术转让合同条款限制各实体之间的竞争或阻碍一国技术发展 

者，即属无效或不得强制执行（见下文第1 2 段 ）。 有些法律条例还可管辖技术 

的定价。 例如，可能要求对技术转让的每一成分单独定价，或规定应付价款的幅 

度或支付方式（如，计算使用费的方式）。

9 . 对于技术转让也可能有间接的管制，如对于包含某些种类技术的设备不发 

给出口或进口许可证，或者根据外汇管制条例，拒绝对技术付款。 即使购买方国 

家的法律，为了购买方的利益，对技术转让进行强制性管制，也可能需要合同条款 

对技术转让作补充，以确保购买方将获得使工厂运转所需的知识命技能，使之达到 

合同规定的性能参数， 如果购买方国家的法律不管制技术转让，那么技术转让的 

合同条款将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1 0 . 如果与购买方进行谈判的投标人或企业（见第三章“承包方的选择如合同 

的订立”）提出了反映不间的工艺建造工厂的各种报价，那么，购买方应确定哪一 

种工艺最适合其需要和当地条件。 不太尖端或较老的技术，可能更为合适，尤其 

是如果可以较低廉的价格获得的话

В. 许可证和专有技术条款所共有的问题

1 . 技术说明4

1 1 . 在一些情况下，合同可能需要载有精确而全面的技术说明。 例如> 如果 

购买方采用多项合同缔约法，即同一个企1 就技术提供如使用该技术所必需的一些 

设备的供应湘安装签订合同，又与其他企业就履行建造工厂所需的其他义务（例如， 

提供工厂设计、土木工程或建筑）签订合同，那就可能需要这种技术说明。 即使 

由单一的承包方履行建造工厂所必需的全部义务（例如，统包式合同〕，如果购买 

方要求使用某项特定的技术，那么也可能需要这种技术说明。 但是，在某些情况



下，购买方可能宁愿主要从工厂建造方面来规定统包式承包人的义务，即要求工厂 

在投产后，将达到某些性能参数（例如，生产合同所规定的一定数量湘质量的货物)。 

在这秭情况下，一般性技术说明就足够了，而且可要求承包方提供此项说明，因为 

他特别了解他所提出的工厂拟采用的技术。

2 . 使用技太的限制条件

1 2。承包方有时可能准备只有在购买方接受某些限制条件的情况下才转让技太， 

即限制购买方对该技术的使用釦对使用该技术所生产产品的支配。 在许多国家中， 

有些限制条件是受到强制性法律规则管辖的（例如，宣布无效或不得强制执行等）， 

不仅因为这些限制条件可能为购买方造成困难，而且还由于这些限制条件可能与公 

共政策相冲突（例如，这种限制条件可能抑制竞争或阻碍本国技术能力的发展П 

在区域一级，也有根据本区域范围内现行的公共政策管辖这些限制条件的法律规则。 

在全球一级，也正在力图制订一些标准，使之适用于国际技术转让交易中提出的限 

制条件。 5本章不准备就拟订限制条件提出规范化建议，只是叙述一下在建厂合同 

范围内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几项限制条件及其对当事各方的利害关系。 当事各方 

最好力求做到谈判的条款是均衡的，而且只施加那些为保护当事各方的合法权益所 

必需的限制》

1 3 . 承包方可能力图列入一项条款，责成购买方从承包方或承包方指定的来源 

购买工厂生产产品所需的某些或全部原材料或半成品。 例如，当该工厂生产的产 

品在第三方的思想上可能与承包方联系起来（例如，产品带有承包方的商标等）а 

而产品的质量又取决于产品生产所用的材料或物品的质量时，承包方就可能力求列 

入这种条款。 其次》如果产品是由承包方买下或供应承包方的客户的，则承包方 

似宜防止产品质量下降。 但是，这种条款会不利于购买方（例如，购买方也许能 

从其他来源以更有利的条件获得与承包方愿意供应的同等质量的材料或物品）。有 

一种条款可以调和这种利益冲突，例如，责成购买方须从承包方购买材料或物品，但

是另一方面，也责成承包方须以不亚于他向他的其他任何客户提出的条件，或以不 

亚于购买方可从另一来源获得同等质量的材料或物品的条件，提供材料或物品 _̂



1 4 . 承包方可能力图列入一项条款，规定购买方不得对该项技索进行适应性改 

造或革新》 7?(包方之所以会力图列入这种条款，是由于他担心购买方的改造和革 

新会降低使用这种技太所生产的产品质量，从而会对他产生不利影响（见前段）。 

但是，购买方可能希望对该项技术进行改造以适应当地条件，加以革新以降低生产 

成本，即使这种改造或革新会使产品质量略受影响，也仍希望这样做。 这种产品 

质量受影响与购买方的需要相比可能是无足轻重的。 有一秭条款可调湘当事各方 

上述利益，例如，规定如果工厂生产的产品要带有承包方的商标，则购买方未经承 

包方同意不得对该项技术进行适应性改造或革新3

1 5 . 承包方可能力图列入一项条款，责成购买方将购买方在使用该技太过程中 

所作的任何技术改良告知承包方这种条款可能对购买方有一定的不利之处„ 这 

会阻碍购买方在该有关技术领域内与承包方竞争，因为这将使承包方的技术知识水 

平能始终保持不低于购买方的技术知识7К平。 如果除责成购买方将技术改良告知 

承包方以外，还责成购买方不向第三方公开这些技术改良，则购买方就不能充分实 

现技术改良的全部商业价值 如果告知技术改良而得不到承包方就此支付的报酬. 

则承包方就可利用购买方而获益。 由于技术转让的当事各方通常都关心获得对方 

对该技术所作的改良，因此合同可责成当事一方将他对技术所作的改良告知对方， 

而另一方面，责成获悉改良的当事方支付合理的报酬。 另外一种可能采取的办法 

是由当事各方就共同研究以改良技术作出安排。

1 6 . 承包方可能力图列入一项条款，限制购买方向合同中具体指明的国家出口 

使用该技术制造的产品.他以前可能已经把机密的专用技术提供给这些指定的国 

家中的一些企业，同时向它们承诺如他再向其他人提供这种专有技术，他将确保后 

者不在这些指定的国家中参与竞争。 或者，承包方以外的一个企业，也可能在这 

些指定的国家享有涉及同样技术的工业产权，如果购买方向这些指定的国家出口上 

述产品. 便会导致对承包方提出诉讼。 购买方本身可能原则上也对限制出口感兴 

趣，因为他可能希望承包方限制其他人向购买方本国出口使用同一技术制造的竞争 

产品。 另一方面. 购买方也许想争取在本国市场饱和之后出口的可能性。 有关 

限制性商业惯例6命技术转让的强制性法律规则在出口限制方面尤有关系。 当事 

各方可能会发现，最好能考虑到这些规则，约定一项公平的条款。 例如3 在对购



买方就某些市场施加出口限制的同时.也可能专门为他保留着其他出口市场。

3 . 保证 7

1 7 . 如果采用统包式合同方法，并主要从工厂建造方面来规定承包方的义务，

即工厂投产后将达到规定的性能参数（见上文第1 1 段 ），则不需要单独提供技术 

保证，因为对工厂运转的保证本身就要求承包方提供合适的技术。 但是，如果采 

取多项合同缔约法（见上文第1 1 段 1 ，技术供应人可能不愿意对工厂运转提供保 

证，因为工厂是否能按照规定的参数运转将取决于其他企业是否恰当履行其建造义 

务。 在这种情况下，可要求技术供应人保证，使用该技太将使工厂能按照某些规 

定的参数运转，但是必须按照他规定的条件利用该技术建造工厂（如，使用一定的 

施工方法、标准、部件如原料；工厂使用某一设计；提供一定的生产条件）。 第 

五章“工厂说明和质量保证”论述对工厂运转的保证，以及诸如保证的期限、开始 

相延长以及排除在保证范围之外的缺陷等问题。

4 . 技术费用的支付6

1 8 . 转让技术的价款通常按一次总付价或使用费的形式予以确定 单位定价 

法（见第七章“价款湘支付条件， ”第2 5 至 2 7 段 ）是不适宜的，因为不是按单 

位提供的。 如杲承包方从第三者获得技术，当事各方在某种情况下似宜采取费用 

偿还法，并规定获得技术所支付的费用由购买方偿还，伹是这些费用不得超过规定的 

限额（对照第七章“价款湘支付条件， ”第 1 5 段 }。

1 9 . 如果采用一次总付法，应在签订合同时确定价款总额，一次或分几次付清。 

提供专有技术的价款往往一次总付。 如果釆用使用费的办法，可以参考使用转让 

的技术所获的某些经济效果来确定应付的价款（即使用费）。 例如，往往参考生 

产 、销售或使用该技术所获的利润等情况确定使用费。 如使用生产量作为参考因 

素，使用费可按所生产的每一单位或数量( 如每吨或每公升）的固定数额予以确定 

当使用销售量作为参考因素时，使用發可确定为销售价的某一百分比。 无论使用



哪种办法，都需对生产、销售价格或利润的含义有谨慎的定义。

2 0 . 计算价格的每一种方法都各有利弊，9 取决于合同所涉及的经济情况。例 

如 . 如果使用费在一段长时间中支付，在这段时间中经济状况可能发生变化，影响 

销售量，从而影响应支付的使用费。 这两种方法可以结合使用（如开始为一次总 

付* 然后支付使用费）。

5 . 第三者的权利要求丨。

2 1 . 购买方似宜在合同中列入承包方的一项保证，即保证使用所转让的技术将 

不会导致因使用这种技术可能使其工业产权受到侵犯的第三者向购买方提出权利要 

私  例如采用所转让的工艺，或销售采用该工艺制造的产品或建造工厂本身都可 

能构成侵权。 承包方似宜在合同中列入购买方的保证：如果承包方须按照购买方 

提供的设计来制造设备，这种制造将不侵犯第三者的工业产权。 由于对有无任何 

第三者对所转让的技术拥有工业产权，很难进行世界范围的调査，供应人一般仅保 

证：使用所转让的技术将不会侵犯具体指定国家中的第三者的权利。

2 2 . 当事各方可能希望规定如有第三者声称其工业产权受到侵犯或声称当事各 

方的工业产权无效时应遵循的程序。 则当事各方应在得悉任何这种权利要求时立 

刻通知对方。 如因转让技术向技术的受让人提起诉讼，供应人应在受让人进行辩 

护方面提供帮助，例如，承担辩护费用、提供法律咨询，或者出示供应人工业产权 

有效性的证据等。 当事各方可能希望确定诉讼进行期间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例如 

当事各方可以规定诉讼期间购买方暂停支付专利权使用费）。 他们还可以规定， 

如果第三者胜诉，而且供应人违背了他作出的使用所转让的技术不侵犯第三者的权 

利的保证（见前段），应停止支付专利权使用费，已经支付的使用费应该退还，或 

者应提供经过修改的技术，这种技术不侵犯第三者的权利，也不影响合同规定的工 

厂运转能力。 "

С .专有技术条款所特有的问题: 保密 12

2 3 . 承包方通常要求对其所提供的专有技术保密（见上文第5 段 ）。 他可能



在两个阶段要求实行这种保密。 首先，他可能在谈判过程中向购买方提供某些专 

有技术，以便使购买方能决定他是否愿意签订合同，并就合同条款提出建议。 他 

会要求购买方对这种专有技术保密。 其次，如果签订了合同，承包方将要求对其 

后提供的追加专有技术保密。 为了荻得这些结果，根据某些法律制度，当事各方 

也许有必要在谈判开始之前缔结一项协议。 根据该协议，购买方保证对谈判过程 

中提供的专有技术保密，其后如果谈判导致签订合同，则在合同中列入保密条款。 

然而，其他法律制度规定参与谈判的当事各方在谈判过程中有义务遵守诚信，这些 

义务要求购买方保守机密。 如果适用法律规定遵守诚信的义务*购买方似宜考虑 

他是否有必要用保守机密的合同义务来补充这些义务。

2 4 . 合同条款在多大程度上可规定购买方有义务实行保密，这一点受购买方所 

在国的强制性法律规则所管辖。 有关保密的合同条款所处理的问题包括明确规定 

应予保密的专有技术、保密期限（如一段固定时期）以及允许透露的范围（例如， 

允许在指定情况下或向指定的人员透露）。 当事各方可规定，应予保密的专有技 

术一旦公开，保密义务，如同支付专利使用费义务一样，即告结束。 当事各方似 

还宜规定，例如，应允许购买方雇用来监督施工的工程师为行使有效监督接触专有 

技术。 当事各方似再宜规定，如果购买方因承包方不履约或因承包方由于免责障 

碍不能竣工（如承包方所在国的条例阻止出口某种设备）而终止合同，而购买方希 

望雇用另一承包人来完成施工，那么购买方可向该另一承包人披露为完成施工所必 

需的那一部分专有技术с 然而，购买方应在向该工程师或另一承包人披露专有技 

术之前得到他的保证，即他将不向其他人披露此项专有技术。

2 5 . 在某种情况下，可能需要对承包方规定保密义务（如购买方将对技术的改 

进通知承包方时）。 合同可以列入为此目的制订的合同条款о 在制订要求购买 

方保密的合同条款时所应考虑的问题（见上文第2 4 段 ）也可能适用于制订这种合 

同条款。

С. 培训人员

2 6 . 培训购买方的人员是向购买方传送工厂的正常运转和维修所必需的技术资



料和技能的最重要的方法。 为使购买方能够决定其在培训方面的要求，购买方可 

在招标书或合同谈判中请承包方向他提供表明工厂运转和维修所需人员的组织机构 

图 ，包括人员必须具备的基本技术条件和其他条件（并见第二十六章“建造后备件 

和服务的提供”）。 这一项人员条件的说明应十分详细足以使购买方能够按他现 

有人员情况确定所需的培训范围。 承包方往往具有提供培训的能力。 但是在某 

些情况下，可由咨询工程师或专门培训机构来更有效地进行培训。

2 7 . 合同最好确定应接受培训的雇员的职类、受训的人数和培训的期限。 合 

同还最好确定某一特定职位的受训人员所必须具备的资历（例如，受教育情况、语 

言能力. 技术专长、工作经验）。 如果在合同中没有就这些条件达成协议，那么 

承包方就有理由将培训的失败归因于缺乏有关的资历。 当事各方似还宜规定受训 

人员应由当事各方共同挑选。 尽管有这些程序，在培训期间，承包方可能发现培 

训某一受训人是不可行的。 在这种情况下，承包方应在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通知 

购买方，并提供证据证明。 此后当事各方应进行磋商，以求得出合适的解决办法。

2 8 . 最好明确规定承包方对各类受训人员在培训方面的义务。 在这方面，合 

同应责成承包方向购买方提供一项培训方案，该方案将使受训人员能够荻得在工厂 

的运转和维修中正确履行职责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 这个方案可列入一个与施工 

时间表相协调的培训时间表。 当事各方可规定，应在商定的竣工时间完成培训。

方案还应说明将进行的培训的性质。 合同可规定，这个方案应由购买方核准о可 

以责成购买方若没有适当的理由不得在实施培训方案期间调离受训人员。

2 9 . 培训常常需要在现场和国外进行。 可规定在国外进行培训的地点。 虽 

然这些培训地点通常是承包方的制造地点，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可能只有第三者

( 例如，设备供应人) 的工厂才可提供适当的训瓠 在这种情况下，可责成承包 

方将受训人员安排到这些地方去。 最好规定培训应考虑到受训人员今后在购买方 

本国将遇到的操作条件。 当事各方还似宜规定应向国外受训者和在购买方国家提 

供培训的培训者提供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在国外进行培训时承包方应协助获取必 

要的签证、入境许可或工作许可。

3 0 . 合同可责成承包方聘用具备适合于进行培训工作的资格和经验的培训员， 

并在开始培训之前，将培训员的这种资格和经验通知购买方。 在制订培训义务时,



当事各方似宜考虑到有关雇用受训人员的法律规则，这些规则也许规定了受训人员 

必须具备的资格和经验。 如果当事各方签订了产品到手合同（见第二章“缔约方 

法的选择”，第 7 段 ），应责成承包方在试验期间证明购买方的职工能使工厂顺利 

运转。 这种义务的结果应是承包方必须向购买方人员提供便工厂运转所必需的培 

训。 根据这一缔约方法，就可不必规定承包方的具体的培训义务。

3 1 . 在某些情况下，购买方的人员可能只需要少量培训，例如使其在现场熟悉 

工厂运转和维修的程序。 当亭各方可能希望商定，对于这种培训不应支付任何款 

项 ，因为这是承包方提供和建造工厂的辅助义务。 在需要进行较广泛培训的情况 

下 ，培训费用可以包括在为建造工厂所收取的总价款中，但须单独确定，也可单独 

收取。 这种价款可以分期偿还（如先预付某一百分比，在执行培训方案期间再付 

某一百分比.在证明业已完成该方案后付清余额）。 培训方案可能会涉及其他一 

些费用（如受训人员在承包方所在国的生活费用、或者承包方的培训员在购买方所 

在国的生活费用等），最好解决费用的分摊问题。 合同可规定，培训费用中所涉 

及的在购买方所在国支付的那一部分费用应用该国的货币来支付。 （见第七章“价 

款和支付条件”，第 3 5 段 ）。

3 2 . 由于实际原因，也许不能在签订合同时解决培训方面可能产生的一些问题 

( 例如开始培训的日期，或培训期限等）。 当Ь各方似宜商定，这些问题应由当 

事各方在签订合同后的一段规定时期内加以解决。

Е. 提供资料文件

3 3 . 工厂的正当运转和维修所必需的技术资料和技能也可以通过提供技术文件 

来传送。 应提供的资料文件包括计划、图纸、配方、操作维修手册和安全规定。 

最好在合同中列出应提供的各项文件。 可责成承包方提供全面而明晰的.使用规 

定语文的文件。 如果不经示范无法理解文件所述程序，最好责成承包方凭购买方 

的要求进行这种示范。

3 4 . 可以规定提供资料文件的具体时间。 合同可以规定，到合同规定的竣工 

时间，应完成全部资料文件的提供。 当̂ >各方似可规定，如果没有提供与工厂运



转活动有关的和合同要求在竣工前提供的全部资料文件，就不能认为巳经竣工。最  ̂

好规定，某些资料文件（例如，操作手册）应在施工过程中提供，因为这种资料文  ̂

件可使购买方的人员或工程师在安装机械或设备时了解其工作原理。 最好还规定，{ 

承包方应就由于资料文件中的差错或遗漏而对购买方造成的损失负赔偿责任（见第丨  

二十章“损害赔偿”和第二十一章“免责条款”）。 丨

第六章注

I

' 在某些国家，“许可”一词用以说明允许利用工业产权和提供专有技术这两个 

方面。 本章中所用此词仅具有第一种含义。 :

2 关于工业产权许可和专有技术提供的合同的谈判和起草问题，已在世界知识产 4 

权组织编写的《发展中国家许可证交易指南》（知识产权组织出版物620 СЕ) , ；

1 9 7 7 年，下称《知识产权组织指南》）中详细讨论.在谈判和起草这类 

合同时，应考虑的主要问题载于技术发展和转让丛书第1 2 期： 《技术转让协 

定评价准则》（1В/233 . 1 9 7 9 年， 下称“工发组织准则”) 和 《起草 

机械工业中技术诀窍的国际转让合同时使用的准则》（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 

编号： 7 0  15 ) . 另一有关出版物为《发展中国家技术引进手册》

( га С ТА0у̂11УА8,5 , 1 97 8 年 ）•

5 见 《知识产权组织指南》. 口节， “政府当局的核准”。 若干国家有关技术 

转让的法律条例载于《有关技术转让和发展的法律材料汇编》（ V  

81, 1 9 8 2 年 ）.

* 见 《知识产权组织指南》，в节 1 ，“基本技术的鉴定和说明”。

5 在贸发会议主持下召开的联合国国际技术转让行动守则会议正在谈判这些标准。

6 贸发会议正在主持编写一份关于限制性商业惯例的示范法草案。

7 见《知识产权组织指南》， 0 节 4 , “专有技术的保证”, 和 《工发组织准则》л 

第三章， “专有技术的效用一许可方的保证义务” •

8 《知识产权组织指南》，忍节， “补偿；对价；价款；报酬；使用费；劳务费” 

和 《工发组织准则》第七章“报酬”详细论述了确定应支付技术价款的不同方 

法.

， 《知识产权组织指南》，1?节 3 ，“直接货币补偿：一次总付；使用费；劳务 

费 ，”论述了不同计价方法的利弊。

'°见 《知识产权组织指南》，Е节 ，“有关专利的特别方面”和 8 节 2 • й , “对 

第三者提出的侵犯专利权诉讼请求的保证”。



《知识产权组织指南》，Е节 ，“有关专利的特别方面”，第 202 -  2 0 5 段 

论述了当事各方可能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见 《知识产权组织指南》，0 节 2 “防止传授、透露或利用有价值的情报和专 

门知识的法律手段”。 除了对专有技术保密外，承包方还得要求对说明工厂 

的文件保密。 这在第五章“工厂说明和质量保证”，第 2 3 段。



第七章价款和支付条件

在建厂合同中通常使用三种主要的定价方法，即一次总付法、 

费用偿还法和单位定价法。 根据一次总付法，购买方有义务支 

付某一固定数额，该数额如未经调整或订正，则即使建造费用实 

际上与签订合同时预计的费用不符也仍然保持不变（第2 段和第 

6 至9 段 ）。

根据费用偿还法，购买方有义务支付承包方在建造工厂过程 

中所支付的一切合理费用以及商定的承包费（第 2 段和第1 0 至

2 4 段 ）。 根据这一方法，购买方承担了建造费用超出签订合 

同时预计费用的风险。 通过商定应偿还费用总额的最高限额或 

商定指标费用可限制购买方所承担的建造费用增加的风险（第1 3 

至 1 5 段 ）。 制订指标承包费可刺激又省又快地竣工（第 2 3 

段 ）。

根据单位定价法，当事各方商定每一施工单位的费率，按实 

际所用的单位总数夹确定价款。 因实际单位量超出了签订合同 

时估计的单位量而造成费用增加的风险由购买方承袒，而每一单 

位费用增加的风险则由承包方承担（第 2 段和第2 5 至 2 7 段 ）。

如果购买方希望建造工程能早于合同所定日期竣工，可以在 

合同中商定支付奖金（第 2 8 至 3 0 段 ）。

用于确定价款的货币汇率变动可能会给当事各方带夹某些风 

险 ，这一点可在合同中加以规定（第 3 2 至 3 8 段 ）。

即使采用一次总付价款或单位价格费率，当事各方似宜规定 

在特定情况下应调整或订正价款（第 3 8 至6 2 段 ）。 合同可 

规定当合同规定的建造工程犮生变化时、或当购买方提供的数据 

不正确时、或当承包方遇到不能预见的自然障碍时、或当当地的 

法规和情况有变动时，应对价款进行调整（第 4 1 至 4 6 段 ）。

由于建造费用变化而订正价款，可以根据指数条款进行订正 

( 第4 9 至 5 5 段 ）。 另一种方法是可以釆用单据证明法。但 

是 ’只有当不能釆用指数条款时才适宜使用这种方法，而且应局 

限于根据不稳定因素计算的那部分价款（第 5 6 和 5 7 段 ）。

价款货币与其他货币之间的汇率的变动可以通过货币条款(第



5 8 和 5 9 段 ）或记帐单位条款（第 6 0 至 6 2 段 ）来处理。

合同中的支付条件可规定应在施工的不同阶段支付价款的各 

个规定百分比。 支付条件还可规定支付的方式和指明支付的地 

点（第 6 3 至 6 6 段 ）。

购买方预付的款项可限于承包方合理需要用以承付施工初期 

的开支，并保护自己不因施工初期终止合同而遭受损失（第 6 7 

段 ）的那一部分价款。 施工期间应付的各部分价款可视施工进 

度而定（第 6 8 至 7 4 段 ）。

经证明建造工程巳经顺利竣工而验收工厂或在某些情况下接 

收工厂之后，可支付价款的某一个百分数（第7 5 段 ），价款的 

剩余部分要在保证期届满后才支付（第 7 6 段 ）。 如果承包方 

向购买方提供信贷，则信贷所涉的那部分价款可以在接收或验收 

工厂之后的一定期限内分期支付（第 7 7 至 7 9 段 ）。

А. 概述

1 . 拟订关于购买方应付价款的合同条款时必须考虑到一系列因素。 价款往 

往将包括承包方担负的施工的各个不同方面，例如提供设备. 材料和服务以及转让 

枝术。 从签订合同到建造工厂竣工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在这期间，建造费 

用可能发生变化。 此外，在签订合同时可能还未确切确定施工的范围。 当事各 

方应该决定由谁夹承担费用变化的后果，并在合同中反映他们的这一决定。 当建 

造工厂县由一家国际贷款机构提供资金时，这家机构可以要求以特定方式解决本童 

所讨论的某些问题。

2 . 建厂合同常常釆用三种主要的定价方法，即一次总付法，费用偿还法和单 

位定价法。 但是，对建造工厂的不同方面可Й酌情结合釆用两种或所有三种方法 

夹确定价格。

(а) 一次总付法：按本方法，由当事各方商定就建造工厂应支付的总金额 

( 见下文第6 至9 段）。 即使实际的建造费用与缔约时的预期费用 

有出入，如合同或合同的适用法律未规定对价款进行调整（见下文第

4 1 至4 6 段 ）或订正（见下文第4 7 至6 2 段 ），则此金额仍保持 

不变-



(Ь)费用偿还法：按本方法，购买方有义务支付承包方在建造工厂时所支 

付的一切合理费用以及商定的作为承包方的利润相管理费的承包费(见 

下文第1 0 至2 4 段 ）。

[о )单位定价法：本方法可以用夹补充其他两种方法。 按本方法，当事 

各方商定每一施工单位的费率，并以施工实际所用的单位总数夹确定 

合同总价。 这一确定价格的方法可能仅适用于施工的某些部分（见 

下文第2 5 至 2 7 段 ）。

3 . 合同宜具体规定价款或确定价款的方法，按照某些法律制度，合同如无此 

规定便属无效。 但按其他一些法律制度，这种合同是有效的，如果当事各方未能 

在以后阶段就价款达成协议，则应按该法律制度的有关规则确定价格。 但是，按 

照某些法律制度，有关确定价款的规则可能不适用于建厂合同。 因此，如果不能 

在合同中具体规定确实的价款，则在某些情况下当事各方最好使用费用偿还法或单 

位定价法，或规定在某些情况下应加以调整或订正的一次总付价款，在这些情形下 

最好不要先规定一个暂定价款，再由当事各方在以后阶段商定最终价款（见下文第

1 1 、 2 6 和第3 8 至 6 2 段 ，第二十九章“争端的解决” ，第 3 段 ）。

4 . 在选择定价方法和起草支付条件（见下文В■节 ）时 ，当事各方应考虑到适 

用的外汇条例和其他行政性或公共性质的法律规则。 违反这些规则可能会使合同 

或合同的某些条款无效，或合同依法终止。 关于技术转让应付价款可能涉及的特 

殊问題在第六童“技太转让” ，第 1 8 至 2 0 段中讨论。 有关承包方在建造竣工 

后提供备件和负责工厂维修保养及运转的价款和支付条件，在第二十六章“建造后 

备件和服务的提供”中讨论。

5 . 在起草有关价款的合同条款时，当事各方应考虑到拟建工厂所在围对施工 

的某些方面征税的立法。 根据某些税法，购买方可能有义务代表承包方缴纳承包 

方在购买方国家中有责任缴纳的税金，并从应付承也方的价款中扣除已缴税金的数 

额。在其他法律制度下，购买方得替承包方纳税，而无权要求承包方偿还。 当事 

各方所在围家之间签订的有关避免双重赋税的国际条约可以用来解决合同中的某些 

赋税问题。



В. 定价方法

1 • 一次总付法

6 • 根据一次总付法，承包方只有权获得合同所规定的价款，不论他在建造期 

间所支付的实际费用是多少。 仅仅使用“一次总付价款”这一术语可能不足以达 

到这种结果。 囡此，当事各方最好在合同中明确列入含有这方面大意的条款。但 

是 ，当事各方似宜规定在某些限定的情况下可以调整或订正价款（见下文第3 8 至

6 2 段 ）。 当事各方也许会发现一次总付定价法适用于单项合同法（对照下文第

1 4 和 2 6 段 ，及第二章“缔约方法的选择” )。 当选用多项合同法时，牿别是 

在签订合同时巳经知道了施工范围并且预计以后阶段在建厂范围与质量方面不会有 

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也可采用一次总付定价法。

7 . 为了切实可行起见，可以将一次总付的金额划分成几个具体数额，分别用 

于支付工厂的不同部分，或者分别用于支付设备、材料、不同种类的服务和技太转 

让。 这样划分会有助于在合同预期的某些情况下调整或订正价款（例如，当某一 

部分建造内容有变动时：见第二十三章“变动条款”，第 2 6 至2 9 段）。 此外， 

如果对工厂的不同部分或者承包方履行的不同种类的义务（见下文第6 4 段）♦商 

定釆用不同的支付条件，那末也将需要划分总金额。 税法或其他公共性条例也可 

能要求分别指明价款的某些组成部分，例如支付技术转让的价款部分（见第六童 

“技术转让” ，第 8 段 ）。

8 . 对购买方来说，一次总付定价法的主要好处在于他知道他有义务支付的总 

价款，而建造费用增加这一风险则由承包方承担。但是，在一次总付价款可能进行 

调整或订正的情况下，这一好处便将减少。 此外，即使承包方实际支付的费用低 

于签订合同时预计的费用，购买方也仍有义务支付该一次总付价款。 对购买方来 

说 ，一次总付合同的另一个好处是其管理通常要比釆用单位定价法或费用偿还法省 

力一些，单位定价法必须衡量所完成的施工程度以确定应付的价款，而费用偿还法 

则必须核査承包方承付的费用。

9 . 由于一次总付合同的价款可能包括对承包方承担建造费用增加这一风险的



补偿额，因此，就同一工程而言，在有些情况下，一次总付价款可能会高于采用费 

用偿还法的价款（对照下文第1 1 段）。此外，一次总付定价法要求在合同中确切 

规定建厂范围。 购买方似还宜监督承包方的履约情况，以确保承包方不致试图通 

过使用低于标准的材料或施工方法来减少建造费用。

2 . 费用偿还法

1 0 . 如果当事各方采用费用偿还法，则签订合同时并不知道价款的确切数额，

因为价款将包括承包方所承付的实际施工费用加上用以支付其管理费和利润的承包 

费。 为使其有效地发挥作用，这种定价方法与一次总付法相比，需要有更详细的 

合同条款。

1 1 - 在个别情况下釆用费用偿还法可能比较妥当。 例如，当签订合同时还不 

能准确预计施工所需的工程服务或材料的范围和设备的种类（例如，由于必须迅速 

开始施工，而工厂还没有全部设计好；或者工程的大部分需在地下施工，而地下情 

况还不能准确预测），或者建造工作的主要部分将由分包人进行，而在签订合同时 

还不知道这些分包人的要价，在以上情况下，采用费用偿还法可能是适当的。 当 

建造工厂遇到异常的困难(例如特殊设计或复杂工程)，涉及许多影响定价的未知因 

素时，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 在上述情况下，一次总付价款就必须包括一笔足以 

使承包方能够承担风险的金额在内。 其结果往往是在这种情况下这笔金额过高。

1 2 . 对购买方来说，费用偿还法的主要不利之处是他要承担建造费用超过签订 

合同时预计费用的风险。 因此供资机构往往反对这种定价方法。 购买方宜在签 

订合同时对建造费用得出一个合理估计数。

( а ) 减少购买方风险的办法

1 3 . 为了减少购买方的风险，合同宜责成承包方在建造工厂时既要讲究效率又 

要节约费用，并规定他只有权得到合理的建造费用。 但是实际上可能很难执行或 

履行这样笼统的义务。 在某些情况下，当事各方可商定可偿还费用总额的最高限



额或指标费用制（见下文第1 5 段 ）。 而且，在确定承包人的承包费时应该有一 

定的刺激，促使他尽量降低建造费用（见下文第2 3 段 ）。

1 4 . 如果合同未具体指定分包人，作为控制应偿还费用的一种手段，合同可规 

定购买方参与诜定分包人（见第十一章“分包” ，第 1 5 至 2 6 段 ）。 这种参与 

选定分包人的可取性使得这一定价方法不适用于大多数统包合同。 因为，统包合 

同的一个根本点是承包方承担建造将按合同运转的工厂的责任，而通常只有当允许 

他自由选择他的分包人时，他才会承担这一责任。

1 5 . 根据费用偿还式合同，购买方所承担的建造费用增加的风险，可通过规定 

可偿还费用总额的最高限额夹予以限制。 另一种方法是当事各方可以在签订合同 

时商定建造费用的估计数（即 “指标费用” ），但这一估计数并不构成可偿还费用 

总额的最高限额。 合同可以规定，如果实际费用超出指标费用，将只向承包方支 

付超出部分的某一百分比。 合同还可以规定超出部分愈大这一百分比愈小。或者， 

当事各方可以商定，如果实际费用超出指标费用达某一具体规定数额或百分比，购 

买方即可终止合同，而不必就承包方囡合同终止而承付的费用承担责任（对照第二 

十五章“合同的终止” ，第 1 7 、 1 8 、’3 4 和3 5 段 ）。 购买方这一终止权可 

以促使承包方将他的费用控制在估计数之内。 但是，按这一方法，购买方将会面 

临困难的抉择：或者只得放弃终止合同，让承包方继续施工，自己承袒义务向他支 

付超出指标费用的可偿还费用；或者只得终止合同，另聘承包人完成建造工程。

1Ь) 可偿还费用的确定

1 6 . 合同宜规定一种方法来确定何种费用应予以偿还，何种费用应由承包方从 

承包费中承担。为了防止出现有关何种费用应予偿还的争端，可取的做法是，或列 

出应予偿还的各项费用，并规定其他一切费用应由承包方承担，或列出不予偿还的 

各项费用，并规定其他一切合理费用应予偿迅

1 7 . 合同可具体规定承包方的哪些管理费用不应列入由购买方偿还的费用。这 

些不应列入的费用可包括与承包方主营业所业务有关的费用，例如，主营I 所工作 

人员的工资。 此外，电话、邮政以及电报费也应除去，即使这些费用是在现场承



付的。 但承包方在现场的工作人员的工资及其他合理费用可视为应由购买方向承 

包方偿还的费用。 在某些情况下，费用偿还法可能不适用于由承包方制造的拟用 

于建造工程的设备的定价。 在这些情况下，合同宜规定购买方应为该设备支付的 

金额。 但费用偿还法可以适用于承包方从分包人和供应商荻得的供应品（见第十 

一章“分包” ，第 1段 ）<•

18 • 从承包方库存中取用的日常所用设备或材料可能是由承包方在开始施工以 

前或施工期间以各种价格购买的，可能会就如何加以估价产生争端。 在作为合同 

组成部分的附表中规定其价格就可以防止这种争端的产生。

1 9 . 合同可规定对于雇用分包人和供应商所承付的费用，要考虑到分包人和供 

应商给予承包方的一切折扣，只计算承包方实际支付的费用。 但是，当事各方似 

宜考虑承包方由于支付现金而获得的折扣是否也应计算在内。 例如 ，他们似宜考 

虑承包方是用其自己的资金而不是用购买方预付给他的资金来支付现金因而应从中 

荻得折扣的好处。

2 0 . 施工要顺利进展，就需要根据时间表在现场提供所有必要的材料。 但在 

某些情况下，可能很难预计施工所需的确切数量》 承包方有可能订货过多，而转 

卖未使用的多余材料可能遭致损失。 当事各方似宜考虑这类损失应否并在多大程 

度上由购买方予以偿还。 例如，合同可以为购买方偿还这种损失规定一个限额。

(с) 向承包方支付的承包瑭

2 1 . 可以为支付给承包方的承包费确定一个具体数额。 合同可以规定，如果 

建造范围变动（见第二十三童“变动条款” ，第 3 2 段 ），可调整承包费。

2 2 . 确定承包廉的具体数额并无促使承包方尽量减少建造费用的特别作用，尽 

管一般而言，为了荻得这笔承包费’他也许会关心尽速竣工。 不宜按实际建造费 

用的百分比* 计算这笔承包葙，因为这一办法会诱使承包方增加建造费用。 某些 

法律制度禁止采用这种方法夹确定承包费。

2 3 . 确定承包方承包费的一个方法是定出一个“指标承包费” ，连同指标费用 

( 虬上文第1 5 段 ）一起采用。 如果应偿还的费用低于指标费用，指标承包费就



将按所节约费用的某一规定百分比予以增加。 合同还可规定，节约的费用愈多， 

应支付的百分比就愈大。 但是’如果应偿还的费用髙于指标费用，指标承包费就 

将按所超出费用的某一规定百分比予以减少。 合同可以规定，超出的费用愈多， 

应减去的百分比就愈大。 除了建造费用外，在增加或减少指标承包费时还可以考 

虑其他囡素，例如竣工所需时间和所建成的工厂的性能（例如它消耗原料或能源的 

情况）。 还可以指出，通过改变应付的承包费夹促使承包方降低建造费用这一方 

法可М与责成承包方在建造费用超出指标费用时分摊建造费用这一方法结合起夹使 

用 （见上文第1 5 段 ）。

以） 记帐

2 4 . 为了确保费用偿还法的顺利实施，合同可规定建立记帐制度以准确地证明 

承包方支付的费用。 例如，可规定承包方应按照购买方合理要求的格式和程序记 

帐 ，以反映承包方支付的费用和款项’ 而且当事各方可规定购买方可査阅这些记录。

3 . 单位定价法

2 5 . 根据单位定价法，当事各方商定每一施工单位的费率，应支付的总价款则 

取决于建厂所用的施工单位教。 所确定的每一施工单位的翁率中应包括代表承包 

方利润的增加额在内。 施工单位可以是建造所需材料的数量单位（例如浇注混凝 

土的一吨水泥）、建造的时间单位（例如一个工时的挖掘）或者建造成果的数量单 

位 （例如一立方米的钢筋混凝土）。 不同的施工单位可适用于不同的建造部分(例 

如 ，建筑物施工用材料单位，设备安装用时间单位）。

26 • 在签订合同时还不能准确预计某一部分工程所需的材料数量或工程服务量 

Й ，似宜釆用单位定价法，囡为当事各方很难确定一次总付价款。 在大多数情况 

下 ，单位定价法只能同其他定价方法结合起夹使用，因为如果建造的各个部分从恍 

质上* 说不能分成几个完全箬同的单位（如设备），则对各个部分定价就不合适。

单位定价法可以用于譬如土木工程、建筑物以及设备安装。 对施工所用单位数量



不易控制的合同夹说（例如，在统包合同情况下，施工技术是由承包方自行决定的)， 

由购买方釆取必要措施为实际施工估定一个合理的造价是可取的。

2 7 . 如果当事各方选择单位定价法，而合同又未规定在单位费用变动时可修订 

单位价格，则建造费用增加的风险和建造费用减少的潜在好处，便将由承包方和购 

买方分担。 由于每一施工单位的价格是固定的，承包方承担了每一单位材料和劳 

工费用增加的风险或从这些费用的减少得到好处。而购买方则承担了由于施工需用 

单位数超过了签订合同时的预计数致使估计的总价款增加的风险，而如果需用单位 

数量较少，他就得到好处》 可在合同中规定在规定数量以内的数量由购买方支付， 

但超出规定数量的部分，应由承包方承担其费用或其中的某一规定百分比，从而减 

少购买方的风险。 在某些情况下，合同还可规定如果实际单位数量未达到合同昕 

规定的估计数量的某一百分比，便提高单位价格，而如果实际单位数量超出了估计 

数量的某一规定百分比，则降低单位价格。 由于购买方应付的价款取决于施工所 

需单位数量，宜在合同中商定釆用适当而明确的办法夹测量所用的数量，以免产电 

争端。

с. 支付奖金

2 8 . 在购买方希望工厂尽早竣工投产的情况下，如果承包方能在合同规定的竣 

工日期之前顺利竣工，则购买方可能愿意以支付奖金的形式夹支付较高的价款。奖 

金数额可以用购买方因工厂提前投产所得额外利润估计数的某一份额来表示。 如 

果合同釆用费用偿还法，则通常不宜规定囡提前竣工而支付奖金，因为这样会谈使 

承包方花较高费用以迅速竣工从而获得奖金。

2 9 . 为了计算奖金，当事各方可以确定购买方因每提前竣工一天所得的利润 

估计数。 然后将该每天金额在合同中以一固定数额表示；如果采用一次总付定价 

法 ，可以用合同价款的某一百分比夹表示；如果釆用费用偿还定价法，则可以用承 

包费的某一百分比夹表示。 用价款或承包费的某一百分比来* 示奖金支付额，能 

使奖金的数额随著价款或承包费的变动（例如，由于调整或订正价款，或者与指标 

费用相比费用减少）而变动。 这将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奖金支付考虑到价格水平的



变化。 如果釆用单位定价法、奖金数额可以保持为每提前竣工一天的某一固定数 

额。不论是以每一天的某一固定数额还是某一百分比夹具体规定奖金支付，均可为 

其限定一个最高数额。

3 0 . 可以在合同中规定，只有在工厂连续运转一段规定时间之后才应支付奖金。 

这种方法可以阻止承包方采用省工但却会导致建造缺陷的那些施工方法。 工厂连 

续运转时间可以从购买方接收或验收工厂之时起算（见第十三章“竣工、接收和验 

收”，第 2 2 、3 1 和 3 2 段 ）。

1). 价款货币

3 1 . 对当事各方来说，支付价款所用货币可能会涉及某些风险，这些风险是由 

于价款货币的购买力波动和价款货币与其他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所引起的(见下文 

第 4 7 至 6 2 段 ）。 如果用承包方国家的货币支付价款，购买方要承担该货币与 

其本国货币之间汇率变动所产生的后果。 但是，7果包方将承担其本国货币与他必 

须用以支付设备、材料或施工服务的另一国货币之间汇率变动所产生的后果。 如 

果用购买方国家的货币支付价款，则承包方要承担该货币与其本国货币之间汇率变 

动所产生的后果。 如果用当事各方都认为稳定的第三国货币支付价款，则每一方 

都要承担该货币与其本国货币之间汇率变动所产生的后果。 如果由一个供资机构 

贷款给购买方建造工厂，则购买方可能愿意用该贷款所用的货币夹支付价款。

3 2 . 在规定支付价款所用的货币时，当事各方应考虑到承包方国家和购买方国 

家中对这一问题会有强制性的外汇条例和对两国有效的国际条约。 当事各方还应 

考虑到，有些法律制度规定国际合同的价款必须以合同的计价货币支付，而有些法 

律制度则允许甚至要求以支付地点的货币来支付，即使价款是以外币计价的。

3 3  . 在当事各方采用一次总付法或单位定价法的情况下，如果用承包方必须 

用以支付施工设备、材料及服务的同一货币来支付价款，就能减少承包方所承担的 

因汇率波动而引起的风险。 如果采用这一方法，工厂各个不同部分的价款可用不 

同货币支付。 承包方还可以在其分包合同中指明用支付建厂合同价款的同一货币 

来支付分包合同价款以在某种程度上减少因汇率波动引起的风险。 但是，即使在 

这些情况下，除使用其本国货币者外，承包方将承担价款货币在他购买货币支付分



包人之日与购买方按建厂合同规定向他支付分包价款之日这一期间的汇率变动所产 

生的后果。

3 4 . 如果当事各方茱用费用偿还定价法，合同可规定偿还承包方的费用所用货 

币应是承包方用以支付这些费用的同一货币。 或者，可在合同中规定用支付承包 

费的同一货币夹偿还这些费用。 如果釆用这一方法，而应付费用所用货币又不是 

承包费所用货币，则必须按某一特定汇率将有关费用换算成承包费用货币。 合同 

宜规定应按某一指定日期在某一指定地点通行的汇率进行换算。 这一日期可以是 

承包方承付费用的日期（在这种情况下，购买方将承担从该日起直到购买方向承包 

方偿还费用之日为止这段时间内汇率变动的风险），也可以是购买方向承包方偿还 

这些费用的日期（在这种情况下，其风险将由承包方承担）。

3 5 . 如果购买方国家的外汇资源较少，则该国可能希望确保至少有一部分价款 

将用其本国货币支付。 合同可规定用购买方国家的货币支付承包方用购买方货币 

所承付的建造费用（例如支付当地劳工或分包人，或者承包方人员在购买方国家的 

腾宿费用这种办法即使在建厂合同釆用一次总付定价法的情况下也可使用。 

这类合同可以规定根据承包方用当地货币承付费用的估计数确定一次总付价款中的 

一部分用当地货币支付。 另一种方法为合同规定整个一次总付数额以外汇计价， 

但是规定凡以当地货币承付的费用，经核实以后，将用当地货币支付，并按某一指 

定汇率从一次总付数额中扣除。 合同还可规定，如预定从当地来源购买的供应品 

短缺，经授权从外国进口 了这些供应品，则计价所用的货币可以改变。

3 6 . 合同可用当事各方1 为稳定的一种货币来计价，但规定价款可用另一种货 

币支付。 采用这一方法可以达到与货币条款（见下文第5 8 和 5 9 段 ）实质上相 

类似的效果’适用法律有关货币条款的限制规定可能也适用于这种条款。 如杲合 

同使用这种方法，当事各方宜商定在计价货币与付款货币之间进行换篡所应适用的 

汇率。 这一汇率可参照某一指定日期在某一指定地点通行的汇率予以确定。 如 

果价款是根据一次总付法或单位定价法确定的，承包方可能愿意在合同中指明有关 

日期应是实际支付价款的日期。 如果价款是按费用偿还法确定的，则可以规定上 

文第3 4 段所提及的日期之一。



3 7 . 合同对整个建厂价款不宜用两种或两种以上货币计价并由债务人或债权人 

决定用何种货币支付。 这种条款保护的只是有选择权的当事一方，而这种选择可 

能为他带来不合理的收益。

Е. 调整和订正价款

3 8 . 由于建厂合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当事各方似宜规定在特定情况下对一次 

总付价款或单位价格费率进行调整或订正。 按照费用偿还定价法，购买方偿还承 

包人实际承付的建造费用，囡此没有必要就价款调整或订正做出规定，但承包费、 

应偿还费用总额的最高限额（如有的话）、或指标费用不在此限（见上文第1 5 和

2 3 段 ）。

3 9 . 本《指南》对价款的“调整”和 “订正”作了区分。 价款调整系指签订 

合同后，由于合同规定工程有了变动使建造费用增加或减少的情形。 这种变动可 

能由于拟建工厂有变动（见第二十三章“变动条款” ，第 2 5 至 3 2 段 ），或由于 

施工方法与缔约时预计的方法有变动，其原因有例如购买方提供了不正确的数据(见 

下文第4 3 段 ）、不能预见的自然障碍（见下文第4 4 和4 5 段 ）、或当地条例和 

条件变动( 见下文第4 6 段 ）。 价款订正系指合同规定的建厂工程没有变动，但 

是由于某一些经济囡素发生了变化致使建造费用与其支付价款相差很大的情形》造 

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由于，例如，在签订合同后设备、材料和施工服务的价格或 

者税收条例或关税有了很大的变化；或者由于价款货币对其他货币的汇率有很大变 

化。调整或订正价款可使价款增加或减少，但是经验表明往往是增加价款的情况较 

多。最好将价款调整和订正限制在合同明确规定的情形或合同的适用法律所规定的 

情况下才能进行。

4 0 . 合同可规定，价款的调整或订正应按合同规定的某些准则（见下文第1 和 

第 2 小节）* 确定。 大多数法律制度一般都允许杲用这种方法。 例如，关于调 

整 ，合同可规定，价款参照承包方在牿定的情况下合理承付的费用调整。 关于订 

正 ，合同可规定，按规定的数学公式订正价款，或者补偿合理承付的费用。 合同 

不宜只责成当事各方在规定的情况发生时商定价款的调整或订正，因为如当事各方



不能达成协议，就会发生使用仲裁程序或司法程序解决问题的困难（见第二十九童 

“争端的解决” ）。 当事各方可进一步规定，如果他们之间的争端提交仲裁程序 

或司法程序解决，则在仲裁程序或司法程序进行期间施工不中断。如购买方是一国 

有企、1к，当事各方应注意到，当价款需要调整和订正时，也许会在荻得追加资金或 

其他方面遇到困难。

1 . 调整价款

4 1 . 当事各方似宜仔细限定在什么情况下调整合同已确定的价款，以防止发生 

价款不确定的情况。 此外，本意为一次总付的合同，如果可能进行调整的情况范 

围太广,则往往可能带有费用偿还式合同的性质。

4 2 . 合同可规定，如果合同规定的工程有变动（见第二十三章“变动条款” ，

第 2 5 至 3 2 段 ）或出现下文所述情形时应对价款进行调整。

1 а ) 提供的数据不正确

4 3 . 当事各方似宜规定在下列情况下调整价款：由于购买方提供的数据不正确， 

须增加施工或者须用施工方法比签订合同时合理估计的方法要贵。 但 是 ，当事各 

方似宜规定，如果承包方在签订合同时理应发现这些数据的不正确之处，则不应调 

整价款。 价款调整可包括增加工程或釆用较贵施工方法的合理葙用。 当事各方 

还似宜规定，即使在签订合同时按理并不能发现这些数据不正确，也不应调整价款， 

除非承包方以后在理应可发现这些数据有误时发现了这些错误并同时将其通知了购 

买 方，才能调整价款。 如果不正确的数据是承包方提供的，则他无权要求增加价 

款。

№) 不可预见的自然障碍

4 4 . 希望承包方在投标或谈判合同之前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检查工地现场及其



周围环境，并且把检査的结果作为自己谈判的基础。 但是，在进行这种检查时， 

即使作了合情合理的努力，也可能发现不了现场的某些自然障碍，特别是水文情况 

和地下情况。

4 5 . 对建造时可能遇到的承包方在检査时按常理不能发现的自然障碍，特别是 

水文和地下情况，合同可以釆取不同的处理办法。 这种障碍的风险可以由承包方 

央承袒，他可能有义务担负由于这一不可预见的障碍所承付的额外费用。 另一种 

做法是可以规定，如果在理应可以发现这些障碍之后的一段合理期限内将这些障碍 

通知了购买方，则应提高价款，以反映承包方由于所遇到的障碍而合理承付的额外 

费用。当事双方也可考虑由双方分担费用的可能性。

( с ) 当地条例和情况的变动

46 . 购买方或承包方国家某些行政性或其他公共性质的法律规则可能会强制性 

地管制施工方法的某些方面(例如为了安全或环境保护，见第二十八章“法律的选择”， 

笫 2 2 和2 3 段 ）。 如果要进行的施工不符合在签订合同以后生效的法律规则， 

就可能需要改变施工方法。 合同可具体规定应由谁来承担这种变动的风险。如果 

由购买方承拒风险，合同可规定应对价款进行调整。 关于这种法律规则可能要求 

工厂作改动的问题将在第二十三童“变动条款” ，第 2 3 段中论述。 合同也可规 

定 ，如预定从当地夹源购买的供应品无货并经许可从外围来源进口这些供应品，则 

可对价款进行调整。

2 . 订正价款

4 7 . 根据大多数法律制度，合同价款的支付应遵循“名义价值”原则• 也就 

是说》即使在签订合同与支付价款期间货币值发生变化，合同中规定的应支付货币 

数额仍然不变。 货币值可能会在该货币对其他货币的汇率方面发生变化а 它也 

可能在购买力方面发生变俗结果可能使承包方的建造费用增加，或者在例外情况 

下减少。 许多长期合同载有旨在减少承包方所承担的这种风险的条款.这种条 

款可以规定根据指数（见下文第4 9 至 5 5段 ）或根据实际承付的费用（见下文第

5 6 和 5 7 段 ）订正价款。 但是，某些法律制度对关于因价款货币值变化而订正



价款的合同条款有强制性规定。 因此，当事各方应该查清他们意欲列入合同的条 

款是否为当事各方所在国家的法律所允许。

4 8 . 合同可以规定，订正价款条款只有在执行这种条款将会导致订正幅度超过 

价款的某一个百分比的情况下才适用。 各当事方似宜考虑到，在合同所确定的施 

工时间从合同生效时算起不到1 2 至 1 8个月的情况下，实际上通常都不采用订正 

价款条款。

(а) 建造费用的变化 

(一）指数条款

4 9 . 指数条款的目的是通过把合同总价款与某日某些商品或服务的通行价格水 

平挂钩的办法，按建造费用的变化订正合同价款。 在建厂合同中，合同价款可与 

建厂所需的材料或服务的价格水平挂钩。 商定的指数发生变化，就自动影响价款 

变化，而无须审核承包方在施工期间实际支付的价格。 根据某些国家的法律，不 

允许或限制使用指数条款，例如，有些国家只允许指数条款用于处理从签订合同到 

合同生效期间建造费用发生的变化。 如果对建造范围作重大修改，可能需将指数 

条款加以改动以适应新的情况。

5 0 . 在草拟指数条款时，宜使用代数公式来确定如何使价款反映特定指数的变 

化。 为了反映不同费用成分（例如材料或服务）在建造总费用中的比重，公式中 

可结合使用若干指数，每个指数有不同的加权。 可以在一个公式里列入反映不同 

材料和服务的费用的不同指数。 如果同一费用成分来自不同的国家，就须使用不 

同的指数。

5 1 . 施工的各个不同方面可使用单独的公式，每一个公式有其自己的加权。例 

如，对涉及诸如挖徵浇筑混凝土、砌砖、安装、疏浚等各种不同类型作业的施工， 

很难草拟一个单一的订正价款公式，而且可能得出不准确的结果。 因此，最好使



施工的每一个主要方面都有单独的公式。

5 2 . 指数条款可列出价款的某一百分比（一般是5 — 2 0 % ) 不得根据指数条 

款作任何订正。 规定这一百分比是为了考虑到承包方为某些项目支付•的费用可能 

会低于这些项目价格指数所反映的价格水平。 这一百分比还可以用来抵消指数条 

款中所用公式产生的其他一些不准确的结果。 此外，如果指数条款的目的仅仅是 

保护承包方不受建造费用增加的影响，而不是不受一般通货膨胀的影响，则这个百 

分比可以反映出承包方的利润。

5 3 . 合同可规定在每一次临时支付时都通过使用指数条款夹确定是否需要订正 

价款。 为了使用一致商定的指数，合同宜明确规定用作指数水平对比的基准日期。 

合同可以规定签订合同的日期为基准日期。 或者，如果合同是在投标的基础上签 

订的，则合同可以规定基准日期是合同投标提交日之前的某一规定天数（例如4 5 

天），或者是投标截止日之前某一规定天数，因为投标价格可能以这些时候的现行 

价格水平为基础。 合同可以规定基准日期的指数水平要与在应付款的施工期最后 

一天之前某一规定天数的现行指数水平进行比较，因为承包方将在这一时期结束前 

承付费用。 或者，也可以规定基准日期的指数水平要与到期付款日之前某一规定 

天数的现行水平进行比较。 但是，合同还可以规定，如果承包方延迟竣工，而商 

定履约日之前某一规定天数的现行指数水平如果对购买方较为有利的话，就应杲用 

这种指数水平。购买方可能仅限于在承包方不是由于免责障碍而未能及时履约的情 

况下才能汫行这种诜择（见第二十一章“免责条款” ，第 9 至 2 6 段 ）。

5 4 . 在决定采用什么指数时，可能要考虑到若干因素。 指数应该容易获得(例 

如它们应该是定期公布的）。 指数应该可靠。 可以选用由公认的机构（例如享 

有声誉的商会）或者由政府机构或政府间积消公布的指数。 如果某些建造费用将 

由承包方在某一国家承付，则最好采用该国有关这些费用的指数。 当事各方在公 

式中使用以不同货币为基础的指数时应小心谨慎，因为各种货币之间关系的变化可 

能合在无意之中影响公式的计算。

5 5 . 在某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可供指数条影深用钓指数可能有限。倘 

若得不到某一费用成分的指数，当事各方似宜选用可得到的另一成分的指数。 选



用的成分最好是其价格与实际将使用的材料的价格很可能在同一时间作比例大致相 

同的波动（例如，它是由同一种原料制成的，或者它可以用来代替实际将使用的材 

料 ）。例如，在需要提洪有关劳工费用的指数时，如果没有工资指数，则有时可以 

使用消费物价指数或生活费用指数а '

㈡ 单据证明法

5 6 . 合同可规定一种通常称之为单据证明法的方法来处理缔约后与建造有关的 

某些特定成分的费用可能发生的变化。 单据证明法基于这样一个原则：承包方承 

付的与施工有关的实际费用如杲是合理的，但由于除施工所需材料.设备和施工服 

务的数量变动以外的其他变动，因而超出了据以计算合同价款的费用，则应该向承 

包方支付该超出部分的金额。 因此单据证明法要求合同指明据以计算价款的每一 

单位材料1 设备和工作的数量和价格。 按照此种方法对价款的订正将包括计算中 

所反映的价款与承包方按合同确定的数量就数量单位所实际支付的价款之间的差价》 

与费用偿还定价法相对照，按单据证明法，如果承包方由于在签订合同时低估了其 

建造义务的范围而承付了更高的费用，则合同价款不予订正。 这种方法对购买方 

夹说有一定的不利之处，因为这样就将由于设备、材料和劳工的价格提高而使建造 

栽用增加的风险强加给了购买方а 再则，由于承包方能够收回其增加的费用，因 

此几乎不能剌激承包方控制建造费用。 承包方为获得建造费用的单据证明和购买 

方核查这种费用所必需的管理程序可能与费用偿还式合同所需的管理程序几乎一样 

烦琐。 由于这些原因，当事各方似宜只有在不能釆用指数条款法（例如缺乏有关 

指数）时，对根据不稳定的赛用因素计算的价款都分妥用单据证明法。

5 7 . 如果当事各方希望采用单据证明法，他们应该在合同中明确规定需按这一 

办法订正的价款部分. 合同似宜确定其价款将予订正的设备、材料或服务，并分 

别说明合同价款所依据的每一单位的这种设备、材料或服务的数量和费用数额。合 

同还宜规定不仅在费用增加时，而且在费用减少时订正价款。 合同可订出类似于 

栽用偿还式合同所釆用的程序（见上文笫2 4 段 ），承包方须按照这一程序证明他 

所实际承付的费用。 合同可要求承包方从经过认可的夹源或者经过竞争性招标夹



采购其价款允许订正的设备或材料。

(Ъ) 价款货币与其他货币的汇率变动

Н 货币条款

5 8 . 根据货币条款，应支付的价款将与签订合同时确定的价款货布同某一其他 

货币（称为“参考货币” ）之间的汇率桂钩。 如果付款时该汇率有变动，应付的 

价款就会增加或减少，而以参考货币计算的价款数额仍然不变。 为了比较汇率起 

见 ，最好釆用实际支付时而不是.到期支付时的汇率。 如果釆用后者，若购买方延 

迟支付可能会使承包方受到损失。 另一种办法是，货币条款可以让承包方选择按 

到期支付时的现行汇率还是按实际支付时的现行汇率。明确规定釆用某一特定地点 

的通行汇率也是可取的。

5 9 . 如果要使货币条款起到其作用，参考货币必须稳定。 可以参考若干种货 

币夹减少单一参考货币潜在不稳定性所产生的风险。 合同可以确定价款货币与其 

他若千种指定货币之间汇率的筧术平均值，并且规定根据这一平均值的变动来订正 

价款。

㈡ 记帐单位条款

6 0 . 如杲釆用记帐单位条款，则价款用一种由若干选定货币的累计比例组成的 

记帐单位* 示。 记帐单位可以是由国际条约或者国际组织下了定义的，该定义将 

指明组成该单位的选定货币及对相对各货币的加权数。与使用若干种货币的货币条 

款相对照，对组成记帐单位的各种诜定货币的加权通常各不同，国际贸易中普遍使 

用的货币的权数较大。 2

6 1 . 使用记帐单位作为与价款货币进行比较的货币单位的主要好处是记帐单位 

比较稳定，因为组成该记帐单位的某一种货币的疲弱往往被另一种货币的坚挺所抵 

消。因此，记帐单位条款将会大大减少价款货币与其他货币之间汇率变动的影响。



6 2 . 在诜择条款拟釆用的记帐单位时，当事各方应该考虑到在有关时间，例如 

签订合同时和实际支付时，确定价款货币与记帐单位之间的关系是否容易。 可采 

用围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为特别提款权的记帐单位。 当事各方还可Й欧洲货币单 

位作为记帐单位。 以若干货币轰示的这些记帐单位的价值每天都公布。

支付条件

6 3 . 合同中的支付条件可确定价款各个部分的支付日期和地点以及支付方式。 

支付时间可能会影响价款的数额，因为承包方在计算价款时会考虑到利息的问题。

可以在支付条件中规定价款的相当大部分将随着建造工程各个不同阶段的完成而支 

付给承包方，以便促使承包方按照商定的时间表履约。 支付地点可能产生重大后 

果。 例如，当资金转移到另一不同的国家时，币值可能改变。 此外，资金转移 

可能受外汇管制的约束。 支付方式（如信用证或付款交单）的确定应考虑到能够 

减少承包方不能按时得到付款或购买方要为未按合同完成的工程付款的风险。

6 4 . 在草拟支付条件时，当事各方应考虑到合同中使用的定价方法（见上文第 

2 段 ）。 如果使用一次总付法，可将一次总付价款按照由承包方实施的工程的主 

要方面（例如土木工程、提供设备、转让技术等）划分成几个部分。 有关这些主 

要项目的各部分价款可在不同阶段按规定的百分比支付。 例如，可将一部分价款 

划归设备供应。 这一部分的某一百分比可先预付（见下文第6 7 段 ），某一百分 

比可在建造施工过程中支付（见下文第6 8 至7 4 段 ），某一百分比在接收或验收 

工厂之后支付（见下文第7 5 段 ），其余部分则在保证期届满之后再予支付（见下 

文第7 6 段 ）。

6 5 . 如果建造工厂或：П厂的一部分使用的是费用偿还法，则合同可载明此种方 

法所涉建造费用的估计数。 估计的偿还费用总额的一个规定百分比可先预付，施 

工期间7果付费用的一个规定百分比可在购买方收到按合同的规定所要求的单据之后 

一个规定的短时期内予以支付（见下文第7 1 段），这些费用的一个规定百分比可 

在接收或验收工厂后支付（见第十三章“竣工、接收和验收”，第 2 2 、3 1 和32 

段 ），其余部分可在保证期届满之后再支付（见第五章“工厂说明和质量保证” ，



第 2 8 至 3 0 段 ）。 在约定何时应向承包方支付承包费时，当事各方应考虑到应 

支付的承包费的性质（见上文第2 1 至 2 3 段 ）。 承包费中的某一部分可随建造 

工程各部分的竣工而支付，某一部分在验收后支付，其余部分则在保证期届满后再 

支付。

6 6 . 如果釆用单位定价法，则合同可'规定，根据这一定价方法下建造工程的估 

计数量所计篡的估计价款的一个规定百分比应预先支付，实际完成的工程价款的一 

个规定百分比按合同规定的时间支付，该工程价款的一个规定百分比在接收或验收 

后支付，其余部分则在保证期届满之后支付。

1 . 预先支付

6 7 . 合同可能要求预先支付，以供承包方承付施工初期的周转资本和开支（例 

如 ，初期釆购设备和材料，工作人员的交通和膳宿）。 预先支付还可以向承包方 

提供某种保护，防止因购买方在施工开始前或者施工初期终止合同而受到损失。购 

买方则可受到偿还抠保书的保护’防止承包人不归还预付金额。 预付金额的计算 

可做到能覆盖承包方在施工初期的预计开支。 合同可以要求购买方在承包方提供 

了屨约担保书和偿还抵保书之后的一段规定期限内把预付款项直接汇给承包方指定 

的银行。 第十七童“履约担保” ，第 1 0 至 1 3 段论述了有关履约和偿还拒保书 

的问题。

2 . 施工期间支付

6 8 . 合同宜规定根据建造的进度支付各部分价款。 在确定施工期间支付的金 

额时应该考虑到拟建工程的性质和所釆用的定价方法。

6 9 . 确定支付时间和范围的一种方法可以是划定施工的各个具体部分（例如挖 

掘或者打地基），并且规定价款的各个规定部分将在这些施工部分竣工时支付。另 

一种方法是规定承包方有权就其在规定时间（例如每一个月) 内完成的工程莸得进 

度付款，付款金额视该时期内所完成的工程量而定。



7 0 . 根据上面一段所介绍的两种方法中的任何一种，由承包方提供的设备和材 

料在用于工厂安装和建造之后，就可予以付款。 但是，当事各方可以商定另一种 

方法，特别是当设备和材料交货后就由购买方接收，为其实际占有，直到用于建造 

为止。 在这些情况下，这种设备和材料的那部分价款可以凭购买方或购买方银行 

提供的单据支付，这些单据是证明巳将设备和材料交给第一承运人转交给购买方并 

巳投保，或证明巳在现场将它们交付购买方（见第八章“设备和材料的供应” ’第 

1 0 段 ）。

7 1 . 合同宜明确规定承包方为取得支付款项所必须提交的单据，例如发票、提 

单、原产地证书、装箱单和商品检验证书。 要求提交什么单据，可视履约的时间 

和方式而定。 对于设备、材料或服务的供应，可以要求提交不同的单据。 当事 

各方釆用的定价方法不同，要求提供的单据也可能不同。

7 2 . 由于建造过程的支付是对巳完成的工程而言的，当事各方应该明确商定关 

于确定工程完成与否的程序。 购买方似宜授权咨询工程师夹测量工程的完成程度。 

为了取得进度付款，合同可以要求承包方在每一个支付期结束时向咨询工程师提交 

某些单据以及关于该支付期内所完成工程的详细报告。 合同可规定按照咨询工程 

师或购买方签发的临时证明书支付款项。

7 3 . 如果使用费用偿还法，可能需有专门合同条款规定核实承包方承付的费用。 

合同可规定购买方有权审查承包方的记录。 由于承包方所缔结的分包合同的支付 

条件可望与建厂合同的支付条件相符，因此，合同可规定承包方只有在他、1к已向其 

分包人支付之后或至少在他向其分包人付款已到期的情况下才有权取得分包工程价 

款的都分付款。 购买方则可М通过参与选定分包人，（见第十一童“分包” ，第 

1 5 至 2 6 段 ）或在建厂合同中列入有关分包合同支付条件的要求来影响分包合同 

的支付条件。

74 . 合同可以明确规定咨询工程师或购买方必须签发付款临时证书的期限和签 

发该证书后购买方必须支付的期限。 根据证书应该支付的那部分价款可以在将证 

书交给合同所指定的银行后规定期间内到期。 如果虽然已经发生了使承包方有权 

取得支付款项的事件，但是没有签发证书，或者没有支付根据证书应该支付的款项 

则承包方可有权通过争端觯决程序* 要求取得支付款项（见第二十九章“争端的解



3 . 在接收或验收工厂后一段规定的时间内支付

7 5 . 价款中某些部分（例如关于提供设备和材料、土木工程、安装或技术转让 

等各个部分）的一定百分比只有在证明建造工程巳经顺利竣工之后，即验收之后才 

支付。 合同可要求购买方在得到这种证明后的一段规定时期内（例如在成功地,汫 

行了性能试验后或签署验收议定书后两星期内）支付这些部分价款。 在某些情况 

下 ，在验收工厂之前接收工厂，则可以规定在接收工厂后的一段规定时期内支付一 

部分价款（见第十三章，“竣工、接收和验收” ）。

4 . 在保证期届满后一段规定的时间内支付

7 6 . 为了保护购买方不承受承包方施工缺陷的后果，合同可以规定价款的某一 

百分比要等保证期届满之后一段规定期限内才予以支付（见第五章“工厂说明和质 

量保证”，第 2 8 至 3 0 段 ）。 在确定这一百分比时，当事各方似宜考虑到如在 

保证期内发现缺陷时购买方所享有的其他保障措施。 如果购买方受到履约担保的 

充分保护的话（见第十七章“履约担保”，第 1 0 至 1 2段 ），合同可以规定在验 

收工厂后某一规定的时期内支付全部价款。 合同还可进一步规定，如果在保证期 

内发现了缺陷并就此发了通知的话，则购买方有权从当时还未支付的那部分价款中 

扣留他为补偿这些缺陷所需的金额。 这种扣留可持续到承包方纠正了这些缺陷 

并向购买方支付了他可能享有的损害赔偿金为止。

5 . 承包方或承包方国家提供的信贷

7 7 . 在大多数情况下，建造工厂的资金是夹自一个供资机构给购买方的贷款。 

但是，在某此情况下，如果承包方有足够的资金供其支配，而且要建造的工厂又不 

大 ，那么承包方可能愿意就价款的一部分向购买方提供信贷。 在这种情况下,信



贷所涉的那部分价款可由购买方在接收或验收工厂后的一段规定时期内分期偿还。

7 8 . 如果承包方向购买方提供这种信贷，必须在建厂合同中妥善解决承包方与 

购买方之间的某些问题，这些问题与供资机构订立的贷款协议中所涉及的问题相同 

( 例如，购买方归还贷款的担保，应支付的贷款利息）。

7 9 . 建造工厂的资金有时夹自承包方国家给购买方国家的信贷。 在这种情况 

下 ，当事各方应该在草拟建厂合同的支付条件时考虑到两国政府间协议的条款以及 

购买方国家可能颁布的与执行该协议有关的规则（例如，建造工厂使用该信贷的条 

件 ）。

1__^

“按本合同第.…条的规定订正价款时应采用下列公式:

式中：

^ 1 =  根据指数条款应付的价款

Ро=  合同中规定的初步价款

а、 Ъ、 с、 й代表在合同中商定的指数条款所涉建造价款中各项成分的百分比，

其总和为1 0  0 。

( а + Ъ + с + й = 1 0 0 )

а = 不予调整的价款比例= 百分之…••…

Ъ = ........(具体指明这一权数所包括的材料）的比例= 百 分 之 •

с = ........(具体指明这一权数所包括的其他材料）的比例= 百分之…••…

й = ........(具体指明这一权数所包括的工资数）的比例= 百分之…••…

М о =  Ъ项指明的材料的价款指数基准水平5 

М1 =  Ъ项指明的材料的价款指数对比水平；



Но =  С项指明的材料的价款指数基准水平；

=  С项指明的材料的价款指数对比水平；

7?0 =  й项指明的工资的价款指数基准水平；

=  й项指明的价款指数对比水平• ”

说明：

— “Ь”、“с”和“<1”Й薄于脚注 1 所载说明性条款第3 款中所指明的百分比；

“ а ”应包括剩余的百分比数；

一 Мо、Ыо和 各 项 的 基 准 水 平 和 ^ 1、И1和 各 项 的 对 比 水 平 应 使  

用本章脚注1 所载说明性条款第2 款中规定的日期和第5 款中指明的价款指数。

第七章注

1 说明性条款（指数条款）

“⑴ 如 杲 ....（列举本条款所涉及的材料或服务) 的费用增加或者减少，商定 

的价款应予订正。 订正价款时应运用本合同附件所载的公式” ( 见本 

章附录）。

“⑵指数的基准水平应是〔签订合同时〕〔实际投标前_+••天〕〔投标截止日 

前•…天 〕现行的水平。 这些基准水平应与相同材料或工资指数〔在应 

予支付的施工期的最& 一天前…•天 〕〔在支付到期日前….天 〕现,行的水 

平进行比较。 但是，如杲承包方延迟竣工，则基准水平须按购买方意 

与商定履约日前•…天的现行水平进行比较，〔除非这一迟延是由免责障 

碍造成的〕。

“⑶需订正的价款为应予临时支付的施工期间所建造的....(列出本条款所包 

括的项目）的价款的百分之•…。

“⑷如果当事各方就公式中的加权数产生争议，而且如因建造工作的掩质或 

范围发生变化或者加权因素的费用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而使其成为不合理 

或不适用的话，则这些权数应由〔仲裁员〕〔法院〕加以调整。

( 如果适用于合同的法律和适用于仲裁或司法程序的法律允许仲裁庭或 

法院行使本款具体规定的权力，则可将本款列入指数条款之中）。

“( 5 )就本条款而言，应釆用由•…( 指明国家）.…公布的指数。 如果这曲栺 

数停止公布，则应釆用按常理预期能反映出本条款所涉建造费用的价格 

变化的其他指数。”



“(6) 本条款仅适用于运用本条款后将导致对价款的订正会超出合同商定价款 

百分之•…的情况。”

说明性条款

“价款的约定从属于这样的条件，即.…( 指明价款货币单位）等于.…( 指明记 

帐单位的单位数如果在实际支付价款时这一比例关系变化超过百分之 

....，则应增加或减少应付价款，以反映记帐单位与价款货币单位之间新的比 

例关系。”



第八章设备和材料供应

提 要

当事各方在合同中拟订关于供应设备和材料的条款时，可考 

虑到承包方按照建厂合同供应设备和材料具有一些不同于按照销 

售合同供货的特点（第 2 段 ）。

当事各方似宜考虑在建厂合同中是否应依照《国际贸易术语 

解释通则》解释的某一特定贸易术语来处理与设备和材料的供应 

有关的某些问题。 由于《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主要从销售 

合同的角度来解释贸易术语，建厂合同中的某些问题可能需以不 

同于《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的方式来处理（第 3 段 ）。

合同对应由承包方供应的设备和材料加以说明的必要性以及 

这种说明的性质，可取决于购买方选择的缔约方法和承包方的义 

务范围（第 6 和第7 段 ）。

合同宜订明供应设备和材料的时间与地点。 在有些情况下， 

合同可以责成承包方在某一指定日期供应设备和材料；在另外一 

些情况下，合同可以责成他在某一规定期限内供应设备和材料。 

供货地点可取决于购买方是否将接收设备和材料（第 8 至 1 0 段)。

合同可规定由哪一方负责安排设备和材料的运输并负担与此 

项运输有关的费用。 合同还可涉及其他附带问题，如设备和材 

料的包装、运输许可证. 设备和材料的标记、向购买方提交与运 

输有关的单证等（第 1 1 至 1 4 段 ）。

合同可规定由哪一方负责安排设备和材料的结关并缴纳关税 

( 第 1 5 和 1 6 段 ）。

当事各方应考虑到拟建工厂所在国有无任何法律规则禁止进 

口某些设备和材料，有无任何法律规则禁止从承包方所在国或从 

设备和材料的另一出口国出口某些设备和材料。 合同可分派荻 

得必要的进出口许可证的责任。 合同还可规定合同的生效取决 

于是否颁发了缔约时所需的一切进出口许可证，但那些不能在施 

工开始前莸得的许可证除外（第 1 7 和 1 8 段 ）。

7?：包方供应的设备和材料为了贮存，或在购买方或非供应它 

们的某一承包人将它们用于建造工厂之前，可能须由购买方接收。



合同可载有由购买方对他接收的设备和材料进行检査的条款和就 

任何不符之处发出通知的条款（第 1 9 和 2 0 段 ）。

合同可订明当事各方在现场贮存设备和材料方面的责任。如 

果设备和材料由购买方贮存，合同可规定购买方就设备或材料贮 

存期间遭到灭失或损坏所应承担的责任范围（第 2 1 至 2 6 段 ）。

如果购买方承担义务供应承包方建造工厂所需的某些设备和 

材料，合同最好订明所供应的设备和材料的数量和质量以及供应 

的时间。 此外，合同可以责成承包方在购买方供应了设备和材 

料之后立即对它们进行检查，并规定应将设备和材料的任何不符 

之处通知购买方（第 2 7 至 2 9 段 ）。

А. 概 述

1 . 本章讨论建造工厂所用设备和材料的供应问题。 与此有关的某些问题在 

其他章节讨论。 制造和施工过程中设备和材料的检查和试验以及通过这种检查和 

试验发现缺陷的后果，在第十二章“制造和施工过程中的检查和试验”中讨论。 

设备和材料遭到灭失或损坏这一风险的转移以及这种风险转移的后果，在第十四章 

“风险的转移”，第 7 至 1 9 段中讨论。 设备和材料所有权的转让，在第十五章 

“财 产 所 有 权 的 转 让 第 6 和 7 段中讨论。 设备和材料的保险，在第十六章“保 

险”，第 2 4 至 2 6 段中讨论。 应由承包方在竣工后供应工厂所用设备的备件问题, 

在第二十六章“建造后备件和服务的提供”，第 1 0 至 2 1 段中讨论。 购买方因 

承包方供应有缺陷的设备和材料而可享有的补救，在第十八章“迟延、缺陷和其他 

不履约”，第 2 6 至 3 2 段中讨论。

2 . 当事各方在拟订合同中关于供应设备和材料的条款时似应考虑到按建厂合 

同供应这些设备材料具有一些不同于按销售合同供货的特点。 例如，由于承包方 

按照建厂合同供应的设备和材料应由他或在他监督下由另一承包人用以进行工厂安 

装和建造，供应设备和材料只是供应这些器材的承包方部分履行了他的义务。 有 

关设备或材料的风险转移或所有权转让可能不发生在供货的时间，而发生在别的时 

间。 在有些情况下(特别当只聘用一个承包人建造整个工厂时），设备和材料在 

运抵现场后可能仍由承包方掌管直至用于建造工厂为止。 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设



备和材料可能由购买方接收贮存，以后再交回承包方用于建造工厂（见下文в • 6 

和 7 节 ）。

3 . 设备和材料的供应所涉的某些问题（如运输、风险转移、进出口许可证的 

获得以及包装等）是用《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所解释的贸易术语（如离岸价格、 

成本加运费价格）来讨论的。 如果当事各方希望按照某一特定贸易术语来处理他 

们建厂合同中的某些问题，他们可在合同中列入大意如此的条款。1 但是，当事各 

方应当看到， 《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主要从销售合同的角度来解释贸易术语，

而建厂合同中的某些问题也许不能用《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的方式来处理，或 

者可能需要用不同于《国际贸易术语觯释通则》的方式来处理。

4 . 拟建工厂所在国可能可以供应建造工厂所需的某些设备和材料。 即使当 

地法律或地方当局并未规定为了加强本国的工业犮展而必须采用当地的设备和材料， 

但是如果当地设备或材料的价格低于进口价格，或使用当地的设备或材料能够使购 

买方节约外汇，则购买方宜使用当地的设备或材料。 因此，如果购买方能比承包 

方更好地采购到当地供应的特定设备和材料，购买方似宜承担供应这些货物的义务 

( 见下文第2 7 至 2 9 段）。 如果购买方不愿承担这一义务，合同可责成承包方 

采购和使用当地可供应的特定设备和材料。

5 . 在有些情况下，承包方可用自己的库存来提供设备或材料，从而履行其供 

应设备或材料的义务。 但在其他许多情况下，他将雇用第三者（如分包人或供应 

商 ）直接向合同指定的地点供应设备和材料。 在后一种情况下，按照建厂合同可 

把第三者供货视为履行承包方的供货义务（例如，见第十一章“分包”，第 1 段 ）。 

无论承包方是以自己的库存供货还是雇用第三者供货的方式来履行其供应设备或材 

料的义务，本章论述的内容应都能适用。

Б. 承包方供应设备和材料

1. 关于供应的设备和材料的说明

6 . 合同对由承包方供应的设备和材料加以说明的必要性以及这种说明的性质，



可取决于购买方选择的缔约方法和承包方的义务范围。 在有些情况下，例如，该 

承包人可能是若干受聘建造工厂的承包人之一，并且每一承包人可能负责供应某些 

类型的设备和材料。 在这种情况下，购买方须协调若干承包人的义务及其履约， 

以实现他的施工指标（见第二章“缔约方法的选择”，第 1 8 段 ）。 为了达到协 

调的目的，他应当确保在与每一承包人签订的合同中明确规定该承包人应供应的设 

备和材料，并且，建造整个工厂所需的全部设备和材料都由各个承包人分担供应。

7 . 如果只聘用一个承包人负责建造整个工厂或工厂的某一能单独运转的特定 

部分（如发电站) ，而该承包人必须供应建厂所需的全部设备和材料，则合同不必 

详细说明应供应的所有项目。 不过，合同宜载有各项重要设备应达到的生产能力 

和应供应材料的技术特性，因为工程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设备和材料的 

质量（见第五章“工厂说明和质量保证”第 8 和 9 段 ，并对照第十二章“制造和施 

工过程中的检查和试验”，第 4 和 5 段 ）。

2 . 供货的时间和地点

8 . 合同宜明确规定供应设备和材料的时间与地点。 如果设备和材料是由某 

一承包人供应而在其监督下由其他承包人用于建造工厂，则重要的是合同应订明必 

须供应设备和材料的时间以便各承包人能协调履约。 在这种情况下，在施工时间 

表中对供应设备А材料的时间作出强制性的规定往往是可取的。 即使当设备和材 

料将由供应这些设备和材料的承包方用于建造工厂时，当事各方仍可就某些项目的 

特定供应时间商定一个时间表，以使购买方能够监督施工进度，并使承包方在未按 

时供货的情况下因迟延而受到制裁（见第九章“现场施工’’，第 1 8 至 2 3 段和第 

十八章“迟延. 缺陷和其他不履约”，第 1 7 和 1 8 段 ）。 合同可将购买方支付 

部分价款的义务与供应某些设备和材料的时间联系起来（见第七章“价款和支付条 

件 ”，第 7 0 段 ）。

9 . 合同可责成承包方在某一规定日期或某一规定期限内供应设备和材料。 

如果为施工进度编制的时间表是硬性的，则以规定一个具体日期为宜，责成承包方 

在该日供应设备和材料，不得提前（例如由于不能提前安排仓储设施）。 但在某



些情况下，合同中不可能规定具体日期，例如，要等另一承包人负责的某些施工部 

分竣工后才需要设备和材料，而在签订供应设备和材料的合同时还不确知这部分工 

程的竣工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合同可授权购买方在缔约后，从合同规定的期限 

中指定一个日期作为承包方必须供应设备和材料的日期。 在确定合同规定的期限 

时，购买方得考虑到他预计施工需用这些设备和材料的时间范围。采取这个做法，可 

照顾到在签订建厂合同时并不确切了解何时需用设备和材料这一情况，又可指明承 

包方必须供应这些设备和材料的时间范围（对照第九章“现场施工”，第 2 0 段）。 

在无须规定供应设备和材料的具体日期的情况下（例如，当只有一个承包人建造整 

个工厂时），合同可允许承包方在合同规定的某一期限内的任何时间供应这些设备 

和材料。

1 0 . 关于供应地点，如果承包方在将设备和材料用于工厂安装和建造之前始终 

由他掌管这些设备和材料*合同可规定现场供应与确定是否按照时间表供货及分担 

供货费用有关。 如果设备和材料将由购买方接收（见下文第1 9 段 ），合同可责 

成承包方在现场或某一其他指定地点将这些设备和材料交给购买方。 如果由购买 

方负责安排将设备和材料运往现场（见下文第В . 3 节 ），合同可责成承包方在某 

一指定地点供应设备和材料以交给购买方雇用的第一承运人》 除采用费用偿还法 

定价者外（见第七鞏“价款和支付条件”，第 1 0 至 2 4 段），合同可责成承包方 

负担在指定地点供应设备和材料的费用。

3 . 设备和材料的运输

1 1 . 通常，适宜的做法是责成承担供应设备和材料义务的当事方来安排将设备 

和材料运到规定供货地点并支付运输费用。 如果供应设备和材料的地点不是施工 

现场，合同最好费明哪一当事方有义务安排将这些设备和材料从该地运往现场并支 

付运输费用。

1 2 . 即使应在现场以外的某一地点供应设备和材料，在大多数情况下较可取的 

做法是由承包方负责设备和材料的包装和防护，使之适合于按预想的运输手段运到 

现场。 设备和材料的包装可由适用于国Р示运输或适用于设备运输路经国的运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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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规则来决定（例如，限定包装尺寸的规则或要求危险货物采用特殊包装方式的 

规则）。 如果合同规定的是一次总付价款，那么设备和材料的包装费用可以计在 

价款内。

1 3 . 运输设备和材料可能需要公路、铁路或其他运输许可证，合同宜订明哪一 

当事方负责取得这些许可证。 合同可责成不负责取得这些许可证的当事方向另 

一当事方提供取得这些许可证所需的一切协助（如，提供有关资料说明设备尺寸、

所用包装种类、或根据适用条例取得许可证所要履行的手续）。

1 4 . 如果设备和材料应在供货地点由购买方接收，合同最好责成承包方在设备 

和材料的包装上作出标记，以供购买方辨认■> 此外，还可责成承包方按照适用于 

预计的运输方式的法律规则在设备和材料上作标记（如，用一定的标记来表示材料 

是危险品）。 合同还可责成承包方将与运输有关的单证（如发票或运输单据）交 

给购买方。 购买方可能需要其中一些单证，如提货单，以便能接收设备和材料； 

合同可要求将这些单证芡给购买方，或者如系跟单信用证芡易，则芡给购买方的银 

行，以便购买方能及时收到这些单证并能在设备和材料抵达目的地时予以接收。 

还可以将购买方收到单证作为支付设备和材料价款的先决条件（见第七章“价款和 

支付条件”，第 7 1 段 ）。

4 . 结关和关税

1 5 . 合同可订明由哪一当事方安排设备和材料的结关和缴纳关税事宜。 对进 

口的设备和材料通常要征收关税。 但在特殊情况下，可能对出口的设备和材料征 

收关税。 此外，对过境的设备和材料也可能征收关税。 最好能在合同中规定，

出口设备和材料的结关和缴纳出口关税属承包方的责任。 即使供货地点就是将 

设备和材料芡给购买方雇用的承运人的地点（见上文第1 0 段 ），也可这样规定。 

合同可规定由安排运输的当事一方负责过境时的结关和缴纳关税。 当事各方可在 

合同中注明根据当地法律规定可免征关税的任何项目。

1 6 . 进口设备和材料的结关可由购买方负责，如果这些设备和材料进口后由他 

接收的话（见下文第1 9 段）。 如果设备和材料进口后仍由承包方掌管，则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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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关可由承包方负责，也可由购买方负责，视哪一当事方较易办理结关手续或按当 

地法律规定哪一当事方负有办理这些手续的义务而定。 合同可责成不负责结关的 

当事方协助办理结关手续，特别是应提供可能需要的单证（例如，可能要求承包方 

协助提供发票和原产地证明，要求购买方协助提供进口许可证或他的国家签发的其 

他必要许可证）。 关于缴纳进口关税，在某些情况下最好规定，这是购买方的责 

任。 如果承包方负责缴纳关税，而若进口关税税率较之缔约时的税率有了变动， 

则可能有必要修订价款以将这种变动考虑进去（见第七章“价款和支付条件”,第38 

和 3 9 段 ）。

5 . 禁止性规定和许可证要求

1 7 . 拟建工厂所在国的法律规则可能禁止进口某些设备和材料。 另外，承包 

方所在国或拟由其出口设备和材料的另一个国家可能禁止出口某些设备和材料。

当事各方在起草建厂合同时应考虑到这些规则，因为违反这些规则会使合同无效。 

如果只有获得了许可证方获准进口和出口，则合同最好责成购买方和承包方应分 

别荻得缔约时法律规定所需的或可能在缔约后成为法律规定所需的任何进口许可证 

和任何出口许可证。 此外♦ 合同可责成当事各方互相合作取得这种许可证。 合 

同可责成负责取得许可证的当事方及时把为取得许可证而采取的步骤和得到的结果 

通知另一当事方。

1 8 . 合同可以规定，合同的生效取决于缔约时规定所需的一切进出口许可证的 

颁发（见第三章“承包方的选择和合同的订立”，第 5 0 段 ）。 但在某些情况下, 

不可能在施工开始前获得进口或出口某些设备或材料所需的许可证。 例如，适用 

的条例可能规定，对于许可证申请只有在申请出口或进口日期之前不久才予以处理, 

而这可能已是开始施工后一段时间了。 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能将签发进出口许 

可证定为合同生效的条件，但合同可规定有责任获得许可证的当事一方不能莸得许 

可证的后果。 合同也可规定，如果有责任莸得许可证的当事一方未在缔约后一段 

规定时间内获得许可证，当事另一方可中止履约或终止合同（见第二十四草“施工 

的中止”和第二十五章“合同的终止”）。 对于不能获得缔约后法律规定所需的 

许可证也可规定这种后果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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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购买方接收设备和材料

1 9 . 在某些情况下，购买方可能需要接收承包方供应的设备和材料。 例如， 

购买方可能需要接收这些设备和材料以便贮存（见下文в • 7 节 ）。 如果设备和 

材料是由购买方自己或者供应设备和材料的承包人之外的某一承包人进行安装和建 

造的话（例如，当供应设备的承包人只监督该设备的安装)，他还可能需要在设备和 

材料用于建造工厂之前予接收。 合同可规定，当购买方实际占有设备和材料时，

即为已经接收。 合同还可规定，购买方接收并不意味着他对承包方供应的设备或 

材料的认可（见第十二章“制造和施工过程中的检查和试验” • 第 1 段和第十八章 

“迟延、 缺陷和其他不履约”， 第 8 和 4 4 段 ）。 此外，合同还可规定，如 

责成购买方接收设备和材料但他没有这样做，则当将这些设备和材料置于购买方支 

配之下时即视为巳经接收。

2 0 。在某些情况下，合同可规定，购买方接收设备和材料就使设备和材料灭失 

或损坏的风险转移到购买方（见第十四章“风险的转移”，第 9 至 1 7 段 ）。 如 

果风险如此转移，可能会就灭失或损坏究竟是发生在接收前还是在接收后产生争 

端。 也可能会就设备和材料的缺陷究竟是在接收前，例如由于制造不合格或承包 

方包装不妥所造成的，还是在接收后，例如由于购买方保管不妥所造成的产生争端。 

如果责成购买方在接收时检查设备和材料的表面完好状况并将他所犮现的任何不符 

之处立即通知承包方，此类争端可能会减少。 但是，购买方也许不能确定设备和 

材料是否完好（例如，因为他不了解这些设备和材料的规格标准，或不具备确定是 

否符合规格标准的技术知识）。 此外，有些缺陷只有将设备和材料用于建造工厂 

以及工程竣工之后才可能发现р 因此，当事各方似宜考虑是否应在合同中规定， 

在这种情况下，购买方不会因为未曾把不符之处通知承包方（如果该不符之处是由 

承包方对购买方负有赔偿责任的事因所致）而丧失其可荻得的补教。

7 . 现场贮存

2 1 . 设备和材料必须在工厂安装和建造需用之时在现场供应。因此，通常在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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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设备和材料之前，就将它们供应到现场并就地贮存。 合同可确定当事各方在贮 

存方面的义务。

2 2 . 如果设备和材料在现场供应后仍由承包方掌管并由承包方承担这些设备和 

材料灭失或损坏的风险，则有关贮存的条款似无必要。 在这种情况下，承包方对 

工厂缺陷所负的赔偿责任，或对安装和使用所烬存的设备和材料的那部分工厂缺陷 

所负的赔偿责任，就足以促使他妥善进行烬存保管。 如果由购买方贮存但贮  

存期间的风险却由承包方承担• 则合同宜确定购买方在履行贮存义务时的责任程度。

2 3 . 选择哪一当事方负责贮存，可取决于购买方所选用的缔约方法。 如只聘 

用一 个承包人建造工厂，则该承包人可承担烬存的责任（见上文第2 2 段 ）。 如 

果不止一个承包人供应设备和材料，如果供应时他的工作人员在现场或他拥有合适 

的贮存设施， 则每一承包人可承担贮存其本人供应的设备和材料的责任。 不 

然，购买方可承担擗存的责任。 但这种安排可能会引起争端。 在这种情况下， 

合同可责成供应设备或材料的承包人经购买方提出要求后告知购买方应如何贮存这 

些设备或材料。 合同还可责成该承包人即使未经购买方提出要求也应将贮存这些 

设备和材料所应采取的特殊措施通知购买方。

2 4 . 如承包方负责贮存，则他的责任可包括提供适当的贮存设施（如存货棚 

或货房）。 但是，合同可以要求购买方提供场地安置这些设施。 如果购买方能 

很好地提供炉存设施，则合同可责成他按施工时间表规定的时间提供这些设施（见 

第九章“现场施工”第 1 8 至 2 3 段）。

2 5 . 如果设备和材料将由购买方接收和贮存，贮存期间设备和材料灭失或损坏 

的风险也将由他承担（见第十四章“风险的转移”，第 9 至 1 7 段 ），则合同可责 

成购买方应按他接收贮存设备和材料时同样芫好的状况将设备和材料交给承包方。 

但是，合同可将由于承包方或承包方雇用的某人所造成的灭失或损坏，或因设备或 

材料的固有性质而造成的灭失或损坏排除在购买方赔偿责任之外。 如由购买方负 

责贮存但由承包方承担贮存期间的风险，则合同宜确定购买方履行贮存义务时的责 

任程度。 如购买方负责贮存货物，承包方可责成购买方将贮存的设备和材料所遭 

到的任何灭失或损坏立即通知承包方。

2 6 . 合同可规定由购买方贮存的设备和材料应于何时，以何种方式交回承包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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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工厂建造р 合同可责成承包方在购买方将设备和材料交回他时对这些设备和5 

材料进行检查，如有任何灭失或损坏，应通知购买方。 购买方是否应就这种灭失 

或损坏负赔偿责任，可取决于购买方承担的贮存责任的性质（见上文第2 5 段 ）。

合同可规定，如承包方在他理应能够发现贮存的设备和材料所遭到的灭失或损坏后 

的某一合理期限内，最迟在购买方将贮存的设备或材料交给承包方后按合同规定的 

一段期限内，未将这种灭失或损坏的性质通知购买方，则承包方就丧失了要求购买 

方对这些灭失或损坏承担责任的权利。 —

с. 购买方供应设备和材料

2 7 . 根据某些建厂合同.购买方可能承担供应承包方建造工厂所需的某些设备 : 

和材料的义务（见上文第4 段 ）. 这应当与购买方自己承担建造部分工厂并且对 

该部分工程负独立责任的情况相区别（见第二章“缔约方法的选择”，第 1 段 ）。

2 8о 合同似宜列明应由购买方供应的设备和材料。 购买方供应这些设备和材 

料的时间，可按上文第9段讨论承包方供货时间的类似方式，在时间表中规定具体 

日期或期限•

2 9 . 合同可责成承包方在购买方供应设备和材料后立即对其进行检查.合同 

还可规定，如果承包方在他理应能够发现设备和材料规格不符后的某一合理期限内，

最迟在购买方将设备承材料供应给他后按合同规定的一段期限内，未将这些规格不 

符情况通知购买方，则承包方就丧失了要求购买方对此承担责任的权利。 承包方 

因购买方没有按时供应无缺陷的设备和材料而可荻得的补救在第十八章“迟延，缺 

陷和其他不履约”，第 6 3 段中讨论。

3 0 . 当事各方似宜商定，承包方不须支付购买方供应的设备和材料的款项，但 

在确定购买方支付建造该工厂的价款时，应把这些设备和材料的价值考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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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注

' 说明性条款

“⑴ 承包方对用于建造工厂的设备和材料的供应应根据〔…（指定启运站）火 

车上交货价〕〔… （指定装运港）离岸价格〕〔… （指定目的港）成本加 

运费价格〕〔运费付至… （指定目的港）〕〔… （指定港）目的港船上交 

货价〕〔… （指定港已完税）目的港码头交货价〕〔… （指定边境供货地） 

边境交货价〕〔…目的港船上交货价进口国指定目的地）已完税交货价〕 

实行。

“( 2 ) 第⑴款所用贸易术语应当按照缔约之日有效的国际商会《国际贸易术语解 

释通则》予以解释，但本合同对该贸易术语所涉的任何问题另有规定者除外”。 

( 《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1 9 8 0 年修订本，载于国际商会文件第 

3 5 0 号。 )



第九章现场施工

提 要

本章讨论的现场施工包括土木工程、建筑和设备安装。 它 

还包括承包方提供的与购买方或购买方聘用的企业进行的安装工 

作有关的某些施工服务。 拟进行的施工范围将取决于具体建厂 

合同的条件。 拟建工厂所在国的现行强制性法律规则可能要求 

在施工中遵守某些标准或程序（第 1 至3 段 ）。

在施工开始前往往需要在现场作一些筹备工作。 合同可以 

规定当事各方应承担的筹备工作事项。 可责成购买方取得使用 

施工现场所需的任何批准文件。 合同还可以具体指明承包方人 

员在施工期间所需的设施，并确定如何提供这些设施（第 6 至 9 

段

合同可责成承包方自己配备他进行施工所需的施工机械和工 

具о 如果购买方要提供一些施工机械和工具，合同可以就这种 

供应确定当事各方的权利相义务。 可以责成购买方协助承包方 

就施工机械相工具输入建造工厂所在国家取得批准文件（第 1 1  

至 1 2 段 ）。

合同应规定承包方开始施工和竣工的日期，并应确定是否允 

许在规定的竣工日期之前竣工（第 1 4 至 1 7 段 ）。

合同最好列出一张规定施工顺序的时间表。 当事各方在制 

定时间表时似宜考虑使用“关键路线法”。 时间表可以为各部 

分施工的竣工规定强制性和非强制性的标志日期（第 1 8 至 2 3 

段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变动竣工日期。 合同可规定出现这 

种情况作出变动的办法（2 4 至 2 5 段 ）。

如果由购买方进行设备安装，可以责成承包方监督安装。合 

同可以规定当事各方在监督方面的权利相义务。 如果不需要承 

包方进行监督，则可责成承包方在购买方提出要求时就安装工作 

提供咨询（第 2 7 至 2 9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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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各方均需为某种目的进入现场。 合同可以界定应允许 

进入的范围，并列入有关进入的条款规定（第 з 1耜 3 2 段 ；》。

在购买方应建造工厂的一个部分的情况下，他有时会发现要 

求承包方代他购买施工所需的一些设备和材料是有利的（第 3 3 

和 3 4 段 ）。

合同可以责成承包方定期清理现场，并在竣工后使现场保持 

整洁良好的状况（第 3 6 段 ）。

А. 概 述

1 • 根据建厂合同进行的建造工作可以包括提供用于建造工Г 的设备和材料，以 

及土木工程、建筑• 设备安装和提供其他施工服务（如监督安装）. 承包方除承 

担建造工作外，还可承担技术转让（见第六章“技术转让”，第 2 段 ）和提供工厂 

设计（见第二章“缔约方法的选择”，第 2 段 ）.

2 . 本章讨论的现场施工包括土木工程、建筑和设备安装.它还包括承包方 

提供与购买方或购买方聘用的企业进行的安装工作有关的某些施工服务。 第八章 

“设备和材料的供应”论述了设备和材料的供应问题， 拟进行的现场施工范围将 

取决于具体的建厂合同的条件（如，施工可限于设备的安装，或除此之外还可包括 

土木工程和建筑4 见第五章“工厂说明和质量保证”，第 3段 ）• 在某些情况下, 

承包方供应的设备可由购买方或由购买方聘用的某一企业安装，承包方的义务可只 

限于监督安装工作（见下文第2 7 至 3 0 段 ）. 在其他情况下# 某些设备可由购 

买方聘用的企业供应并可责成承包方除安装自己供应的设备外，也安装这些设备.

3 • 拟建工厂所在国中现行强制性法律规则可能要求在施工中遵守某些标准或 

程序（如，为了施工人员的健康和安全以及为了环境保护）. 但是，合同可责成 

购买方协助承包方获得有关这种规则的资料，购买方可能发现这有助于履行这些规 

则所赋予的某些义务• 此外，承包方国家中的有关工作条件的某些强制性法律规



则甚至可适用于承包方人员在购买方国家的现场所进行的施工• 除了有关的地方、 

国家及国际法律规则与条例以及合同的各项条款以外，关于健氛安全和环境保护 

可能还有地方、国家和国际标准或业务守则. 当事各方似宜商定承包方要遵守这 

些规定。

4 . 当聘用若干承包人建造工厂，并由他们同时进行施工时，合同可以要求其 

中每一个承包人避免采取会影响其他承包人履行其义务的行为.

5 . 合同可以规定，当事各方的代表应每隔规定的时间在现场定期会晤，以促 

进彼此间的合作并解决有关现场施工的问题„ 这种会议会有助于解决日常问题或 

解除误会，从而无必要援引有关解决争端的合同条款（见第二十九章“争端的解决”, 

第 9 段 ）•

в. 筹备工作

6 . 大多数建厂合同责成购买方提供建造工厂的场地。 可在合同中确定场地， 

如借助地图或平面图加以说明。 承包方通常在签订合同之前就已视察了现场，而 

且也许巳就现场是否适合于拟建工程承担了某些义务（见第七章“价款相支付条件3 

第 4 4 湘 4 5 段 ）。

7 . 为了能够开始并顺利进行施工，往往需要在现场作一些筹备工作（如清理和 

平整场地，提供进出道路或铁路1 并向现场提供用水和能源）。 合同可以规定当 

事各方应承担的筹备工作事项》制订完成工作的时间表（见下文0 . 3 节 ）♦并确 

定由哪一方承担工作费用。

8 . 合同最好责成购买方就使用场地进行施工取得建造工厂所在国法律所要求 

的官方核准或批准文件（对照第二十八章“法律的选择”，第 2 4 段 ）„ 当事各 

方似还宜规定，购买方应协助承包方取得承包方人员进入现场所在地国家并在那里 

开始工作所必需的签证、工作许可和类似的文件.

9 . 合同最好具体指明承包方人员在现场施工期间所需的各种设施，应由哪一 

方提供这些设施，和应由哪一方承担提供这些设施的费用.如果应由购买方支付 

承包方所提供的设施，支付金额可以列入一次总付价款中，或者，可以根据费用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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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法支付这笔金额（见第七章“价款和支付条件”，第 2 段 ）• 在某些情况下, 

合同可以责成承包方提供购买方人员在现场施工期间所需的某些设施.购买方似 

宜考虑承担下列义务的一部分或全部：为承包方人员提供合适的办公室和住所；为 

这些房舍配置家具、 电话和其他公用设施；为承包方人员提供食品或饮食供应设施; 

提供现场的卫生设施为承包方人员提供从住处到现场往返的日常交通工具.合 

同可以规定应提供的设施的标准，同时考虑到适用法律中关于施工人员的工作条#  

的要求• 合同最好规定当事各方在现场施工开始之前应对购买方所提供的设施进 

行一次联合检查.通过检查所查明的设施的状况可以列入由当事双方签署的一项 

议定书中.

Ю . 通常需要为现场施工建立一个车间，合同可责成承包方提供这一车间„ 购 

买方似宜在竣工后保留这一车间因为它可有助于对工厂进行维修.提供这一车间 

的费用可以列入合同价款之中。

с- 由承包方进行的现场施工

1 . 进行施工所用机械相工具

1 1 . 承包方进行现场施工需要机械（例如，挖土机、起重机、推土机）和工具 

( 例如钻头、锯子）. 可Р1责成他自己配备他所需要的机械和工具. 然而，在 

某些情况下，购买方向承包方提供某些机械和工具（如当他有可能以当地货币廉价 

租得这种机械和工具时），可能对购买方有利. 在这种情况下，合同得列出购买 

方拟提供的各件机具，并规定承包方所需的所有其他机具均应由承包方负责取得. 

此外，合同最好就购买方提供的机具规定当事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例如有关机具是 

否卖给或租给承包方，承包方购买或租用机具应付的款额是否已计入合同价款中还 

是须另行支付）。 合同还可涉及根据这种安排将产生的其他问题》例如提供机具 

的曰期、提供机具的数量和质量、由哪一方负责维修保养、机具的用途以及应由哪 

一方承担机具灭失或损坏的风险。 如果购买方应建造工厂的一部分而他认为从承 

包方取得他施工所需的某些机械和工具是有益的话，那么合同也得涉及同样的问题о



1 2 . 关于承包方将施工机械和工具输入建造工厂所在国，即使是竣工后要输出 

的，可能也需要取得特许和批准（如结关）。 合同可责成购买方协助承包方取得 

这种许可证和批准文件，或代表承包方取得这些证件•

1 3 . 当事各方似宜商定如何提供施工所需的现场运输。 例如，合同可规定由 

当事一方提供所需车辆，并可就这些车辆的维修相更换作出分配。 第八章“设备 

和材料的供应”，第 1 1 至 1 4 段讨论了有关向工地运送设备相材料的问题。

2 . 竣工的时间

1 4 . 合同应明确规定承包方开始施工和竣工的时间。 可按某一日历日或按某 

一期限确定竣工时间。 如果应于某一日历日竣工，那么合同最好规定此日期在什 

么情况下可予推迟以及据以确定推迟期限的标准。 如果开工的日期不能确定（例 

如合同需得到政府机构的批准才能生效，或购买方需取得施工所需设备和材料的进 

口许可证），则合同可以规定应在某一规定期贬内竣工。 合同应规定这一期限自 

何时开始（见下段 )、在何种情况下停止计算或可延期或缩短，以及据以确定期限 

变动的标准（见下文第2 4 至2 6 段 ，第二十三章“变动条款”，第8 段和第二十 

四章“施工的中止”，第 1 3 相 1 4 段 ）。

1 5 . 当事各方似宜规定竣工期限可按下述日期之一起算：

( a )合同生效的日期；

( b )购买方按合同规定预付价款一部分的日期，或是购买方向承包方提交 

作为预付款担保的保证书的日期；

(c) 购买方就购买方已取得进口设备和材料所需的一切许可证以及建厂所 

在国所要求的对建造工厂的一切正式批准书向承包方交付通知书的日 

期；

⑴购买方向承包方提交关于开始施工所需的确定工厂的建造范围和技术 

特点的所有合同文件（如设计. 图纸）的日期；

(е)向承包方移交工地的时间。

1 6 . 或者，当事各方可以提出上段所述的多于一个的日期，并规定竣工期限按



其中最后到来的一个日期起算。 第十八章“迟延、缺陷相其他不履约”相第十九 

章 “约定违约金相罚款条款”讨论了承包方不按时竣工的后果。

1 7 . 如果仅聘请一名承包人建造工厂，而无须购买方协调几个承包人现场施工， 

则尽早竣工对购买方来说是有利的。 在这种情况下，确定的竣工日期或竣工期限 

的结束日期得视为竣工的最后时间，并允许甚至鼓励提前竣工（见第七章“价款相 

支付条件”，第 2 8 至 3 0 段 ）。 然而，有时购买方由于各种实际原因，包括其 

在财务方面的安排，可能不希望提前竣工。 合同应确定是否允许提前竣工。

3 . 施工时间表

1 8 . 合同宜列出一张时间表，规定施工进行顺序• 时间表便于评价施工进 

度. 当竣工时间需要变动时，时间表还可便于确定竣工时间的变动（见下文第4 

小节）. 当事各方似宜在签订合同之前协商出一个彼此能够接受的时间表.因为在 

以后阶段可能会更难以达成一致意见. 固然. 在签订合同之前，要制订一张完备 

详尽的时间表，是不现实的. 但是，合同可就建造工厂主要部分列出一个基本的 

施工时间表，并规定在合同生效后的一段规定期限内，承包方应编制一张详尽的时 

间表.

1 9 . 时间表的编制形式（如图表或使用电脑设备）应使施工的实际进度得以记 

录下来并与时间表进行对照。 当事各方似宜考虑的一个设计时间表的方法是所谓 

的 “关键路线法”。 根据这一方法》将整个施工分成各个单项任务，对每一项任 

务规定执行期限О 这些期限均列入一张表明施工活动的时间顺序和相互关系的示 

意图中。 各项关键性活动，即决定其他活动的活动，组成了一条连续的链条贯穿 

于示意图中，称为“关键路线”。 这一办法有利于评价某些施工活动的迟延对其 

他施工活动造成的后果》

2 0 . 如果聘用儿个承包人进行施工（见第二章“缔约方法的选择”，第 1 7 至

2 5 段 ），那么，每一项合同得列出一张说明该项合同所规定的施工顺序的时间表* 

以便使购买方能将该时间表与购买方制订的整个建厂施工的总时间表进行协调。然 

而 ，在有些情况下，尽管也许有可能规定每一承包人应竣工的期限，但无法规定每 

一承包人开始施工的日期（例如，由于其他承包人的确切竣工日期不定）。 与每



一承包人签订的合同，可规定该承包人开始施工的日期必须在合同规定的期限之内， 

并可近一步规定，具体开工日期应在该日期前的一段规定时期内送交该承包人的通 

知中予以指定。 合同还可进一步规定，如果购买方在规定的期限结束时尚不要求 

开始施工，那么该承包人就有权终止合同（见第二十五章“合同的终止” >。

2 1 . 为了评价施工进度，时间表可规定各标志日期（即，规定的施工部分预期 

竣工的日期）。 某一部分施工必须在某一标志日期之前竣工可以是强制性的。

如果聘请若干承包人进行施工，每一承包人必须严格遵守其时间表》以便使购买方 

得以成功地进行协调。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合同可规定遵守标志日期是强制性 

的，承包人如不能按标志日期竣工，那就应对迟延负责（见第二十八章“迟延、缺 

陷湘其他不履约”，第 1 7 和 1 8 段 ）。

2 2 . 如果只单独聘请一个承包人建造整个工厂，那就无须为协调施工活动而规 

定标志日期；该单一承包人将有义务协调所有活动，并按合同规定的竣工日期完成 

整个工厂的建造。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规定强制性标志日期，对购买方也可 

能是有益的。如果没有标志日期来要求某些部分施工按时竣工，那么，在一些法律制 

度下，即使承包人巳经远远落后于施工时间表》但购买方在确定的竣工日期到达之 

前，可能没有任何补救办法о 因此5 购买方似宜在时间表中规定某些主要部分施 

工应按时竣工的一个或几个强制性的标志日期。 合同可规定，如果承包方不能在 

有关的标志日期过去以后的一段合理的或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其中某一部分施工，则 

购买方有权终止合同（见第十八章“迟延、缺陷和其他不履约”，第 1 7 相 1 8 段 

湘第二十五章“合同的终止”，第 9 段 ）。

2 3 . 在某些情况下，非强制性的标志日期也是有益的. 例如，利用这些标志 

日期来划分各部分施工预期竣工期限，可便于在施工变动或中止时，确定准许承包 

方延长的期限. 然而，承包方不遵守非强制性的标志日期，并不算延迟履行其施 

工义务•

4 . 竣工时间的变动

2 4 . 在某些情况下，竣工的时间可能需要延长或缩短，如果合同的适用法律 

对此延长或缩短并未作出适当的规定，则当事各方宜在合同中作此规定. 本《指南》



ЙГ其他章节论述了关于竣工时间变动的问题（例如. 见笫二十三章“变动条款”，

第 8 段和第二十四章“施工的中止”，第 1 3 和 1 4 段 ）• 如果竣工时间有变动•

则施工时间表也须作相应的改动.

2 5 . 合同可责成承包方，将所发生的承包方意欲凭以行使其延长竣工时间的权 

利的任何事件及其原因. 及时通知购买方. 此外，可责成承包方一俟其能够确定 

需要延长多少时间时，立即将所需延长的期限通知购买方• 如果在送交通知后一 

段规定时间内. 当事各方未能就应给予承包方延长多少时间达成协议，那么就可认为 

根据合同规定，竣工时间应按竣工所合理需要的期限予以延长о 当事各方可规定， 

如果双方之间的争端提交仲裁程序或司法程序解决• 在该程序进行期间施工不得中 

断 （见第二十九章“争端的解决” ).

2 6 . 由于竣工时间的变动，可能需要随之延长有关施工方面的保险（见第十六 

章 “保险” ）或履约担保书的有效期（见第十七章“履约担保” • 第 1 0 至 1 2 段）. 

可责成有义务取得保险或提供担保的当事方采取必要的措施.

в- 在承包方指导下进行设备安装

2 7 . 如果采用了多项合同法（见第二章“缔约方法的选择” • 第 1 7 至 2 5 段）， 

购买方似宜安装承包方供应的设备• 或雇用当地的企业安装设备• 合同可责成承 

包方监督安装. 这种安排可减少购买方的外汇外流，并可使其国家荻得技术.

2 8 . 合同宜就承包方在监督过程中应履行的职责作出规定。 合同可责成承包 

方给设备安装人员以安装技术、 健康和安全方面的具体指导. 合同可规定代表 

承包方进行监督的人的所应具备的资格条件，并可责成承包方将受权进行监督的人 

员的姓名通知购买方. 合同可载明应予监督的安装工作的{古计期限以及开始安装 

的大致时间„ 合同可责成承包方在购买方向其送交开工通知书后一段规定的时间内， 

开始进行监督。 合同可责成购买方在承包方应开始进行监督前一段规定的时间内， 

把应受监督的人员通知承包方.

2 9 . 合同可责成承包方检查由其监督安装的设备，以核查安装是否正确，并将 

检査时发现的或理应发现的任何缺陷及时通知购买方。 合同可规定，承包方对购



买方或购买方雇用的企业不听从承包方的指示而造成的缺陷不负任何赔偿责任。

3 0 . 购买方或购买方雇用的当地企业可能拥有无需承包方监督而安装设备的技 

术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合同可责成承包方在购买方提出要求时，就安装工作提 

供咨询意见。 合同还可责成承包方在安装完毕后，检查已安装的设备，并将检查 

时发现的或理应发现的任何缺陷及时通知购买方。

Е. 进入现场

3 1 . 当事各方均需为某种目的进入现场。 合同可界定，进入现场包括进入将 

要进行施工的地段以及进入车间. 实验室. 仓库相其他为现场施工目的而建立的 

设施• 在聘用若干承包人进行施工的情况下，在确定购买方是否允许某一承包人进 

入另一7承包人所承建的工厂部分时，应考虑到购买方对该另一个承包人就保密所作 

的承诺（例如，关于图纸、规格说明书，或技术等）。

3 2 . 合同宜就进入现场问题作出规定• 准予进入的性质，得取决于施工现场 

和建造中的工厂将为当事哪一方所实际占有.如果施工现场和建造中的工厂将为 

承包方所实际占有，那么合同可责成承包方允许购买方及购买方指定的人员进入现 

场, 以便使他们能够确定施工进度. 并将无权进入的人员排除在外.如果施工现 

场和建造中的工厂将为购买方所实际占有，那么合同可责成购买方允许承包方及其 

所雇用的人员（包括分包人）为建造工厂和在保证期确保弥补缺陷而进入现场（见 

第十三章“竣工、接收和验收”，第 2 3 段 ）。合同可责成当事各方在灭失或损坏的 

风险由另一方承担的情况下，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以防止设备、材料和工厂的灭失 

或损坏（见第十四章“风险的转移”）.

卫.承包方协助购买设备和材料

3 3 . 在由购买方建造工厂的一个部分的情况下，有时他会发现要求承包方代其 

购买施工所需的一些设备或材料是有利的（例如，承包方可能有条件更迅速或更廉 

价地获得这些设备或材料）。 承包方所应提供的有关购物的服务，可包括提出设



备和材料的适当的规格说明；就要求潜在供货人承担的合同义务，其中包括质量保 

证提出建议；选择合适的供货А ; 制订与供货人签订合同所需的投标文件和其他文 

件；代表购买方签订购货合同；以及接收和检查所供的货物合同宜列入关于购买方 

因承包方代其购买机具而向他付款的特别规定，因为适用于拟由承包方施工的付款 

条件可能不适用于这些机具。

3 4 . 合同可规定承包方对不履行其义务所负的赔偿责任.与承包人雇用分包 

人或其他人员来履行其自己的施工义务（见第十一章“分包”，第 2 7 和 2 8 段 ） 

的情况相对照，可规定如果供货人不履行其与购买方签订的合同所规定的义务. 承 

包人对此不承担责任。 承包方只有在履行其有关购货义务时未尽到理应尽到的小 

心的情况下，才可能承担责任。

3 5 . 在有些情况下，购买方可能自己能够购买必要的设备和材料，但是在一些 

问题上（例如，设备或材料的适当的规格说明，可能需要供货人提供的保证），可 

能需要协助。 在这种情况下，可责成承包方提供适当的咨询。

现场的清理

3 6 . 合同可责成承包方定期清理现场上的多余物资'和废料《 此外，合同可责 

成承包方在购买方接收或验收工厂之后，将其施工机械和工具运离现场，但承包方 

可能在保证期间为修补通知其的缺陷所需的机械和工具除外. 合同还可责成承包 

方在竣工之后撤离现场，使现场保持整洁良好的状况。 关于承包方在合同终止 

时就其施工机械和工具所承担的义务，见第二十五章“合同的终止 '  第 2 3 至25 

段 .



第十章咨询工程师

本章所述的咨询工程师系指购买方聘用的、向购买方提供咨 

询和专门技术知识、代表购买方在建厂合同项下采取某些行动、 

或在合同项下行使某些独立职能的工程师（第 1和 3 段 ）。 建 

厂合同最好在咨询工程师的职权影响到承包方权利和义务的范围 

内清楚地规定咨询工程师的职权（笫 4 段 ）。 合同无需授权或 

规定咨询工程师向购买方提供咨询和专门技术知识（笫 5 和 6 段)。 

然而合同最好订明咨询工程师所具有的代表购买方行事的任何权 

力，包括对这种权力的任何限制（第 7 和 8 段 ）。

在一些建厂合同中，当事各方似宜规定由咨询工程师独立地 

而不是为了或代表购买方行使某些职能（第 9 至第 1 2 段和笫1 6 

段 ）。 这种独立职能可限于技术性事宜，例如可包括现场解决 

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技术问题，解决制图或规格说明书中的差异、 

错误或遗漏，解释合同的技术条款规定，证明存在某些导致合同 

权利和义务产生的事实（第 1 3 和 1 4 段 ）。 当事各方似宜考 

虑应否授权咨询工程师裁决当事各方之间的争端（第 1 5 段 ）。

合同最好规定咨询工程师按独立职能所采取的行为在多大程 

度上应视为对当事各方具有约束力。 这可取决于这一行为究竟 

涉及日常问题的解决，还是关系到当事各方之间争端的解决( 第 

1 7 至 1 9 段 ）。

如果咨询工程师只是向购买方提供咨询和专门技术知识，或 

是代表购买方行事，他可由购买方单独选择，但是，如果他要行 

使独立的职能，则承包方似宜有权参与选择。 合同最好规定有 

关选择和更换咨询工程师的程序（第 2 0 至 2 6 段 ）。 如果当 

事各方根据适用法律能够做到的话，似宜处理咨询工程师向他方 

委托其权力的问题（笫 2 7 和 2 8 段 ）。

合同可以责成承包方在他根据建厂合同须向购买方提供资料 

或准其进入现场、制造地点和竣工工厂的相同范围内向咨询工程 

师提供这种资料或准其进入这些地方（笫 2 9 段 ）。



А. 概述

1 . 购买方可能在一个工厂项目的早期就需要咨询工程师的服务。 在签订建 

厂合同之前，可能需要工程师进行可行性研究和其他缔约前研究（见笫一章“缔约 

前研究” ），编制部分或全部工厂的设计、图纸和规格说明书.编制招标文件和合 

同文件（见笫三章“承包方的选择和合同的订立” ），以及就其他各种技术性事项 

提供咨询。 在签订合同以后，工程师可向购买方提供有关建造工厂的咨询相专门 

技术知识。 在有些情况下，购买方可授权咨询工程师就根据建厂合同规定应由购 

买方采取的某些行动代表购买方行事（见下文第7 和 8 段 ）。 此外，还可授权工 

程师在建厂合同项下行使直接影响到当事各方权利和义务的独立职能（见下文第9 

至 1 9 段）》

2 . 工程师行使的职能范围可因购买方所选择的缔约方法而有所不同。 （见 

笫二章“缔约方法的选择” ）。 例如，如果购买方选择多项合同法，并需要咨询 

工程师协助协调各承包人的履约活动，比起选择统包式合同来说，工程师的职能范 

围就要大一些，因为统包式合同通常不需要这种协调。 然而，即使釆用统包式合 

同，购买方也可能认为，在例如对承包方的建造工作进行进度监督和质量检查方面 

工程师提供的服务是有益的。

3 . 有些情况下，购买方自己的工作人员中可能有工程师能提供购买方建造工 

厂所需的各种服务。 然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购买方的工作人员也许不能提供 

所需要的全部工程服务，购买方得聘用一名工程师，以取得这些服务。 这种第三 

方工程师在本章中称作“咨询工程师”。 即使在购买方内部具有足够的工程能力 

的情况下，购买方也可聘用一名咨询工程师，以作为这种能力的补充，例如，聘用 

一名在这类工厂或所涉施工方面具有特别专长或经验的咨询工程师。 此外，如杲 

建厂合同规定由一名工程师来行使某些独立的职能，那么合同可要求由第三方而不 

是购买方工作人员中的工程师来行使这些职能。 在选择咨询工程师时，购买方可 

以考虑应否选择已进行缔约前研究的工程师（见第一章“缔约前研究”，第16|0。

4 . 本章讨论了建厂合同中有关购买方所聘用的咨询工程师职权的条款。 就 

咨询工程师而言，其职权将由他与购买方订立的合同作出规定，而不是由咨询工程



师通常不作为当事一方的建厂合同作出规定。 凡咨询工程师代表购买方或依据自 

己的权利独立采取行动会对建厂合同项下承包方的权利和义务产生后果者，建厂合 

同最好也对咨询工程师的职权作出规定。 这将使承包方既有法律授权也有义务来 

实行咨询工程师所采取的这种行动。 重要的是，建厂合同有关咨询工程师职权的 

规定应同购买方与承包方订立的合同的有关规定相一致。 如果就建造工厂订立了 

不止一个合同，则这些合同中有关咨询工程师职权的规定最好都相互一致。

В. 咨询工程师的职权

1 . 向购买方提供服务

(а) 向购买方提供咨询和专门技术知识

5 . 对于任何类型的建厂合同来说，购买方必须掌握或能得到必要的专门技术 

知识，以确实弄清楚工厂的设计和规格说明书符合自己的要求，建厂工作的进展令 

人满意，并作出各种决定和行使根据合同规定属其职权范围内的其他职能。 例如, 

他必须能核准承包方提出的施工时间表，监督施工进展，评价承包方的屦约情况以 

便确定是否支付所要求付给的款项，评价施工迟延或缺陷和确定在这方面采取何种 

措施, 指示作出变动或就承包方建议的变动作出决定，确定承包方提出的分包人， 

处理免责障碍或困难情况以及评价检查相试验的结果。 对于某些合同，购买方可 

能有必要承办设备和材料、检查和评价承包方提交的图纸、评价承包方和供货人提 

出的保证并为各承包人进行的工作作出安排和进行协调。 对于费用偿还式合同，

购买方有必要查明承包方要求偿付的各项费用是否合理相正确。 对于单位定价合 

同，购买方得核实需支付的施工单位总额。 购买方往往发现最好聘用一名咨询工 

程师就这些事项向其提供咨询和专门技术知识。

6 . 如果咨询工程师仅向购买方提供这种咨询和专门知识，而不代表购买方或 

依据自己的权利采取直接影响承包方的合同权利和义务的行动，则建厂合同无须对 

咨询工程师行使这种职能作出授权或规定。 另一方面，建厂合同可能应载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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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旨在使咨询工程师能履行这种职能，或便利这种职能的履行，诸如规定允许 

他进入厂地或制造地点，或取得必要情报资料，以监督工程进展和行使其别的职能 

( 见下文第2 9 段 ）。

(Ь) 代表购买方行事

7 . 咨询工程师除了向购买方提供咨询和专门技术知识外，还可受权代表购买 

方采取上文笫5 段所提及的那类性质的某些或所有行动。 在某些情况下，由于咨 

询工程师的行动可能直接影响到承包方的合同权利和义务，因此建厂合同最好订明 

咨询工程师在这方面的权力，包括对这种权力的任何限制（例如，对咨询工程师代 

表购买方指示或同意作出变动方面杈力的任何限制）。 此外，建厂合同最好责成 

购买方将咨询工程师的权限在签订合同后所发生的任何扩大或变化以书面通知承包 

方。

8 . 建厂合同还宜订明咨询工程师是否具有代表购买方与承包方通讯的任何权 

力。 例如，合同可规定，购买方与承包方之间有关咨询工程师权限内各事项的通 

讯均须通过该工程师传送。

2 . 独立职能

9 . 当事各方似宜考虑咨询工程师应否独立地、而不是为了或代表购买方行使 

某些职能。 这种做法在世界的某些地区有时是建厂合同的一个特点，但在其他地 

区也许不为人们所熟悉。 这种做法可能有某些好处。 例如，它可使施工过程中 

出现的技术问题能够由一位熟悉施工情况和了解项目并能直接接触有关人员、实情 

资料和来往函电的人迅速而独立地予以解决。 由当事双方都信任的一 位咨询工程 

师独立采取的行动比起由其中一方或代表其中一方所采取的行动来更容易为当事各 

方所接受，并可能避免耗费时间和费用昂贵的仲裁或司法程序。

1 0 . 在另一方面，由一位咨询工程师行使独立职能也可能有某些不利之处。 

例如，如果咨询工程师是由购买方选择、聘用和支付报酬的，承包方可能对咨询工 

程师能否公正地履行其独立职能表示怀疑》特别是如果咨询工程师除履行其独立职



能外，还要为购买方或代表购买方履行其他各种职能时• 尤其可能引起这种抠心。 

承包方可能怀疑咨询工程师是否有能力做到在某些情况下保护购买方的利益> 而在 

另一些情况下又转为公正和独立地行事。

1 1 . 在理论上* 当事各方都可以指定一名咨询工程师，并根据他们之间订立的 

协议履行独立的职能。 购买方也可以聘请一位咨询工程师向他提供咨询或专门技 

术知识，或代表他行事，并聘请另一位咨询工程师行使独立的职能• 但在实际上，

这种安排证明是十分累赘的。

1 2 . 咨询工程师行使独立职能的能力、这种职能范围以及咨询工程师采取的独 

立行动对当事各方有多大的约束力* 可能取决于当事双方在多大程度上参与选定咨 

询工程师С见下文С节）。 例如，如果咨询工程师完全由购买方选定，承包方可 

能不愿同意咨询工程师行使任何独立职能；或者，他可能只同意咨询工程师行使范 

围有限的独立职能。 而且，他可能不同意使咨询工程师的独立行动具有任何约束 

力，或者可能只同意使之具有有限的约束力（见下文第1 7 段 ）。 允许当事双方 

都参与选定咨询工程师可使咨询工程师的独立作用得以扩大，但是，即使当咨询工 

程师仅由购买方单独选定时，选用一位因其能力和公正而享有很高国际声誉的工程 

师可以提高潜在的承包方接受咨询工程师起较大的独立作用的可能性。

1 3 . 关于咨询工程师可以行使的独立职能的种类， 当事各方似宜将这种职能限

于诸如施工方法、用于建造工厂的设备相材料的规格说明和工厂的质量等技术性事 

宜。 例如，当事各方似宜授权咨询工程师到现场，以便能够迅速地回答在施工过 

程中出现的技术问题，解决图纸或规格说明书中的差异、错误或道漏之处，或解释 

合同的技术条款规定。 此外，当事各方似宜授权咨询工程师证明存在某些会导致 

合同权利和义务产生的事实。 例如，可以授权咨询工程师证明承包方有权获得他 

所索取的款项，证明施工有延迟，或证明一方声称为免责障碍的事件的发生和持续 

时间，以根据困难条款产生权利，或说明中止施工是有正当理由的。 还月以授权 

他证明机械安装竣工试验或性能试验是否成功，或者证明存在承包方据以反对购买 

方指示作出变动的有关情况。

1 4 . 上段提到的某些职能可由咨询工程师代表购买方行使或独立行使.例如证 

明承包方有权得到付款. 或者证明机械安装竣工试验成功• 合同最好清楚指明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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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职能究竟应代表购买方行使或独立行使，并把应代表购买方行使的那些职能排 

除在独立行使的职能之外.

15 •当事各方似宜考虑应否授权咨询工程师裁定当事各方之间有关技术性事宜 

的争端о 如果当事各方指定一位不是咨询工程师的公断人处理这种争端（见第二 

十九章“争端的解决”，第 1 6 至 2 1 段 ），他们似宜把咨询工程师的权力限于解 

决日常问题和证明事实的存在（见上文第1 3 段 ）• 咨询工程师本人可以起到解 

决争端的公断人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笫 1 0 至 1 2 段中讨论的那些考虑因素可能 

是适用的。 例如，如果承包方能够参与选定咨询工程师，承包方就更有可能接受这 

种作用• 如果咨询工程师要起到这一作用，则诸如咨询工程师的任命和他裁决争 

端的权限等问题应根据第二十九章“争端的解决” • 第 1 7 至 1 9 段中有关公断人 

的论述予以解决-

1 6 . 如果要授权咨询工程师行使独立的职能，合同应规定要公正行使独立职能， 

做到对购买方和承包方不偏不倚。 此外，合同应规定，咨询工程师应运用和执行 

合同的条為不应单纯按照他自己对公正的概念行事，而不顾合同条款。

1 7 . 合同最好规定，咨询工程师按独立职能所采取的行动，在多大程度上应视 

为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 关于解决日常问题或证明存在事实方面，合同可以规定 

当事任何一方都可将这种行动提交合同规定的争端解决程序审查。 另外一个可能 

性是规定凡所涉价值低于规定金额的行动均对当事各方具有均束力，不必审査。合 

同还可规定，凡咨询工程师在当事一方提出要求后一段规定的时间内未对之采取行 

动的任何事项，均可提交争端解决程序，除非合同规定有处理这种问题的另外办法。

1 8 . 关于所述行动在争端解决程序结束前的效力，合同可以规定，这一行动在 

经争端解决程序予以修改或撤销之前必须遵照执行, 除非主持这一程序的法庭另行 

裁决作为临时措施（对照笫二十九章“争端的解决”，第 2 1 段 ）。 这一做法可 

以避免建造工作长期中断和耗费。 但是，如果采用这一做法，合同可规定，由于 

遵照咨询工程师所釆取的后经争端解决程序修改或撤销的某一行动而承付的费用， 

根据合同规定未以其他方式取得补偿者，当事一方有权就此取得另一当事方的补偿。

1 9 . 关于由咨询工程师解决争端的问题，第二十九章“争端的解决”，第 ] 6 

至 2 1 段中有关由一名公断人解决争端的论述，也适用于有关咨询工程师所作裁决



的约束性以及这一裁决在争端解决程序结束前的效力问题о

С . 选择和更换咨询工程师

2 0 . 如果咨询工程师只是向购买方提供技术咨询和专门技术知识* 或只是代表 

购买方行事，他可由购买方单独选择》 但是，如杲他要行使独立的职能，承包方 

似宜有权参与选择（见上文第1 0 至 1 2 段 ）。

2 1 . 在某些情况下，购买方可在投标文件中指定咨询工程师。 潜在的承包人 

在决定是否投标时就可考虑到他对所指定的咨询工程师的了解*或他的信誉和根据 

建厂合同规定咨询工程师所应起的作用，特别是如果咨询工程师要行使独立职能的 

话。 因此》指定一个可能为潜在的承包人所接受的公司是符合购买方自己的利益

2 2 . 如果在签订建厂合同后由购买方单独选择咨询工程师，而且咨询工程师将 

代表购买方行事，则合同最好责成购买方向承包方提交载有咨询工程师的姓名和地 

址的书面通知。 如果咨询工程师只是向购买方提供咨询和帮助，这一规定也许是 

不必要的。

2 3 . 如果在缔约之后由承包方参与选择咨询工程师，而且咨询工程师将行使独 

立的职能，则合同最好规定一个选择的办法。 合同可以要求购买方将所提议的咨 

询工程师的姓名和地址以书面通知承包方，征求承包方同意对他的任命。 它可以 

允许购买方立即聘用所提议的咨询工程师，但规定在承包方书面同意咨询工程师的 

任命之前，咨询工程师不得行I 任何独立的职能。 这可使咨询工程师能够向购买 

方提供技术咨询相专门知识，并代表他行事，从而使建造工作得以在咨询工程师尚 

不履行独立职能的范围内进行下去。 合同还可以规定，如果购买方在向承包方发 

出通知之后的一段规定时间内没有收到承包方说明其反对该任命理由的书面异议， 

咨询工程师即可行使合同所规定的独立职能。

2 4 . 当事各方似宜考虑采用各种可能的方法来处理承包方对购买方所提议的咨 

询工程师提出异议这种情况。 一个方法是，合同可以责成购买方提议另一个符合 

承包方意见的咨询工程师行使独立职能。 另一方法是，合同可以规定当事各方同



意由某--第三者来选择咨询工程师。 第三个办法是, 合同可以允许当事任何一方 

将任命咨询工程师的问题提交争端解决程序。 如果在争端解决程序中发现承包方 

的异议是没有道理的，合同可以授权咨询工程师履行独立职能。如果发现异议是合 

理的，可以责成购买方提议由另一个符合承包方意见的咨询工程师履行独立的职能。 

或者，合同可以允许购买方要求用受理争端的个人、仲裁庭或法院对任命咨询工程 

师的同意来.取代承也方的同意，如果根据适用法律它有权这样做的话。

2 5 . 合同还可以列入条款据以处理有关缔约后必须更换咨询工程师的这种情况о 

如果原来的咨询工程师是由购买方在缔约后单独选择的，那么替换人选也可由购买 

方单独选择，但是他必须向承包方发出替换人选的姓名和地址的书面通知，如果任 

命原咨询工程师时也需要发出这种通知的话。 如果原咨询工程师是由建厂合同规 

定的，或承包方在缔约后参与了咨询工程师的选择，合同可以规定承包方有权参与 

选择替换人选。 这方面的程序可以类似于前段所述关于承包方参与选择原咨询工 

程师的程序。

2 6 . 合同最好规定. 原咨询工程师所采取的行动在任命替换人选时属有效者，

应仍然具有与原咨询工程师未经更换情况下的同样效力。

0 . 咨询工程师向他方委托权力

2 7 . 咨询工程师向他方委托权力往往受到适用法律规则的管辖，但是，当事各 

方如能做到的话（即如果不受强制性法律规则的限制），最好在合同中处理这一问 

题。 例如，在咨询工程师行使独立职能的情况下，当事各方可能认为最好规定他 

未经当事双方书面同意不得将其行使独立职能的权力委托给另一个咨询工程师。如 

果需要这一限制，最好在购买方与咨询工程师的合同和建厂合同中都列入这一限制。 

同样，在咨询工程师代表购买方行事的情况下，最好在购买方与咨询工程师的合同 

湘建厂合同中载明购买方可能希望对咨询工程师将其行使这种职能的权力委托给他 

方的能力所加的任何限制，以便使承包方了解并遵守这种限制。

2 8 . 合同还可规定，经咨询工程师恰当委托权力的人士采取的任何行动，有如 

由咨询工程师本人所采取的行动，具有同样效力。 合同还可规定，咨询工程师可



以采取被委托权力的人士受权采取而尚未采取的任何行动。

Е. 向咨询工程师提供资料和进入便利

2 9 . 咨询工程师为了能有效地行使其职能，可能需要得到各种资料以及进入现 

场，进入工厂拟用的设备、原料和供应品的制造地点，进入正在施工中的工厂和巳 

竣工的工厂。 合同可责成承包方在他根据合同须向购买方提供资料或准予进入的 

相同范围内向咨询工程师提供这种资料或准其进入这些地方。



第十一章分包

提 要

本 《指南》所使用的“分包” 一词系指承包方雇用第三者夹 

履行承包方在建厂合同项下所承担的某些义务。 合同宜载有关 

于允许分包的范围、分包人的诜定和分包的其他方面问题的条款。 

合同还宜明确规定承包方承担的义务中哪些应遵守这些条款（第 

1 至 4 段 ）。 根据许多法律制度，购买方与分包人之间不存在 

任何法律关系，建厂合同似宜涉及这一事实所引起的某些后果(第 

5 至 6 段 ）。

在某些情况下，合同可禁止承包方将其某些或全部义务的履 

行进行分包（第 8 至 9 段 ）。

关于选择分包人的问题，当事各方可考虑两种基本办法：由 

承包方单独选定分包人（第 1 0 段 ）和由购买方参与选定分包人 

( 第 1 1 至 2 6 段 ）。

如果可能的话，当事各方最好在签订建厂合同之前商定分包 

人。 合同中可写明分包人的姓名’ 避免在选择分包人问题上 

产电争端。 或者，当事各方可商定能接受的潜在分包人的名单， 

由承包方从该名单中诜定分包人（第 1 3 和 1 4 段 ）。

如果合同规定缔约后由购买方参与选定分包人的话（第 1 5  

段 ），那么合同就可规定购买方有权对承包方提议的分包人提出 

合理的异议（第 1 6 至 1 9 段 ），或承包方有义务雇用由购买方 

提名的一家公司作为分包人，但承包方有权根据合同规定的理由 

对该公司提出异议（第 2 0 至 2 6 段 ）。 使用提名制度时应慎 

重 ，并要充分了解所涉及的程序、合同条款及其后果（第 2 3 段 ）。 

在任一情况下，当事各方都宜为解决彼此间关于雇用分包人的争 

端商定一快速程序（分别见第1 7 和 1 8 段以及第2 6 段父 

当事各方似宜规定，承包方雇用分包人夹履行建厂合同项下 

承包方所承担的任何义务并不减轻或解除承包方就未履行该项义 

务所负的赔偿赍任（第 2 7 段 ）。 合同还可要求承包方向购买 

方赔偿囡分包人损害购买方财产所带夹的损失或因分包人的作为 

或不作为而使购买方对第三者承担赔偿责任所带夹的损失，赔偿 

限度与如果这些损失是由于承包方本身的作为或不作为所造成的



情况下承包方对购买方应负的赔偿责任相同。 或者，合同可规 

定按适用法律夹解决这些问题（第 2 8 段 ）。

在某些情况下，购买方会希望分包人对其承担某些义务，并 

希望能就分包人不履行这些义务直接向分包人索赔。 当事各方 

似宜考虑在建厂合同中规定一种办法使之有可能这样做（第2 9 

至 3 1段 ）。

当事各方可要求建厂合同授权购买方直接向分包人付款并向 

承包方收回所付款项或将这种支付款项记入贷方（第 3 2 至 3 4 

段 ），并就购买方和分包人之间的合作和交流作出规定（第 3 5 

和 3 6 段 ）。

建厂合同条款与分包合同条款需要协调一致（第 3 7 段 ）。

А.

1 • 本 《指南》所使用的“分包” 一词系指承包方雇用第三者代表承包方履行 

建厂合同项下承包方的某些义务。 例如，该词包括承包方雇用来安装设备或提供 

其他建造服务或制造承包方有义务供应的工厂重要设备的第三者。 该词不包括承 

包方本身为履行合同义务而从其获得所使用的标准设备、材料或服务的第三者。这 

后一类第三者，有时称为“供应人” ，不属本《指南》所涉范围。 与这些第三者 

的合同关系并不会产生与分包人的合同关系所产生的那种特殊问题；因此建厂合同 

中只需处理与分包人的合同关系问题。

2 . 要在分包人和供应人之间划分'一条精确的界线是有困难的。 承包方雇用 

的某些第三者可能明确地属于这一类别或那一类别，而另外一些就不是这样。 囡 

此 ，当事各方不宜试图在合同中对两者加以区分。 合同最好倒是明确规定承包方 

义务中哪些必须遵守有关限制或管理承包方雇用第三者夹屨行其合同义务的合同条 

款。 1

3 . 承包方雇用分包人夹履行其在建厂合同项下的某些义务，是常有之事。承 

包方可能不拥有所需的告门知识、人员1 设备或资金夹自行完成其在合同项下的全 

部告门工作。 即使承包方能自行完成其全部合同义务，建厂所在国的现行条例也 

可能要求承包方雇用当地分包人夹履行某些种类的义务。 在有些情况下，一个组



织 ’诸如国营外贸组织，本身并不具备进行建造工作任何方面的能力，但可能签订 

建造工厂合同，并将建厂合同规定的全部建造义务分包给他人履行。

4 . 工厂合同宜载有关于允许分包的范围、分包人的选定和分包的其他方面问 

题的条款。 没有这些条款规定，根据某些法律制度，承包方就能自由分包到超出 

了购买方认为合乎需要的程度5 而根据另一些法律制度，承包方不经购买方明确同 

意而进行分包的能力就可能受到限制。 当事各方在谈判和起草建厂合同时应适当 

注意有关分包的条款规定，因为如不能令人满意地处理分包所带夹的问题，就可能 

造成施工进度和工程质量方面的问题。 在拟订分包规定时，当事各方应考虑合同 

的适用法律对这一问题的任何强制性规则以及拟建工厂所在国家现行的行政或其他 

公共性质的强制性法律规则（见第二十八章“法律的选择” ，第 2 2 段 ）。

5 . 由于分包合同纯粹是承包方与分包人之间的合同，按照许多法律制度,在 

购买方与分包人之间并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 因此，如果分包人不履约’他仅对 

承包方负有责任。 购买方只能向承包方追偿其囡分包人未履约所遭受的损失，而 

且只有在承包方根据建厂合同对购买方负有这种损失的赔偿责任的情况下才可这么 

作 （见下文第2 7 段 ）。 同样，根据购买方和分包人之间不存在法律关系的那些 

法律制度，购买方也没有义务向分包人支付服务报酬，分包人须向承包方索取付款， 

而承包方则将根据建厂合同以某种形式向购买方索回该项付款（见下文第3 2 至 34 

段 ）。 例如，可将分包人的服务费用列入承包方收取的总价款中，或者，如系费 

用偿还式合同，则可向承包方偿付这些费用。 然而，在某些法律制度下，因法律 

的实施而在购买方和分包人之间直接产生某些法律权利和义务。

6 . 购买方与分包人之间无合同关系可能有利于购买方’例如可使承包方与分 

包人之间囡分包人未履约或承包方未向分包人付款而产生的争端同购买方无关。然 

而 ，这种无关通常并不是绝对的，因此建厂合同似宜载有某些条款，对购买方关心 

的有关分包人的事项作出规定。 本章以下几节将探讨这些问题。

В .承包方分句,的权利

7 . 有些国家订有法律规则，规定承包方须将某些工程分包给本国的企、1к。在



没有这种法律规则的国家，当事各方应在合同中规定承包方是否有权并在何种程度I 

上可以分包。 ！

8 . 购买方也许信赖承包方在进行设计、为工厂提供某些设备或材料或进行与' 

建造有关的某些服务方面的专门知识和声誉；因此，他可能希望承包方自己夹 履 行 ： 

这些义务。 另一方面，购买方也许会希望承包方就提供某些其他设备、材料或服 

务进行分包。 此外，提供技术或设计的购买方也许想要限制或禁止承包方进行分 

包以保守技术或设计的机密。

9 . 可釆取不同的办法夹限制或禁止承包方进行分包。 在有些情况下，当 事 - 

各方似宜规定承包方不得将其在建造工厂方面的大部分义务分包出去。 在其他情 

况下，合同可明确规定承包方不得分包出去的和可分包出去的义务，但应遵守合同 . 

的其他条款（如下节讨论的条款）。 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当事各方可商定承包方： 

不得将其任何义务分包出去。 如果承包方是一个组织，本身不具有进行建造工作 

任何方面的能力（见上文第3 段 ）,则合同可允许承包方通过分包来履行其全部建 

造义务。

С. 分包人的选定

1 . 由承包方单独选定

1 0 . 在有些情况下，购买方可能对选择分包人没有什么兴趣或根本没有兴趣。 

在这种情况下，可完全交由承包方选定分包人。

2 • 购买方参与选定分包人

1 1 . 然而，在其他情况下，诜择分包人可能对购买方有具体的利害关系。 购 

买方可能对于所分包的义务的确由拥有令人满意地履行分包义务所需要的专门知识 

和资源的公司夹履行感到关心。 购买方可能希望确保拟安装的特定设备将符合一 

定标淮，而这种标准只有某些分包人才能够达到。 在分包人索价直接影响到购买



方应付承包方价款的那种合同（如费用偿还式合同）中 ，购买方将关心能以最公道 

的价格履行分包义务。 购买方可能希望限定承包方雇用当地分包人，或根据建厂 

所在国的法律他必须这样做。 由于与外国供资组织的协议安排，购买方可能有义 

务确保与该组织所在国的公司签订一定价值的分包合同。

1 2 . 通过在合同中规定购买方参与冼定分包人，就可顾及上段所提及的情况。 

购买方参与的程度和性质可视当事各方选择的缔约方法（见第二章“缔约方法的诜 

择” ）以及购买方对能控制履行拟分包义务的费用和质量的重视程度不同而异。然 

而 ，购买方应认识到，在合同中规定有权迫使承包方与某一特定分包人签订分包合 

同，对购买方可能有不利的财务后果，因为承包方可在其价款中加上因对他不熟悉 

的分包人的工作进行更多监督所花的费用，以及增加一部分价款以应付由于分包人 

不履约造成损失而对购买方负有赔偿责任所增加的风险。 此外，购买方应认识到， 

购买方参与选定分包人可能会减少承包方因分包人未履约而负的赔偿责任（见下文 

第 2 7 段 ）。

(а) 在建厂合同中明确规定分包人

1 3 . 如果可能，尤其是在由分包人提供的设备、材料或施工服务对建造工作实 

属关犍的情况下，当事各方最好在签订建厂合同之前先就分包人达成协议并在合同 

中写明分包人的名称。 这样可避免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就选择分包人问题出现争端， 

并可防止可能由这些争端引起的工作中断和财务后果。 此外，这种办法也许有助 

于防止承包方在获得合同后进行“报价诜择”。 按该一做法，承包方利用他从一 

家公司荻得的分包合同报价作为他本身合同价格的依据，进而尽量从其他公司荻得 

对分包合同的更低报价，并有可能以此来迫使该第一家公司降低报价。 如果承包 

方成功地从第一家公司莸得降低的报价（在大多数一次总付合同中，这不会使购买 

方因而减少应付价款），就可能诱使该家公司为了使其利润幅度不致缩减而减少其 

赛用并且不那么令人满意地履行分包合同。

1 4 . 建厂合同可明确规定一牿定分包人应完成建造工作的某个方面。 或者， 

合同可列明一份由购买方和承包方商定的可接受的潜在分包人名单。 如果承包方



能从提议的分包人获得报价，并将报价连同分包人以往工程记录的详细材料一并提 

交购买方，就可能促使购买方同意某一分包人或潜在分包人名单。 但是承包方为 

荻得报价，可能要支付额外费用，而这一费用最终须由购买方负担。 此外，除费 

用偿还式合同以外，承包方可能不愿意向购买方透露分包人提出的报价。

№ )缔约后购买方参与选定分包人

1 5 . 如果要在签订合同后选择分包人，那么当事各方在应雇用什么分包人的问 

题上发生争端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这可能造成工程中断，对当事双方都可能带来 

财务后杲。 囡此，如果釆用这一办法当事各方必须高度合作和及时的交流。 例 

如 ，如杲合同规定分包人应由承包方提议或由购买方提名（下文予以讨论），那么 

另一方最好将不能得到其同意的潜在分包人名单尽早通知提议或提名的一方。 以 

下几段讨论缔约后购买方参与选定分包人的各种可能的程序。

㈠ 购买方对承包方提议的分包人提出异议的权利

16 . 合同可规定承包方不得雇用一家购买方对其持有合理异议的公司作为分包 

人。 合同可责成承包方将其与某一家公司签订分包合同的意向以书面通知购买方， 

其中载有该公司的名称、地址及其所要承袒的工作。 在分包人索取的价格将直接 

影响购买方所支付价款的合同中，如费用偿还式合同和对价格调整釆用书面证据办 

法的一次总付合同（见第七章“价款和支付条件”第 1 0 至 2 4 、 5 6 和 5 7 段 ）， 

该书面通知最好还包括该家公司将索取的价格。当事各方还似宜考虑要求承包方向 

购买方提供拟议中的分包合同副本以及购买方有理由索要的有关该公司的其他情况。 

如果购买方在收到通知后规定的一段时限内未向承包方提交对雇用该公司的书面异 

议并说明提出异议的合理理由，就是允许承包方雇用该公司。 г

1 7 •当事各方最好商定快速的程序来处理有关购买方反对承包方提议的分包人 

的争端，以防止或尽量减少施工的中断。 按照一种办法，可允许当事任何一方立 

即将争端提交争端解决程序夹解决（见第二十九章“争端的解决” ），建厂合同可



规定应在短期内（如一个月）作出裁决。 在争端解决前，不雇用任何分包人，但 

只有在不雇用分包人就不能进行施工的情况下，才中断施工。 如果认为购买方的 

异议是合理的，就可责成承包方提议另一分包人，并承担施工中断所造成的财务后 

果。 如果认为购买方的异议不合理，承包方可荻准按其向购买方发出的通知进行 

分包，并可要求购买方承担施工中断所造成的财务后果。

1 8 . 根据另一种办法，可责成承包方在收到购买方对原提议的分包人提出异议 

后短期（如一星期）内向购买方发出新的分包意向通知。 如杲新通知中所提议作 

为分包人的公司是购买方可接受的，承包方就可雇用该家公司。 关于购买方对第 

一次分包意向通知中所提议的公司提出的异议是否合理的争端可立即或在稍后时候 

提交争端解决程序。 这种程序悬而未决不会延迟雇用新的分包意向通知中所提议 

的那家公司。 如果在争端解决程序中认为购买方的异议是不合理的，就可要求购 

买方承担因任何施工中断所造成的财务后果以及因雇用那家新的公司，而不雇用原 

来提议的公司对承包方所造成的额外财务后果。 如果认为购买方的异议是合理的， 

则可要求承包方承担这种后果和损失。 至于对新通知所提议的公司不为购买方所 

接受的这种情况，合同可规定诸如上文第1 7 段所述的一种程序。

1 9 . 在某些类型的合同中（如费用偿还式合同），当.事各方似宜考虑要求承包 

方取得一定数目的公司对履行拟分包义务的报价并将这些报价提交购买方，同时表 

明其准备接受那些报价。 购买方将从这些投标人中选定分包人。 这一办法可能 

不适合于提供高度专I 化项目或服务，因为可能无法找到一批可取得其报价的公司。

㈡ 提名制度

2 0 . 还可规定购买方在更大程度上参与选定分包人，即由购买方自己诜定一分 

包人，要求承包方与之签订分包合同。 这实质上是“提名”制度，这种做法在世 

界某些地区是常见的。

2 1 . 按照提名制度，购买方认定可能的分包人并与他们谈判履行合同中规定的 

应按该制度执行的义务。 可在签订建厂合同前进行这种谈判。 如果这样，就可 

在合同中列入拟由承包方签订的分包合同的基本条款，包括价款。 在一次总付合



同中，如果在签订合同时没有确定分包工程的价款，合同可提出该分包工程的估计 

价格，然后合同价款可按分包工程的估计价掩与实际价格之差予以增减。 实质上 

分包工程是费用偿还性的（见第七章“价款和支付条件” ，第 1 0 至 2 4 段 ）。无 

论如何，合同应责成承包方与经购买方提名的公司签订分包合同。

2 2 . 诸如提名制度这样的办法对购买方有各种好处。 这使购买方能诜择分包 

人并使购买方能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履行分包义务的价款和其他,条件。 这还使购买 

方能利用特定分包人提供的特定设计、设备或服务。 此外，这也是购买方确保当 

地公司取得分包合同的一个办法。 购买方本身无需与分包人建立合同关系就可得 

到这些好处。

2 3 . 然而，使用提名制度应该审慎并应充分了解所涉程序，以及合同条款的规 

定及其后杲。 在使用这一制度时会遇到各种潜在的危险，应根据适当的合同条款 

夹处理这些问题。 例如，如果合同未予明确否定，购买方高度参与洗择分包人会 

产生并非所希望的后果，即在分包人和购买方之间直接产生合同权利和义务，或者 

限制或排除了承包方就分包人未履约所承担的赔偿责任。 在后一情况下，购买方 

除了不能从承包方取得赔偿外，可能也不能从与之并无合同关系的分包人取得赔偿， 

他不得不自己承袒损失。 若在合同中规定，承包方雇用分包人来履行承包方根据 

合同规定所承担的任何义务并不减轻或解除承包方就未履行该项义务所负的赔偿责 

任 （见下文第2 7 段；但也见下文第2 4 段就可以避免这种后杲。 此外，在 

与有可能提名为分包人的公司进行谈判时，购买方必须注意这些谈判的结果不能解 

释为同意雇用该公司作分包人。 否则，如果承包方最后未雇用该公司作分包人， 

购买方就要承担对该公司的赔偿责任。 由于提名制度存在着不利因素和潜在危险， 

购买方似宜考虑是否最好还是由他自己直接雇用一家公司作为单独的承包人，而不 

是提名其作为分包人。

2 4 . 如果釆用提名制度，宜允许承包方可根据一定的理由对经提名作为分包人 

的公司提出异议，以保护承包方不致承担义务与会不正当地损害承包方利益的分包 

人缔结合同关系。 这些理由可包括例如以下的一项或多项：

( а ) 经提名作为分包人的公司拒绝向承包方承抠与承包方向购买方所承担 

的同样范围的合同义务和责任，其中包括关于质量、时间安排、担保



和赔偿金额的义务和责任；

(b) 经提名作为分包人的公司拒绝同意就承包方由于分包人的作为或不作 

为而对购买方或第三者承袒的任何赔偿责任向承包方进行赔偿；

( c ) 经提名为分包人的公司缺乏履行拟分包义务的资格；

⑷承包方就与经提名为分包人的公司签订分包合同所提出的其他任何合 

理的异议。 这可包括几种情况，例如，承包方以前与该家公司有过 

不能令人满意的交往，或该公司的财务状况损害其令人满意地履约的 

能力。

2 5 . 当事各方似宜考虑釆取某些办法夹处理这样的情形，即承包方囡为经购买 

方提名为分包人的公司拒绝向承包方承担与承包方向购买方所承担的同样范围的义 

务和责任而反对该公司作为分包人。 例如，如果购买方同意缩小承包方向购买方 

所承担义务的范围以便使这种义务同分包人向承包方所承袒的义务相称，那么建厂 

合同可责成承包方签订分包合同。 或者，合同可限制承包方在分包人未履约情况 

下应付购买方的赔偿金，使之不超过承包方可从分包人取得的赔偿金。

2 6 . 当事各方应考虑如果因承包方拒绝与经购买方提名为分包人的公司签订合 

同而产生争端时该怎么办。 在这方面，当事各方似宜考虑釆取类似上文第1 7 和 

1 8 段所述的办法，其财务后杲应根据承包方拒绝雇用该公司是否合理夹予以分担。

° • 承包方对购买方由于分包人不履约或分包人其他作为或不作为 

所遭受损失的赔偿责任范围

2 7 . 当事各方似宜考虑如果承包方未履行建厂合同规定的义务是由于分包人未 

履行分包合同所造成的话，则承包方应在多大程度上就此对购买方负有赔偿责任。

在这方面，当事各方可规定，承包方雇用分包人夹履行建厂合同项下承包方所承担 

的任何义务，并不因此减轻或解除承包方对未履行该项义务所负的赔偿责任。 5 这 

一办法将维护购买方就其因分包人未履约所遭受损失取得赔傍的权利’如果根据建 

厂合同可迫使承包方雇用一名他有理由反对雇用的分包人（但见上文第1 2 和 2 4 

段 ），那么当事各方似宜考虑限制承包方就由于该分包人未屨约而造成的损失所负



的赔偿责任（例如见上文第2 5 段 ）。 在认为分包人仅与承包方而不与购买方有 

法律关系的法律制度下，这后一办法的一个后果是：因分包人未履约所造成的损失， 

在承包方不就其对购买方负赔偿责任的范围内，就得由购买方承担。

2 8 . 当事各方似宜考虑的有关问题是，承包方究竟应否并在多大程度上有责任 

向购买方赔偿因分包人损害购买方财产所带夹的损失或囡分包人的作为或不作为而 

使购买方对第三者承担赔偿责任所带来的损失。 后一种赔偿责任可能是由于例如 

分包人对第三者或其财产造成损害而产生的。 一个可能釆取的办法是要求承包方 

应就这种损失向购买方赔偿’赔偿限度与如果这些损失是由于承包方本身的作为或 

不作为所造成的情况下承包方对购买方应负的赔偿责任相同。 4 另一个可能釆取的 

办法是按适用法律解决这些问题。

购买方直接向分包人索赔的权利

2 9 . 在有些情况下，购买方可能希望分包人对其承担某些义务，并希望能就违 

反这些义务直接向分包人索赔。 例如，购买方可能希望责成分包人对设计保密。 

同样，承包方可能不希望就由分包人设计和提供的工厂某一告门项目（如空调）的 

设计缺陷向购买方承拒青任。 当事方可商定，购买方能直接向提供设计的分包人 

索赔。 如杲购买方与分包人之间没有合同关系，那么分包人就不直接向购买方承 

担这类义务’购买方就不能就违反这些义务向分包人提出索赔。

3 0 . 在这种情况下，当事各方可考虑的一种办法是由购买方与分包人单独签订 

一项协议，仅限于拟由分包人承担的义务。 例如，分包人可向购买方承担保密的 

义务，或可保证设计的适用性。 因此，购买方就可直接向分包人就其违反义务提 

出索赔。

3 1 . 另一个可供选择的办法是规定由承包方承抠有关的义务，并要求承包方使 

分包人向其承担同样的义务。 要做到这一点可在合同中规定承包方应这样做，或 

以承包方使得分包人向其承袒这种义务作为购买方同意承包方提议的分包人的条件。 

为了使购买方有权直接向分包人索赔，要在合同中增加一项条款，规定承包方将承 

包方就分包人违反义务要求其赔偿的权利转让给购买方，如果适用法律允许这神转



让的话。

对分包人履约的付款

3 2 . 如上所述（见第5 段 ），在大多数情况下，购买方没有义务向分包人付款; 

而是分包人须向其缔约的对方、即承包方索取付款。 然而，有可能出现购买方希 

望向分包人付款的情况，诸如因承包方未向分包人支付过去应付的一笔款项’使分 

包人不愿意继续工作而威胁到工程的顺利进展。 此外，在有些法律制度下，分包 

人可能通过规定对工厂本身的留置权或优先权而有权强制向他支付应付款项。 囡 

此当事各方宜在建厂合同中授权购买方要求承包方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向分包人支付 

应付的款项，如果在向承包方提出这一要求后一段规定的期限内承包方未向购买方 

提供此种证据，或未向购买方书面说明其不付款的合理理由，购买方就可向分包人 

付款并向承包方收回所付款项，或将所付款项记入贷方帐目。 如果建厂合同未明 

文授权购买方向分包人付款，购买方这样做将自冒风险，因为他向分包人支付的金 

额将不能减少其向承包方支付的义务。 为了避免牵涉购买方与分包人之间存在着 

合同关系的问题，建厂合同还可明确规定购买方是代表承包方直接付款的。

3 3 . 购买方釆取什么办法夹向承包方收回其直接支付给分包人的金额或将此项 

金额记入贷方帐目，可取决于购买方和承包方所订立的建厂合同中的支付条件。在 

一次总付合同中，购买方可有权从他.应支付给承包方的合同价款中扣除他巳支付的 

金额。 在费用偿还式合同中，如果购买方代表承包方就分包工程向分包人付款， 

则没有必要在承包方和购买方之间调整价款，因为承包方并未承付应由购买方偿还 

的分包工程费用。

3 4 . 应指出的是’购买方向分包人付款可能有不利之处’即会使购买方卷入承 

包方与分包人之间的争端，而且在有些情况下会损害购买方与承包方之间的关系。 

此外，购买方在付款时应谨慎从事，И免其与承包方之间就是否应该付款或所付金 

额是否属实际应付等情事产生争端。



°. 购买方与分包人的合作与交流

3 5 . 正如第九章“现场施工” ，第 3 段所述，合同可责成购买方向承包方提供 

与承包方履约有关的某些种类的情报资料（如关于购买方所在国现行的安全或环境 

法的资料），并以其他方式与承包方合作（如通过存放承包方的设备或材料箬办法） 

当事各方似宜考虑责成购买方在分包人履行承包方承担的义务时，以同祥方式并在 

同样范围内向分包人提供资料或与之进行合作。

3 6 . 为了使与分包人履约有关的事项能由双方来进行讨论并为双方所理解•，往 

往需要购买方与分包人进行直接交流。 因此，当事各方似宜要求建厂合同授权购 

买方在与分包人履约有关的范围内就技术事项或就与工厂设计或质量有关的事项与 

分包人交流。 合同还可规定承包方有权出席购买方与分包人之间的讨论，并可责 

成购买方将购买方与分包人之间的任何其他交流通报承包方。 当事各方似宜规定 

购买方与分包人之间就购买方受权与分包人进行交流的事项所达成的协议对承包方 

具有约束力，但是承包方必须参加了或有权参加购买方与分包人的讨论，或被告知 

了双方间的交流情况，而且该协议并未改变承包方与购买方之间所签订的建厂合同 

的条款。

Н. 分包合同与建厂合同的协调一致

3 7 . 建厂合同和分包合同的条款需要保持协调一致， 吏由分包人完成的工作 

范围和质量达到承包方根据建厂合同所承袒义务的要求。



第十一章注

说明性条款

“承包方如雇用一名或几名第三者夹履行以下所列义务’必须遵守本合同关于 

分包的条款规定，该第三者应视作分包人。 前句所提及的义务如下：...”。 

说明性条款

“承包方应就其分包意向向购买方发出书面通知，通知书上应包括提议的分包 

人的名称和地址，和拟由他进行的工作的说明〔和他要索取的价格〕〔以及购 

买方有理由索要的有关提议的分包人的任何其他情况〕。 〔承包方还应向购 

买方提供一份拟议中的分包合同副本。 〕在向购买方发出书面通知起…天届满 

后 ，如果购买方未在上述…天内就提议的分包人、拟分包的义务（分包人索取 

的价格〕〔或分包合同的条款〕向承包方提出异议，并说明提出异议的合理理 

由，则承包方应荻准按书面通知进行分包。”

说明性条款

“⑴承包方雇用的所有分包人仅是承包方单方的分包人，对本合同任何条款 

的解释或实施均不应造成或默示购买方与任何分包人间存在合同关系， 

但本合同另有明确规定者除外。

(2)承包方雇用分包人夹履行本合同项下承包方所承担的任何义务并不减轻 

或解除承包方就未履行该项义务所负的赔偿责任^。

说明性条款

“承包方同意向购买方赔偿因分包人损害购买方财产所带夹的任何损失或因分 

包人的作为或不作为而使购买方不得不对第三者承担任何赔偿责任所带夹的任 

何损失，赔偿限度与如杲这呰损失是由于承包方本身的作为或不作为造成的情 

况下承包方对购买方应负的赔偿责任相同”。



第十二章制造和施工过程中的检查相试验

提 要

当事各方似宜在合同中明确颊定制造相施工过程中进行检查 

相试验的要求和程序。 制造和施工过程中检查和试验的目的是 

向购买方证实制造和施工是按照商定的时间表以及合同进行的 

(第 1段 ）。

在起草关于制造和施工过程中的检查和试验的合同条款时，

最好考虑到建厂所在国和设备或材料制造国颊定检查相试验的地 

方性法律条例（第 3 段 ）。 可由一个独立机构进行检查相试验 

( 第 2 、 6 和 1 9 段 ）。

宜说明应在制造过程中进行的检查相试验的性质（第 8 段 ）。 

合同可规定购买方可进入进行检查和试验的地方，并指明为检查 

和试验目的应绐予购买方的便利（第 1 0 相 1 1 段 ）。 进行试 

验时间可由承包方确定, 但应预先通知购买方（第 1 2 至 1 4 段）。

购买方国家颁布的法律规则可能要求进行合同没规定的其他 

试验或变更试验，或者即使法律规则不如此要求而购买方可能希 

望进行这些其他试验相变更试验о 合同应确定进行这些试验的 

费用分摊（第 1 5 段 ）。

合同应确定在制造相施工过程.中进行的试验不成功的后果 

( 第 1 6 段 ），并规定出具试验报告和证书（第 1 7 至 1 9 段 ）。

如在设备和材料装运时应支付某些款项（第七章“价款和支 

付条件”，第 7 0 段 ），合同可规定购买方在装运时进行检查。 

如果设备和材料的灭失或损坏风险（第十四章“风险的转移” ）

在装运时转移给购买方（第 2 1 和 2 2 段 ），则最好在装运时进 

行检查。 如果设备和材料到达现场时应由购买方接管，合同可 

规定在设备和材料到达现场时进行检查（第2 3 段 ）。

合同可规定购买方有权检查现场施工进行情况，或要求承包 

方在施工过程中进行指定的试验。 解决有关施工过程中的检查 

相试验所产生的问题可用解决有关制造过程中的检查和试验所产 

生的问题的类似方式（第 2 4 和 2 5 段）。 如果承包方记录施 

工进行情况，可便利购买方进行检查（第 2 6 段 ）。



А.

1 . 本章涉及在制造和施工过程中应进行的检查湘试验。 关于竣工后进行的 

试验则在第十三章“竣工、接收相验收”中论选 对建厂合同来说. 重要的是要 

明确规定在制造知施工过程中进行检查如试验的要求湘程序及其法律效果。 制订 

检查湘试验程序，是为了查明制造命施工过程是否符合合同规定的要求，因为确保 

符合合同规定要求可使巳竣工工程少含缺陷。 这种程序不仅涉及购买方以直观方 

法所作检查，也涉及承包方在制造湘施工过程中应进行的各种试验。 购买方可有 

权而不是有义务检查设备湘材'料，并参加在制造湘施工期间进行的特定试验（见下 

文第8 湘 2 4 段）。 合同规定的检査和试验的确切性质、范围和时间安排可视购 

买方选定的缔约方法湘拟建工厂的性质而定（见第二章“缔约方法的选择”）。原 

则上，在制造和施工过程中应进行的检查和试验不是为了表明承包方巳履行其建造 

义务，而是为了向购买方证实制造和施工正按照商定的时间表（见第九章“现场施 

工’’，第 1 8 至 2 3 段 ）以及合同（见第十八章“迟延、缺陷相其他不履约’’，第

2 6 段 ）进行。 因此，最好规定如果购买方未能在制造和施工过程中发现缺陷并 

通知承包方，并不妨碍其以后要求弥补该缺陷的权利( 见下文第8 段湘第八章“设 

备相材料的供应”，第 2 0 段 ）。

2. 一些国家，特别是工业高度犮达的国家颁布了法规，要求凡建厂工程所用 

的设备知材料必须经政府当局或受权私人机构检查。 关于某些事项，也可在国际 

一级规定检查和试验。

3 . 地方性法规所规定的主要有关安全、保健和环境标准的检査命试验，不论 

合同有无规定，原则上均适用。 建厂所在国可能有这种性质的法规。 在起草合 

同时应予以考虑。 此外，如果制造国的法规巳规定在制造过程中必须符合某些质 

量控制要求，就无必要另订立对设备如材料进行试验的合同条款„ 如果这些法规 

中的要求与合同中订明的质量要求相符，则承包方只要表明已正确进行了制造国所 

要求的检查湘试验就够了。

4 . 承包方可在制造或施工过程中进行试验，作为其质量控制制度的一部分》 

购买方应确信这一质量控制制度是充分的3 要求在制造湘旌工过程中进行过多的



试验，如同对承包方履约的其他千扰一样，很可能使建造费用增加。

5. — 些囯际或国家标准化机构制订的技术标准明确规定了试验要求。 因此, 

合同可规定采用某一指定的国际标准化机构的标准，或某一指定的圆家标准化机构 

的标准，最好是釆用建厂所在国的标准，如果这些标准能够满意地解决一切有关问 

题。

6 . 在开发一新的产业时а初始阶段的某些检查和试验最好由某一能在国外进 

行检査和试验的有经验的外国机构承担。 可由购买方与该机构直接作出必要安排。 

或者，可在合同中规定由承包方与合同指定的某一机构作出必要安排，并可要求该 

机构出具检查匆试验合格的证书。

7 . 有些情况下，合同中可能需要规定对购买方提供给承包方用于建造工厂的 

设备和材料进行检查湘试验承包方必须在设备如材料提供给他以后尽早进行检 

査湘试验。 合同可涉及承包方未能发现缺陷湘不将缺陷通知购买方的后果（见第 

八章“设备和材料的供应”，第2 9 段和第十八章“迟延、缺陷和其他未履约”，

第 6 5 段 и

в. 制造过程中的检查和试验 

1 • 制造过程中的检査如试验的说明和效果

8 . 当事各方可商定购买方有权检査用于建造工厂的某些设备和材料的制造工 

艺，并参与应由承包方在制造过程中进行的指定试验。 制造过程中的检查相试验 

的目的可以是为了检查是否遵循了适当的制造工艺以及设备相材料是否具备所要求 

的技术参数. 最好尽可能确切地说明制造过程中应进行的检查和试验的性质，并 

考虑到该设备如材料的性质。. 合同可规定.购买方在进行检查和试验时未发现缺 

陷并不解除承包方在竣工后通过适当试验表明工厂无缺陷的责任（对照第十三章，

“竣工、接收和验收”，第 1 和 2 4 段湘第十八章“迟延、缺陷和其他不履约”，

第 8 段 К

9 . 制造过程中进行设备检查还可给购买方人员以机会来熟悉设备的某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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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购买方希望得到这种机会，则可在合同中规定有权参加制造过程中检査的不仅 

限于购买方的工程师或其他建厂管理人员，并可扩大到购买方指定的购买方其他雇 

员。 但是，购买方的权利应限于让其雇员参与正常检查程序，因为任何不适当的 

操作均可影响承包方承担的交付无缺陷设备的义务。

2 . 购买方进入制造地点和7?(包方应提供的便利

1 0 . 如果购买方希望在制造过程中检査设备相材料或参与制造过程中的试验， 

合同可规定为了进行此种检查和试验的目的购买方可在工作时间内进入制造设备和 

材料的一切地点。 给予购买方这一权利可能有困难，主要有两个原因3 第一. 

承包方可能希望对某些制造工艺的专有技术保密，或者承包方根据与其他人诸如许 

可方的合同安排，或根据与某些客户的安排，例如当他在敏感题目方面为政府当局 

履行某些合同时：可能有义务要保守这种秘密。 此外，制造国的法规可能限制购 

买方进入制造地点。 在上述这些情况下，要给购买方机会来进行某种检查的唯一 

可能只有聘请一个专门检査机构，这一机构可以提供为承包方或有关第三方所能接 

受的保密担保，或可根据法律规则获准进入制造地点3 第二，承包方的分包人湘 

供应商（特别是当他们为高技术产品专家时）可能拒绝让购买方进入其厂地。 在 

分包人和供应商与购买方无合同关系的情况下（见第十一章“分包”，第 5 段 ）， 

购买方与承包方之间的建厂合同得规定承包方在其与分包人相供应商的合同中列入 

为了在制造过程中进行检查如试验的目的而进入的杈利。

1 1 . 在购买方有权进行检查或参与试验的情况下，合同可指明为此目的应给予 

购买方代表以何种便利》 此种便利可包括特别是办公地方、或提供样品供购买方 

或购买方聘请的机构进行独立试验。

3 。制造过程中进行试验的时间

1 2 . 由于制造过程中的试验可成为承包方质量控制制度的一个部分，因此承包 

方通常有杈确定进行试验的时间。 但是，除对某些关键性重要设备可能规定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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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以外，很少在合同履行时间表中规定试验时间。

1 3 . 合同可规定购买方有杈观察试验а 为使购买方能行使此项权利，可 责 成 ： 

承包方事先通知购买方进行试验的时间。 合同可规定应提前一段限定的时间通知' 

购买方。 提前时间的长短可取决于购买方为作必要旅行和为其代表参加试验作其 

他安排等通常所需的时间。

1 4 . 对于指定的重要设备项目，合同可规定只有在当着购买方的面试验成功后— 

7?(包方才能进行进一步制造和施工。 如果购买方由于不属承包方责任的原因而不 

能参加试验，合同可规定承包方有权在购买方缺席情况下进行试验。

4 . 其他试验或变更试验

1 5 . 合同不可能列明所需进行的一切试验。 在签订合同之后购买方国家颁布 

的法规可能要求进行合同中未列明的其他试验或变更试验》 承包方可有权就进行 

这些试验所支付的合理费用取得补偿如果由于进行其他试验或变更试验需要延长 

工期的话，并可有权合理延长设备和材料的供应时间和竣工时间。 如果这种法律 

规则并未要求进行其他试验或变更试验，但韵买方希望进行这些试验. 经承包方同 

意后可以进行这些试验。 如果试验是必要的，则承包方可有权就所支付的合理费 

用取得补偿并可合理延长设备耜材料供应时间和竣工时间。 或者，可在合同中将 

进行其他试验或变更试验的费用按照工业界的国际标准做法予以分摊。

5 • 试验不成功

1 6 . 如果试验不成功，合同可规定要求再次进行试验。 如果试验不成功须再 

次进行试验是由于承包方对之负有责任的原因，则承包方不能得到履行合同的额外 

时间，并须承担该未成功试验的全部费用。 关于购买方在制造过程中发现缺陷的 

补救办法，见第十八章“迟延、缺陷和其他不履约”，第2 8 段。



6 . 试验报告相证书

1 7 . 合同可规定应对所进行的一切试验出具报告。 试验报告可包括所遵循的 

程序湘试验结果。 如购买方代轰参加试验，则试验报告也应经这些代衰签署。但 

是，只可把这种签字看作承认试验程序和读数的记录是正确的。

1 8 . 如购买方代表未参加试验. 承包方有义务立即将试验报告送交购买方。如 

果购买方已接到关于进行试验的恰当通知（见上文第1 3 段 】，则报告所记录的程 

序如结果可认为是正确的，

1 9 . 如由一个独立的检査或试验机构进行检査或试验，该机构通常出具一份证 

书或类似证明。 合同可责成承包方或是在该证明出具后立即将其送交购买方.或 

是将其作为在工厂验收之前提交购买方的文件的一部分送交购买方.

7 . 费用

2 0 . 大多数情况下2 当事各方似宜商定检查相试验费用应由承包方承担。 但 

是，购买方代表参加的费用（见上文第1 3 段 ）可由购买方承担。 由承包方承担 

的费用可包括劳力、材料、电、燃料相正确进行检查湘试验所必需的其他各项的费 

用。

с . 装运或到达现场时的检查

2 1 . 当设备或材料装运时应支付某些款项（见第七章“价款和支付条件”. 第 

7 0 段 ）或当设备材料的灭失或损坏风险在装运时由承包方转移到购买方（见第十 

四章“风险的转移”，第 1 2 段 ）时，合同可规定购买方在设备和材料装运时进行 

检查。 除检査设备和材料以外，还包括检查其包装，特别是如果运输中的灭失或 

损坏风险是由购买方承担的话可责成承包方在一段合理时间以前通知购买方设 

备相材料何时何地可供检査。

2 2 . 如果已决定要对设备和材料进行检査，合同可责成承包方须在进行检査以



后，或在购买方尽管及时接到通知但未能在合同指定的一段时间内进行检查之后.

才能将设备相材料发运》 当事各方可商定由指定的独立组织进行检查，费用由购 

买方或承包方承担。 合同可规定需要该组织出具证书确认检査中未发现缺陷，并 

可责成承包方必待证书出具后方可发运该设备和材料， 如犮现缺陷.购买方有权 

停止装运并要求予以弥补（见第十八章“迟延、缺陷如其徙不履约”，第 2 8 段 ）。

2 3 . 作为装运前检査的替代办法，合同可规定在设备和材料到达现场时进行检 

查。 在应于设备和材料到达现场时付款或实行风险转移的情况下，可采取这一程 

序. 此外，如果设备湘材料到达现场时应由购买方接管，则当事各方可商定在运 

抵现场时进行检査。 进行检查可有利于查明应由承包方负责的缺陷和有利于保留 

就运输过程中发生的设备相材料灭失或损坏对承运人提出要求的潜在权利3 关于 

购买方未能进行检查或未能将检査中犮现的缺陷及时通知的后杲，在第八章“设备 

和材料的供应”，第 2 0 段中论述，而购买方对发现的缺陷所享有的补救办法在第 

十八章“迟延、缺陷,相其他不履约”，第 8 段和第3 0 至 3 2 段论述а

в, 现场施工过程中的检查命试验

2 4 . 购买方根据合同规定可有权检查现场施工进行情况. 此外，合同可要求 

承包方在施工过程中进行指定的试验，而购买方可有权及时接到有关通知并参与这 

些试验。

25 . 解决有关施工过程中的检查和试验所产生的问题可用相似于#决有关制造 

过程中的检查和试验所产生的问题的方式。 但是，事先通知购买方试验的时间的 

提前期限可以大大缩短，因为购买方通常有一名代表在现场观察或监督施工过程。 

此外，在现场一般不发生上文第1 0 段所提到的那种保密问题。 购买方对有缺陷 

施工的补救以及购买方未能发现施工缺陷或未能及时通知他所发现的缺陷的后果， 

在第十八章“迟延、缺陷和其他不履约，，，第 8 段和第3 0 至 3 2 段中讨论。

2 6 . 如果施工都有记录，可便利购买方进行检査》 因此，可责成承包方全面 

记录施工情况，并应购买方要求予以提供。 另一种办法是，可由购买方代表定期 

核查记录，并签字证实记录正确无误。



2 7 . 如设备由购买方或另一人在承包方监督下安装(见第九章“现场施工”. 

第 2 7 至 2 9 段），则可由承包方负责规定和进行安装过程中的检查相试验。 可 

责成承包方保存检查耜试验的记录-



第十三章竣工、接收和验收

提 要

合同最好能明确规定工厂竣工、接收和验收的时间以及它们 

的法律后果。 竣工一般在接收和验收之前（第 1 和2 段 ）。

可责成承包方通过进行成功的竣工试验证明竣工。 合同可 

以写明要求进行的试验с 合同可以要求在通知购买方竣工后的 

某一规定时期内进行试验。 如果试验不成功，可责成承包方重 

复试验。 合同可以要求在当事双方在场时进行试验（第 4 至 8 

段 ）。

合同可以在当事双方之间分摊试验费用。 合同可以要求将 

竣工试验结果反映在将由当事双方签署的报告中。 合同可以确 

定，如竣工试验成功，该日期可视为竣工的日期（第9 至 1 3 段）。

接收、性能试验和验收的顺序可以取决于当事双方选择的缔 

约方法，以及当事双方是否规定试运转期。 合同最好能确定在 

试运转期间工厂运转所需的物品应由哪一方提供（第 1 4 至 2 0 

段 ）。

合同应当指定何时购买方有义务接收工厂。 可责成当事双 

方编写接收报告书，说明接收之日工厂建造情况。 合同宜确定 

接收的法律后果（第 2 1 至 2 3 段 ）。

性能试验用于证明工厂符合合同所规定的技术特性。 合同 

可规定，在进行性能试验后方能验收。 合同可以责成承包方在 

试运转期届满后的某一规定期限内进行性能试验，或者，如果合 

同没有规定试运转期，即在竣工后进行性能试验。 合同宜说明 

需要进行的试验о 试验结果可反映在由当事双方签署的报告中 

( 第 2 4 至 2 8 段 ）。

合同可以责成购买方在性能试验成功进行后的一段限定期间 

内验收工厂，并责成当事各方编写验收报告书，由当事双方签署。 

该报告书可列出在性能试验期间发现的工厂缺陷的清单，并提出 

弥补缺陷的时间表（第 2 9 至 3 0 段 ）。

合同可以规定，如果由于购买方不屨行某项义务，致使承包 

方不能进行性能试验，即应认为已验收。 如果对工厂的各个部



分可以单独进行性能试验，可分别验收这些部分（第 3 2 至 3 3 

段 ）。

最好在合同中确定验收的法律后果，特别是如果合同规定临 

时验收的话（第 3 4 至 3 6 段 ）。

А. 概述

1 . 合同最好能明确规定工厂竣工、接收和验收的时间及其法律后果。 合同 

可以规定，当承包方按合同要求提供了设备、材料和施工服务（例如设备安装）， 

并经成功的竣工试验得到证明时，即为竣工；当购买方从承包方得到工厂的实际占 

有权时即为接收；当购买方表明他确信该工厂没有严重的缺陷时，或者5 虽然该工 

厂存在严重的缺陷，但是购买方表示他不打算仅就工厂的严重缺陷行使他可以行使 

的补救办法时（见第十八章“迟延、缺陷和其他不履约”，第 3 5 段 ），即为验收。 

但是，即使已经验收，合同可以规定购买方有权就已验收工厂中的缺陷行使其他补 

救办法（见第十八章“迟延、缺陷和其他不履约”，第 3 8 至 4 8 段 ）。 合同还 

可以规定，发生某些情况时即应视为已予验收（见下文第3 2 段 ）。

2 . 按照正常的施工程序，竣工发生在接收和验收之前。 接收和验收的顺序 

可取决于一些因素（见下文С节）。

3 . 关于在合同终止后接收未竣工的或有缺陷的工厂问题在第二十五章“合同 

的终止”，第 2 6 段中讨论。 关于在由原承包人承担费用而由新的承包人完成工 

程或对工厂的缺陷予以弥补的情况下接收工厂的问题，在第十八章“迟延、缺陷和 

其他不履约” 中讨论。 关于接收用于建造工厂的设备和材料的问题在第八章“设 

备和材料的供应”第 1 9 和 2 0 段中讨论。

В. 竣工

1. 通过竣工试验证明竣工

4 . 合同可以责成承包方在他认为整个建造工程巳经竣工之后，将竣工一事通



知购买方，并通过进行成功的竣工试验证明竣工。 合同还可以规定，即使经竣工 

试验发现没有提供某些次要物品（即其缺漏并不妨碍进行性能试验，或者在不需要 

进行性能试验情况下，不影响工厂的使用）时，也应认为建造工程已经竣工。 合 

同可以规定，这种次要物品的缺漏属工厂缺陷，而不是旆工迟延（见第十八章“迟 

延、缺陷和其他不履约”，第 5段 ）。 在聘用若干承包人进行施工的情况下可以 

要求每一承包人在其负责的施工部分竣工后，就该部分进行竣工试验。 即使只聘 

请一个承包人进行施工，当事各方也似宜规定，在整个工厂竣工前，先就某些施工 

部分进行竣工试验（例如：如果购买方希望在整个工厂竣工前先使用工厂的某一部 

分：并见下文第3 3 段 ）。

5 . 合同最了明为确定是否巳经竣工所需进行的试验。 这些试验可包括与 

所进行的施工有关的以下某些或全部程序：工厂及其组成部分的外观检查；仪表检 

验和校准；安全试验；模拟试验；工厂及其各组成部分的机械操作；承包方应提供 

用以协助购买方操作和维修工厂的技术资料文件（例如，建筑依照的计划，说明书 

手册，以及零备件清单）的审查；可能责成承包方在竣工之前交付的备件库存的核 

查（对照第二十六章“建造后备件和服务的提供”，第 1 0 至2 1段 ）。 拟建工 

厂所在国的强制性法律规则可能规定，竣工时必须成功地进行某些试验后工厂方能 

运转。 合同可规定，除合同规定的试验之外，还必须进行这种法律规则所要求的 

任何试验。

6 . 合同可责成承包方在通知购买方竣工之后的一段规定期限内开始竣工试验 

( 见上文第4 段 ）。 合同可要求当事各方在这一期限范围内，商定一个开始试验 

的日期3 合同可规定，如果当事各方未能商定试验日期，则应责成承包方在该规定 

期限的最后一天开始试验。

7 . 在试验成功之前，工程得视为尚未竣工如果承包方进行的竣工试验不 

成功，则合同可责成他重复试验。 此外，如果未在合同规定的竣工日以前成功地 

进行试验（见第九章“现场施工”，第 1 4 至 1 7 段 ），则承包方应对延迅竣工负 

责（见第十八章“迟延、缺陷和其他不履约”，第 1 9 至 2 5 段 ）。 但是，如果 

由于购买方不履行某项义务（例如，提供必要的动力，见下文第9 段 ）而使承包方 

不能于合同规定进行试验的期限之内进行竣工试验，则应认力于上述期限届满时竣



工о 但是，如果购买方不履约是由于免责障碍，则应责成承包方重复试验。

8 . 合同可要求试验应在当事双方在场的情况下进行。 如果购买方因为不可 

避免的障碍而不能参加试验，他根据合同有权要求推迟试验。 如果购买方未参加 

试验，且未要求推迟试验，或当他无权提出要求时要求推迟试验，那么承包方根据 

合同可有权在购买方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试孤 合同可规定，根据购买方的要求 

而推迟的试验，必须在竣工通知后的一段规定期限内进行（见上文第4 段）。

9 . 合同可规定由承包方承担进行试验的费用。 但是，可责成购买方为进行 

试验提供指定形式的协助（例如，提供设备运转所需的动力），并承担提供这种协 

助的费用。 关于合同未予规定但合同签订之后建厂所在国颁布的强制性法律规则 

所要求进行的试验（见上文第5 段 ），合同可明确应由当事哪一方承担此项费用。

1 0 . 应要求当事,哪一方承担重复或推迟进行的试验的费用，可取决于重复或推 

迟的原因。 如果是因为初始试验不成功而不得不重复试验，则合同可规定承包方 

应承担购买方因为重复试验而合理支付的一切费用。 如果是因为购买方不履行某 

项义务而使得试验不能进行，从而不得不推迟试验，那么可规定购买方应承担承包 

方因为推迟试验而合理支付的一切费用。 如果购买方由于不可避免的障碍而不能 

参加试验，以致不得不推迟试验，则可规定，当事各方应按照与所推迟的试验的费 

用本应由他们如何承担的相同的方式来承担推迟试验的费用。

1 1 . 如果合同要求在进行竣工试验期间，必须遵行某些手续（例如，检查当局 

参加但由于不可避免的障碍，上述手续未能遵行，那么合同可规定，承包方有 

权在不遵循这些手续的情况下进行试验。 在有些情况下，适用法律可能会要求检 

查当局参加试验о 如果这一检查当局要求对工厂做一些改动，那么可责成承包方 

根据合同规定的变动施工的程序，进行改动（见第二十三章“变动条款”，第 1 2 

至1 9 段 ）。

1 2 . 合同可要求将竣工试验的结果反映在应由当事双方签署的报告之中。 该 

报告可写明试验开始相结束的日期，并说明试验是否成功。 如果试验不成功，则 

报告可说明在哪些方面尚未完工с 如果试验成功，则报告可指出在试验期间发现 

的工厂缺陷，并规定承包方有义务弥补这些缺陷的期限。 第十八章“迟延、缺陷 

和其他不履约”,第 3 8 至4 2 段讨论了购买方对这些缺陷的补救办法。 如果承包



方有权在购买方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试验（见上文第8 段），那么报告可由承包方 

单独签署。 合同可要求承包方及时把报告送交购买方。

2 . 竣工日期

1 3 . 合同可规定，如果竣工试验成功，则应认为于当事各方商定的试验开始之 

日竣工( 见上文第6段 ），或者于试验结束之日竣工。 如果竣工试验根据购买方 

的要求推迟了（见上文第8 段），并且试验又是成功的，则可根据合同把推迟前原 

定进行试验的日期视为竣工日期。

с.接收、性能试验和验收的顺序.试运转期

1 4 . 合同规定进行接收、性能试验相验收的先后顺序，可取决于购买方选择的 

缔约方法（见第二章“缔约方法的选择”），尤其是取决于当事各方是否在合同中 

颊定了须有一段斌运转期。

1 5 . 合同可规定，工厂竣工之后，应有一段试运转期。 这一试运转期使工厂 

能试运转，以达到正常运转状态，并为进行性能试验做好准备。 合同可规定，在 

此期间，承包方应培训购买方的人员，对工厂的运转和维修进行技术监督，并尽快 

弥补在工厂发现的任何缺陷。

1 6 . 如果在建造期间，承包方将实际占有工厂（见第十四章“风险转移”，第 

2 0 和 2 1 段），而且在试运转期间，购买方将在承包方的监督下使工厂运转，那 

么购买方可在竣工之后接收工厂以进行试运转。 合同可规定在试运转期届满时进 

行性能试验，并规定如果性能试验成功，购买方即验收工厂（见下文Е. 1 节）。

1 7 . 在试运转期间将由承包方使工厂运转的情况下（例如，根据产品到手合同: 

见第二章“缔约方法的选择”，第7 段 ），在此期间，工厂可仍由承包方实际占有。 

在上述情况下，可在试运转期结束时进行性能试验。 如果试验成功，购买方可依 

次验收和接收工厂。 或者，合同可规定验收和接收同时进行。

1 8 . 如果当事各方并未规定一段试运转期，那么合同可规定在竣工之后进行性



能试验。 如果性能试验成功，可依次进行工厂验收相接收。 或者，合同可规定 

验收和接收同时进行。

1 9 . 如果在建造期间，工厂已由购买方实际占有（例如，雇用几个承包人同时 

从事工厂建造），那么购买方将不用接收工厂。 在这种情况下，竣工之后可进行 

性能试验，如果性能试验成功，就验收工厂。

2 0 . 合同宜确定由当事哪一方提供试运转期间工厂运转所需的人员、能源、原 

料和其他物品，并就提供上述物品的费用在当事各方之间进行分摊作出规定。 如 

果签订的是产品到手合同，那么在此期间培训购买方人员的费用，将划归承包方承 

担о 可规定，工厂的产出应属购买方所有。 合同可规定试运转期的期限和试运 

转期可据以延长的各种情况。

0 . 工厂的接收

1. 接收义务

2 1 . 如果购买方在验收之前接收工厂（见上文第1 6 段），合同可责成购买方 

在竣工日以后的一段规定期限内接收工厂（见上文第1 3 段 ）。 如果在接收之前 

验收工厂（见上文第1 8 段 ），那么合同可责成购买方在验收日以后的一段规定期 

限内接收工厂（见下文Е. 2 节）

2 . 接收报告书和接收日期

2 2 . 合同宜责成当事各方编写由当事双方签署的接收报告书，说明接收时工厂 

的状况。 合同可规定，如果报告书不载明接收日期，那么当事各方签署报告书的 

日期即为接收日期。 如果在进行竣工试验之后立即接收，或在验收工厂的同时或 

之后立即接收，那么可不需要接收报告书。 在这种情况下，接收可反映在竣工试 

验报告之中（见上文第1 2 段）或反映在验收报告书中（见下文Е. 2 节）。



3 . 接收的法律后果

2 3 . 合同宜确定接收的法律后果. 合同可规定，自接收之日起，工厂灭失或 

损坏的风险由承包方转移到购买方( 见第十四章“风险的转移 '  第 2 0 段）；购 

买方有义务支付价款的一部分( 见第七章“价款和支付条件”，第 7 5 段 ）；以及 

质量保证期开始起算( 见第五章“工厂说明和质量保证”，第 2 9 段 ）• 或者， 

合同可规定，这些后果或其中某些后果，应产生于验收之时，而不是接收之时（见 

下文第3 4 段 ）• 合同可责成购买方在接收之后允许承包方进入现场• 并保护工 

厂（见第九章“现场施工'  第3 2 段 ）.

Е. 工厂的验收

1 . 性能试验1

2 4 . 性能试验是为了表明工厂符合合同所规定的技术特性。 这些技术特性不 

仅涉及产出的数量相质量，而且还涉及一些其他参数，诸如工厂的能源和原料的消 

耗（见第五章“工厂说明和质量保证”，第8 段）。 试验还有助于表明工厂在各 

种操作条件下的性能。 合同可规定，如果性能试验未显示工厂存在有严重的缺陷， 

那么应认为性能试验成功（见第二十八章“迟延、缺陷相其他不履约”，第2 7 段）。

2 5 . 合同可规定，只有在进行了性能试验之后，方能验收》 但是，对某些施 

工内容（例如，建筑、土木工程），性能试验可能并不是确定是否符合所要求的技 

术特性的合适方法，因此，合同可要求对这些部分仅进行竣工试验.

2 6 . 合同可责成承包方在试运转期届满后的一段规定期限内进行性能试验，或 

者，如果合同未规定一段试运转期，则在竣工之后的一段规定期限内进行性能试验

(见上文第1 8 段 ）. 合同可要求当事各方商定在此期限之内某一日期开始试验. 

合同可规定，如果当事各方未能商定此日期，承包方应在该规定期限的最后一天开 

始试验。 合同可规定，如果试验不成功，承包方应重复试验。 合同还可限制承 

包方可重复试验的次数，并可规定必须重复未成功试验的期限。 第十八章“迟延、 

缺陷和其他不履约”，第3 5 至3 7 段论述了在合同允许承包方进行的最后一次试



验不成功的情况下购买方可有权要求的补救办法。 合同可规定，在合同允许承包 

方进行的最后一次试验不成功的情况下，购买方有权要求进行进一步的试验。

2 7 . 合同宜说明应进行的试验。 该说明可包括试验的持续时间、应达到的性 

能标准* 进行试验中应采用的测量和分析的方法、以及允许的误差.如果施工有 

变动（见第二十三章“变动条款”，第 1 段），那么性能试验也变动，以适应施工 

的变动. 诸如承包方进行性能试验的责任、购买方在试验进行中应提供的协助、

当事各方对试验费用的分摊、试验的推迟、强制性法律规则要求进行的其他试验、

以及在进行试验期间应遵守的手续等等问题, 均可按照类似竣工试验时的有关解决 

方式来加以解决（见上文第8 至 1 1段 〕•

2 8 . 合同可要求性能试验的结果反映在某一规定期限内将由当事双方签署的报 

告之中• 报告可载录性能试验开始和结束的日期、遵行的试验程序和取得的读数， 

此外，报告还可评价上述读数和结果，并判定试验是否成功• 如果试验不成功，

报告可指明应重复试验的日期。 合同可规定，当事各方在取得的读数和结果或其 

评价方面如有任何意见分歧，均应反映在报告之中. 如果承包方有杈在购买方不 

在场的情况下进行试验* 那么报告应由承包方单独签署。 合同可要求报告还应由 

一名独立的专家签署，如果适用法律允许这样做的话。 合同可责成承包方及时将 

报告送交购买方。 如果性能试验成功，试验的结果可以毫不困难地载录下来5 那 

么当事各方似宜不写性能试验报告，而把结果载入验收报告书之中。

2 . 验收指告书和验收日期

2 9 . 合同可以责成购买方在成功地进行性能试验后的一段规定期限内验收工厂， 

并责成当事各方编写验收报告书，由当事双方签署，确认购买方在某一规定的日期 

验收了工厂。2 这种验收报告书可以尽量减少就工厂的验收日期以及尽管发现工厂 

有严重缺陷但是否已验收等问题产生争端（见第十八章“迟延、缺陷相其他不履约”, 

第3 8 段 ）。

3 0 . 验收报告书可以列出在性能试验期间发现的工厂缺陷的清单。 此外，它 

还可以提出一份弥补缺陷的时间表，除非购买方选择弥补缺陷之外的补救办法（例



如：扣减价款：见第十八章“迟延、缺陷和其他不履约”，第3 9 、4 1 和4 2 段)。 

如果当事各方对于诸如弥补缺陷的时间表等某些问题持不同意见，该报告书可以反 

映当事双方的意见。 该报告书还可以指明当事各方需就验收采取的措施，例如： 

转让保险单项下的权利。

3 1 . 如果该报告书没有指明验牧日期，合同可以规定，当事双方签署该报告书 

之日为验收日期. 如果验收报告书未经当事双方签署（例如：由于购买方没有参 

加性能试验，或者由于当事各方就性能试验成功与否产生争端），可以把成功地完 

成性能域验的日期视作验收日期， 如果合同不要求进行性能试验（见上文笫2 5  

段），验收报告书也未经当事双方签署，则合同可规定成功进行竣工试验的日期为 

验收日期.

3 2 . 购买方不履行某项义务（例如：没有提供进行该试验所需的协助：见上文 

第 2 7 段 ），会使承包方不能在合同规定进行性能试验的期限内进行性能试验。合 

同可以规定，在这种情况下，验收被视为发生于承包方向购买方送交说明已经验收 

的通知的日期。 合同还可以规定，如果由于并不属于任何一方责任的原因而不能 

在规定的期限内进行性能试验( 例如：如果按照合同规定需要某一检验机构参加试 

验，而该机构没有参加试验），应把工厂投入运转。 如果工厂在相当于进行性能 

试验所需耗费的一段时期内成功地运转，并未发现工厂有任何严重缺陷5 则在这一 

时期届满后，即可视为已经验收。

3 3 . 如果聘用若干承包人建造工厂（见第二章“缔约方法的选择”，见 1 7 至

2 5 段 ），而不同的承包人在不同的时间完成由其建造的那部分工厂，并可以对每 

一部分单独进行性能试验，则合同可以规定分别验收工厂的各个部分。 即使只聘 

请单一承包人建造工厂，也有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对工厂的各个部分单独进行性能试 

验，而合同可以规定分别验收这些部分。 在这种情况下，对有关验收工厂某一部 

分所产生的问题5 可以用处理有关验收整个工厂所产生问题的同样办法来处理。如 

果由于某一部分不能单独运转，因而不能对该部分单独进行性能试验，则合同可以 

规定，只有在整个工厂竣工后方能验收该部分。



3 . 腌收的法律后果

3 4 . 合同最好明确验收的法律后果。 验收工厂除了有上文第2 3 段所指的后 

果外，可能会影响到购买方在未经验收时对工厂缺陷本可能享有的某些补救办法， 

例如：验收可能会排除终止合同的权利（见第十八章“迟延、缺陷相其他不履约”， 

第4 7 相4 8 段）。

4 . 临时验收

3 5 . 在实践中，当事各方有时在合同中规定，购买方可以临时验收工厂，特别 

是当合同不承认接收这一概念和不将它与验收相区分时更是如此。 允许临时验收 

的目的是为了使购买方能够实际占有工厂而不发生验收的某些后果（例如：丧失对 

工厂缺陷的某些补救办法）。 如果购买方临时验收，他实际上占有了工厂，但是 

须在承包方履行了某些条件—— 例如弥补了性能试验期间发现的工厂缺陷之后，他 

才验收工厂. 然而，也可以不采用II鈿于验收的办法，而是在合同中规定，即使性 

能试验未荻成功，购买方有杈接收工厂. 但是责成购买方只有在承包方成功地进行 

了性能试验后才验收工厂. 这种做法也可以得到同样的效果.

3 6 . 如果当事各方愿意规定临时验收，最好能明确临时验收的后果。 特别是 

最好明确说明购买方在什么情况下可临时验收，并确定在符合验收条件时是否应产 

生验收的法律后果（见上文第3 4段 ь 或者自临时验收之日起是否至少应产生其 

中的某些后果.



第十三章注

说明性条款

“⑴承包方必须在〔试运转期届满〕 〔竣工〕之后…… （指明一段期限）内进 

行性能试验о 如果当事各方未能商定在此期限内开始试验的日期，那么 

承包方必须在此期限的最后一天开始试验。

“⑵进行性能试验必须有当事双方在场。 如果购买方因为不可避免的障碍而 

不能参加试验，那么他有权要求将试验推迟至…… （指明比第⑴款所指的 

期限更长的一段期限）之内他可参加的最早日期。 购买方无权要求所推 

迟的试验于此期限届满之后进行。 如果购买方不能参加试验，又未要求 

或无权要求推迟试验，那么承包方有权在购买方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试验。

“⑶需要进行的性能试验在本合同的附件……中加以说明。

“⑷如果性能试验不成功，应责成承包方在该不成功试验之日以后…… （指明 

—段期限）内重复试验。承包方重复未成功的试验不得超过……次，也不 

得在自〔试运转期届满〕 〔竣工〕起算的…… （指明一段期限）届满之后 

进行。 但是，即使在不成功的试验业巳重复了……次（指明与上文所指 

数字相同的数字），或在自〔试运转期届满〕 〔竣工〕起算的…… （指明 

与上述期限相同的期跟）届满之后，购买方也可要求承包方重复未成功的 

试验。

“( 5 )承包方得承担进行性能试验的费用。 但是，购买方必须供应进行试验所 

需的如下物品：…… （指明物品），并负担费用。

“( 6 )如果是因为初始试验不成功而重复性能试验，那么承包方须承担购买方因 

为重复试验而合理支付的一切费用。 如果因为购买方不屨行某项义务而 

使得试验不能进行，从而推迟试验，那么购买方必须承担承包方因为推迟 

试验而合理支付的一切费用。

“( 7 )进行性能试验之后的…… （指明一段期限）之内，当事各方须编写一份由 

当事双方签署的报告，反映试验的结果。 报告须载明试验是否成功。报 

告还须说明如下情况…… （载明要求说明的情况）。”

说明性条款

“⑴购买方必须在进行成功的性能试验后…… （指明期限）内验收工厂。

“⑵当事 备方 必须在进行成功的性能试验后…… （指明期限）内编写验收报告 

书。 验收报告书必须载有下列情况：…… ( 指明要求报告的情况）。

“⑶验收发生于根据本条第⑵款编写的验收报告书中提到的验收日期。 如果 

验收报告书没有提到日期，则验收发生于当事双方签署验收报告书之曰。



如果验收报告书不经当事双方签署，则成功地完成性能试验之日即为进行 

了验收。

“⑷如果由于购买方不履行某项义务，因而不能在本合同第…条所规定的期限 

内进行性能试验，则承包方可以向购买方送交通知，说明巳经验收，验收 

于送交通知之日发生。

“( 5 )如果由于并不属于任何一方责任的原因不能在本合同第…条所规定的期限 

内进行性能试验，当事各方必须使工厂开始运转。工厂必须运转…… （指 

明期限）。 如果在此期间没有发现工厂有严重的缺陷，则这一时限届满 

时即发生了验收。”



第十四章风险的转移 

提 要

用于建造工厂的设备和材料、建造中的工厂或已竣工的工厂 

以及承包方施工所用工具和机械都会遭到灭失或损坏。 本章讨 

论由意外事件或双方都不对其负责的第三者的行动造成的灭失或 

损坏问题，以及当事各方对这类灭失或损坏分担风险的问题（第 

1 至4 段 ）。

在确定当事各方如何分担灭失或损坏的风险时，有几个因素 

必须加以考虑和平衡（第 5 段 ）。 当事各方有时希望将某些特 

定事件从承包方承担的风险中排除出去.并规定该事件引起的灭 

失或损坏的风险由购买方承担（第6 段 ）。

许多法律制度有强制性规则，规定设备和材料在用于工厂建 

造后便丧失各自的特性，而承担工厂风险的当事方也将对已用于 

工厂建造的设备和材料承担风险。 设备和材料被认为巳用于工 

厂建造的时间将按适用法律规定的准则来确定（第 7 和 8 段 ）。

当事各方似宜确定谁应对承包方提供的设备和材料承担风险， 

并确定该风险从当事一方转移到另一方的时间。 这特别取决于 

设备和材料由哪一方实际占有，以及避免风险多次转移的必要性 

( 第9 至 1 5 段 ）。

承包方提供的设备有时不是用于建造工厂的。 如果适用法 

律规则允许的话，当事各方似宜根据在工厂接收之前设备由哪一 

方实际占有来碉定由谁承担风险（第 1 6 和 1 7 段 ）。

对于购买方提供的用于建造工厂的设备和材料, 当事各方似 

宜根据一些因素来确定由谁承担风险，而这些因素同确定由谁来 

承担承包方提供的设备和材料的风险所依据的那些因素相类似(第 

1 8 和 1 9 段 ）。

对于建造中的工厂和已竣工的工厂，如整个工厂只由一个承 

包人承建，似宜规定在购买方接收或验收工厂之前由承包方承担 

风险（第2 0 和2 1 段 ）。 如果若干承包人依次参与施工，合 

同可规定在每一承包人接收未竣工工厂时风险即转移给他，并在 

购买方接受工厂时风险即转移给购买方（第 2 2 段 ）。

如果承包方对灭失或损坏承担风险，合同可要求他尽快自费 

补救任何发生的灭失或损坏。 如果购买方对承包方提供的设备



和材料承担风险，合同可规定他有义务按灭失或损坏的设备和材 

料的价值如数赔偿（第2 3 段 ）。

宜规定由承包方对其带到工地用于施工的工具和机械承担风 

险 （第3 0 段 ）。

А. 艇

1 . 用于建造工厂的设备和材料，建造中的工厂或已竣工的工厂以及承包方施 

工所用的工具和机械都会遭到灭失或损坏。 工厂合同当事一方、或当事一方对其 

负责的第三者造成的灭失或损坏的赔偿责任在第二十章“损害赔偿”里论述。 本 

章论述由意外事件或当事各方都不对其负责的第三者的行动造成的灭失或损坏问题。 

这类灭失或损坏在工厂建造中并非鲜见。 因此，合同宜规定当事各方如何分担这 

种灭失或损坏的风险。

2 . 承担灭失或损坏风险的当事方也要承担灭失或损坏的财务后果，并且不能 

从另一方得到赔偿。 举例说，如果设备，材料或工厂遭到灭失或损坏，而灭失或 

损坏的风险由承包方承担，则他必须补救灭失或损坏，自己出钱更换灭失物件和修 

复损坏项目。 如果灭失或损坏的风险由购买方承担，除了蒙受灭失或损坏，他还 

必须赔偿灭失或损坏的物件。 承担这些风险的当事方也许希望为这些风险投保， 

或者工厂合同甚至规定要这样做（见第十六章“保险”第 1 7 至2 6 段 ）。但是， 

合同一方有时买不到保险而被迫承担这些风险。

3 . 有时很难确定灭失或损坏究竟是由意外事件造成还是由当事各方都不对其 

负责的第三者造成（例如. 商品在运输之后发现损坏，而这类损坏既可能由意外事 

件造成，也可能由笫三者造成）。 因此，宜规定当事一方承担的灭失或损坏风险 

既包括由意外事件造成的灭失或损坏，也包括由当事各方都不对其负责的第三者所 

造成的灭失或损坏。

4 . 造成工厂物件灭失或损坏的意外事件或笫三者的行动也可能妨碍当事一方 

履行其合同义务。 例如，如果在承包方承担意外损坏风险期间工厂为风暴损坏. 

承包方可能受阻而不能如期竣工。 未履行合同义务的当事方是否有责任赔偿另一 

方由于这项未履行义务而遭到的财务损失，这个问题应同谁应对由意外事件或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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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行动造成的灭失或损坏承担风险的问题区别开来。 即使承担风险的一方有责任1 

补救该项灭失或损坏，他也不一定有责任就因该项灭失或损坏而造成的未履约赔偿} 

损失. 如果这项意外事件或第三者的行动构成免责障碍（见第二十章“损害赔偿”，| 

第3 段和第二十一章“免责条款”，第 9 至2 6 段 ）。 在上述例子中. 承 包 方 也 ） 

许应修复风暴对工厂造成的损坏，但他没有责任赔偿购买方因其未履约而造成的财： 

务损失，如果根据合同所载免责条款风暴构成免责障碍的话。 Т

5 . 在确定当事各方如何分担灭失或损坏的风险时，需考虑和平衡下列诸因素：

( a )首先最重要的是，哪一当事方能以最低的费用为货物投保，或按照工

厂合同的规定，能为有关的灭失或损坏投保，或在向保险人提出赔偿丨 

要求时处于较有利的地位； 1

( b )哪一当事方能更好地控制可能造成灭失或损坏的情况；这一方一般是 : 

实际占有设备、材料或工厂的一方。 由他承担风险可激励他用心保— 

管货物。 此外，由实际占有财产的当事方承担风险可避免就下列问 

题发生争议，即灭失或损坏究竟是由于财产保管欠妥而造成，还是由 

于不能防止的意外事件或第三者的行动而造成。 当事各方在确定如. 

何分担风险时似宜重视这一因素；

( c )不宜在当事各方之间多次转移风险（例如从承包方转移到购买方，然 

后又从购买方转移到承包方）。 当事各方也似宜重视这一因素；

⑷哪一方最能抢救和处置受损财产。

6 . 当事谷方有时希望将由于某些特定事件如战争. 其他军事行动、暴动（仅 

由承包方或其分包人的雇员引起的暴动除外) . 地震或水灾等造成的灭失或损坏的 

风险（所谓的“例外风险”)从承包方承担的风险中排除出去。 1 由于这种排除 

将导致这些风险需由购买方来承担，因此合同似宜明确规定在哪些情况下购买方应 

承担这些风险。 当事各方也许希望规定只有当这些灭失或损坏由工厂施工所在国 

的特定事件造成时购买方才须承担这些风险。 但是，如杲合同双方希望规定购买 

方须对即使在工厂施工所在国之外造成的灭失或损坏承担风险，那么合同就应该明 

文规定购买方开始承担这些风险的时间（例如在设备和材料交付第一承运人以便运 

往工地之时)。



В . 承包方提供的设备和材料

1 . 用于建造工厂的设备和材料

(a) 根据适用法律设备和材料用于建造工厂的后果

7 . 许多法律制度有强制性规则规定，设备和材料在用于建造工厂后便丧失各 

自的特性。 之后，承担工厂风险的当事一方也将对已用于建造工厂的设备和材料 

承担风险。 设备和材料被认为巳用于建造工厂的时间将由适用法律明文规定的准 

则来确定。 当事各方似宜根据这些准则来确定设备和材料何时用于建造工厂。

8 . 根据大多数法律制度，材料在施工中使用后便认为已用于建造工厂，因为 

这种使用往往改变材料的物理特征。 对于设备来说，各法律制度有不同的规定。 

一些法律制度规定，设备在工厂里安装后如不损坏设备就不能将它同工厂分离开, 

该设备便被视为已用于建造工厂。 另一些法律制度则规定，持久特征不那么强的 

安装也足以使设备被视为已用于建造工厂。 如果适用法律中关于何时算用于建造 

工厂的规则不是强制性的，而且不能以适当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当事各方似宜 

在合同中确定应在何时把设备和材料看作为已用于建造工厂（例如，当设备在工厂 

里安装之时，不论在此之后该设备是否可以拆除而不致于损坏该设备）。

(b) 合同采用的关于风险转移的规则

9 . 当事各方似宜在合同中规定，在设备和材料用于建造工厂之前的时期内谁 

应对承包方提供的将用于建造工厂的这些设备和材料的灭失或损坏承担风险。 如 

果这些设备和材料在承包方用于建造工厂之前仍由承包方实际占有，那就宜于规定 

在设备和材料用于建造工厂之前承包方应对它们的灭失或损坏承担风险（见本章脚 

注 1 )。

1 0 . 在某些情况下，购买方为了储藏目的而必须接管承包方提供的设备和材料 

(见第/1章“设备和材料的供应”，第2 1 至 2 6 段 ）。 在这些情况下，不论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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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什么办法来确定由谁承担风险都会有下列两个缺点之一：多次风险转移；或 当 事 ； 

一方实际占有设备和材料而同时当事另一方须对这些设备和材料承担风险。因此， | 

合同可以规定. 购买方对建造中工厂承担风险的同时，在设备和材料用于建造工厂； 

之前也对它们承担风险，从而避免发生多次风险转移的现象；但是，这个方法的一’ 

个缺点是，当承包方从储藏处将设备和材料取出以便用于建造工厂时，他实际占有 

这些设备和材料，而在此期间购买方须对它们的灭失或损坏承担风险。 如 果 合 同 - 

采用另一办法，规定这项风险由当时占有设备和材料的当事一方承担，就可避免这 

项缺点。

1 1 . 如果购买方应对未竣工的工厂的灭失或损坏承担风险，而购买方为储藏目 

的须接管设备和材料并只在它们用于建造工厂之前一刻才交回承包方. 那么当事双， 

方似宜规定，设备和材料的风险将转移到购买方，并在它们用于建造工厂之前仍由 

他承担。 如果承包方应对未竣工工厂的灭失或损坏承担风险，或者，未竣工工厂 — 

的风险不论由购买方承担还是由承包方承担，但设备和材料将由承包方接管并在它 

们用于建造工厂之前一段相当长时期内仍由他实际占有.那么当事双方似宜商定风 

险将转回到承包方并由他继续承担。

12 •只要设备和材料由购买方接管以便储藏或供购买方或购买方雇用的另一企 

业安装（见第九章“现场施工”，第 2 7 至 3 0 段），合同就应确定灭失或损坏的 

风险何时转移给他》 当事双方似宜选择下列时间之一作为风险转移到购买方的时 

间：

( a )设备和材料交付第一承运人以便运给购买方之时，或它们在商定的装 

货港口安全越过船舷时；

( b )设备和材料由购买方接收之时，或如购买方推迟接收，它们交由他处 

置之时。2

1 3 . 在确定哪一个时间比较合适时，当事各方似宜选择购买方有机会检査设备 

和材料的状况的时间。 如果设备和材料在风险转移时没有加以检查，后来发现灭 

失或损坏，那就很难确定灭失或损坏何时发生，也很难确定灭失或损坏的后果应由 

谁承受。



1 4 . 不论承包方是从自己的存货里提供设备和材料，还是分包给分包人或供应 

商将设备和材料直接运送到合同规定的供应地点，上述各段所说方法都可使用（见 

第八章“设备和材料的供应”，第 5 段）。 在后一种情况，可把分包人或供应商 

提供设备和材料看作为是承包方履行了他在厂合同项下的供应义务(见第十一章‘分 

包”，第 2 7 和 2 8 段）。 因此，工厂合同能确定供应物的灭失或损坏的风险应 

由承泡方承担还是由购买方承担，虽然它不能确定风险应由分包人或供应商承担还 

是由承包方承担。 这后一种风险由谁承担问题可由有关各方订立的合同来解决。 

在可能的范围内，71包方也许希望保护自己，确保他与分包人或供应商订立的合同 

规定的风险转移给他的时间迟于工厂合同规定的风险从他转移到购买方的时间。

1 5 . 如果承包方根据《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的有关贸易术语（例如船上交 

货价、成本加运费价等）向购买方提供设备和材料，该贸易术语可确定风险转移到 

购买方的时间。 如 《解释通则》解释的贸易术语以适合工厂合同的方式确定风险 

转移，这个方法是可取的（见第八章“设备和材料的供应”，第3 段 ）。

2 . 不用于建造工厂的设备

1 6 . 承包方提供的设备有时并不是为了用于建造工厂（例如用以卸下工厂产品 

的活动设备）。 根据一些法律制度，这类设备被认为是工厂的附属物.而该设备 

的风险在工厂风险转移的同时也被认为从承包方转移到购买方。 但是，当事各方 

往往有自主权商定在另一时间转移风险。 如果适用法律规则没有以适合工厂合同 

的方式确定由谁来承担这类设备的风险，这种协议是可取的。 如果适用法律不认 

为设备是工厂的附属物.那么由工厂合同来确定这类设备风险的转移时间也是可取 

的。

1 7 . 当事各方似宜根据在工厂接收之前设备由哪一方实际占有来确定由谁承担 

风险。 如果由承包方占有，则风险应由承包方承担，在工厂风险转移的同时转移 

给购买方。 如果购买方在接收工厂前接管设备（例如为了储藏目的）, 风险可在 

双方确定的时间转移给购买方（见上文第1 2 至 1 5 段 ）。



с . 购买方提供的设备和材料

1 8 . 根据一些工厂合同，购买方也许有义务提供设备和材料供承包方用于建造 

工厂。 当事各方似宜规定，如果承包方对建造中工厂承担风险，购买方提供的设 

备和材料的风险应在承包方接管它们时从购买方转移到承包方, 或如承包方推迟接 

管它们，风险应在它们交由承包方处置时从购买方转移到承包方。 合同可规定承 

包方在接管设备和材料时有义务对它们进行检査（见第八章“设备和材料的供应”，

第2 9 段 ）。 这个方法的一个优点是减少双方就应由谁来承受设备和材料的灭失 

或损坏的后果发生争议。

1 9 . 如果购买方对建造中工厂承担风险，上述方法便没有那么多优点。 在这 

种情况下，这种方法造成双重风险转移（从购买方转移到承包方，而在设备和材料 

用于建造工厂后又从承包方转移到购买方）。 此外，也没有大大减少关于工厂未 

能运转的原因的争端，因为购买方在设备和材料用于建造工厂后需对它们承担风险。 

双方似宜规定，如果设备和材料由购买方储藏在工地并在用于建造工厂之前一刻才 

交给承包方，则在它们用于复造工厂之前的风险应由购秀方承担。

с. 建造中的工厂和已竣工的工厂

2 0 . 如整个工厂只由一个承包人承建( 特别是统包式合同），合同似宜规定承 

包方对建造中工厂的灭失或损坏承担风险，并在购买方验收工厂或接管工厂之前对 

巳竣工工厂的灭失或损坏承担风险（见第十三章“竣工、接收和验收”，第 2 3 段）。

2 1 . 合同可规定在购买方接收工厂时工厂的风险从承包方转移到购买方，这个 

办法的好处是：从那时起，工厂将由购买方实际占有，因此购买方可控制各种可能 

造成工厂灭失或损坏的情况。 但是，如果工厂须在购买方接收工厂后一段试运转 

期间内由承包方监督运转（见第十三章“竣工、接收和验收”，第 1 6 段），当事 

各方也许宁愿规定在购买方验收工厂之前不转移风险。 接收和验收的可能发生时 

间在第十三章“竣工、接收和验收”，第 2 2、 25. 2 9、 3 1和 3 2 段中讨论。合 

同可规定，如果购买方在有义务接收或验收工厂时没有这样做，承包方有权要求他



这样做1 如果购买方在一段规定的时期内没有这样做，则风险将在承包方将风险已 

转移的通知送交他之时转移（对照第十八章“迟延、缺陷和其他不履约”，第 

6 0 和 6 1段）。 如果工厂在建造期间其所有权归承包方所有（见第十五章“财 

产所有权的转让”，第8 段），当事各方也许宁愿规定在工厂所有权转让给购买方 

时风险也从承包方转移到购买方。

2 2 . 如果若干承包方依次参与施工，而且每一人在其施工期间实际占有工厂，

则合同可规定在每一承包人接收未竣工工厂时风险即转移给他，并在购买方接收工 

厂时风险即转移给购买方。 每个承包人也许有义务在完成其施工的部分后进行竣 

工试验。 这些试验将包括由当事各方检査竣工部分（见第十三章“竣工、接收和 

验收”，第 4 段）。 可能在检查期间发现承包人为之承担风险的任何灭失或损坏。 

下一个施工的承包人可参与检査，已发现的任何灭失或损坏可记录在接收说明中 

( 见第十三章“竣工、接收和验收”，第 2 2 段）。

Е .承担风险的一些后果

2 3 . 如果承包方对其提供的设备或材料、建造中的工厂或已竣工但尚未接收或 

验收的工厂的灭失或损坏承担风险，则他须尽快自己出钱补救风险所覆盖的任何灭 

失或损坏。 合同可规定，在补救灭失或损坏时，承包方可选择对已损坏的物品加 

以更换或修复。 许多法律制度规定^ 如果购买方对财产的灭失或损坏承担风险， 

则购买方有义务按承包方提供的财产的价值如数赔偿。 如果适用法律没有规定购 

买方承担的风险有这些后果，则合同最好如此规定。 如杲承包方提供的设备和材 

料发生属于购买方承担风险范围内的灭失或损坏，购买方因此必须自己出钱补救这 

些灭失或损坏，在许多情况下他自己是没有能力这样做的，所以合同宜明确如何解 

决这个问题（对照第十八章“迟延、缺陷和其他不履约”，第 4 9 段 ）。

承包方施工用的工具和建筑机械

2 4 . 承包方将把施工要用的工具和建筑机械带到工地。 这些财产可能由于意



外事件或当事各方都不对其负责的第三者的行为而遭到灭失或损坏。 许多法律制 

度规定，这类风险应由承包方承担，而且不能转移给购买方。 合同可规定，在一 

些情况下，这些工具和机械可由购买方或由其雇佣的第三者用于施工。 但是，即 

使在这些情况下，也宜于规定如果工具和机械是按合同规定用于施工，则风险应由 

承包方承担。

第十四章注

' 说明性条款

“ ( 1 )除本条第⑵款规定的情况外，承包方在其提供的任何设备和材料用于建 

造工厂之前，应对它们不论由于何种原因而遭到的任何灭失或损坏承担 

风险。

‘‘⑵ 但 是 ，承包方承担的风险不包括由购买方或其雇用的任何人造成的〔或 

由工厂施工所在国的…… （此处指“例外风险”；见上文第8 段 ）造成 

的〕任何灭失或损坏。 ”

2 说明性条款

“⑴除本条第 (2)1 欠规定情况外，承包方提供的用于建造工厂的设备和材料不 

论由于何种原因而遭到灭失或损坏的风险，应在下列时间从承包方转移 

到购买方：

〔设备和材料根据合同规定交付第一承运人以便运送给购买方时〕

〔设备和材料在规定的载货港口安全越过船炫时〕

〔设备和材料由购买方接收时，或如购买方推迟接收，它们交由购买方 

处置时〕。

“⑵ 〔如注1 〕说明性条款第2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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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财产所有权的转让

提 要

建造工厂所牵涉的各类财产是否属承包方或购买方所有的问 

题，对于因该财产或财产的使用而引起的保险. 税收相对第三者 

的责任等问题来说，可能是重要的。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还因 

为该财产可能会被财产所有者的债权人扣押，并可能处于对财产 

所有者提起的破产诉讼之下（第 1段 ）。 本 《指南》把财产所 

有权转让问题视作不同于该财产灭失或损坏的风险转移问题来处 

理 （第 2 段 ）。

用于工厂建造的设备和材料的所有权转让通常受财产所在地 

的法律制度的强制性规则所管辖（第 3 段 ）。 许多法律制度中 

都有一项强制性规则，规定附属于土地的一切附属物均为土地所 

有者所有（第 4 段 ）。 即使适用法律准许当事各方通过合同条 

款来规定财产所有权从当事一方向另一方的转让，他们也可能只 

有在适用法律有关这种转让的规定不能令人满意时才需要把这种 

条款列入合同（第 5 段）。

将设备和材料的所有权划归不拥有工厂的当事一方的合同条 

款 ，应在设备相材料一经用于工厂建造即停止有效（第 6 段 ）。

关于承包方供应的设备和材料的所有权转让问题，在购买方 

支付了这些设备相材料的相当大一部分价款后，这些设备相材料 

就不宜再归承包方所有。 关于购买方提供的设备相材料的转让 

问题，除非承包方已支付其价款，否则这些设备相材料在用于建 

造工厂以前其所有权不宜转移给承包方（第 7 段 ）。

在某些情况下，建造中工厂的所有权最好划归购买方，例如 

当购买方在建造期间巳按进度付款方式支付了相当大一部分价款。 

在其他情况下，划归承包方可能是可取的，例如，如果承包方巳 

就价款向购买方提供了信贷（第 8 段 >。

А.概 述

1 . 建造工厂所牵涉的各类财产是否属承包方或购买方所有的问题，对于因财



产或财产的使用而引起的保险、税收和对第三者的责任等问题来说可能是重要的。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还因为该财产可能会被财产所有者的债权人扣押，并可能处于 

对财产所有者提起的破产诉讼之下。

2 • 本 《指南》把履行建厂合同所涉财产所有权的转让问题视作截然不同于该 

财产灭失或损坏的风险转移问题（见第十四章“风险的转移”）来处理。 尽管有 

些法律制度规定财产灭失或损坏的风险随同财产所有权的转让而转移，但另一些法 

律制度则未作如此规定。 例如，有些法律制度规定财产灭失或损坏的风险由谁承 

担的问题，可视谁拥有财产而定。 而且，有些法律制度即使规定风险随所有权转 

让而转移，也仍允许当事各方商定别的办法。

3 . 用于工厂建造的设备相材料的所有权的转让通常受财产所在地的法律制度 

的强制性规则所管辖，当事各方仅有有限的自主权可在合同中规定所有权从一方转 

给另一方的时间。 按照大多数法律制度规定，设备和材料的所有权直到确定该财 

产为履行合同所供应的财产之后才可以转让。 有些法律制度则要求把设备相材料 

交给应获得所有权的当事一方。

4 . 许多法律制度中都有一项强制性规则，规定土地的一切附属物都为土地所 

有者所有。 如果工地所在国的法律载有这一规则，建造中及竣工后的工厂均为工 

地所有者所有，通常他也就是购买方。 其他法律制度载有确定土地附属物所有 

权的非强制性规则，虽然其中许多法律制度也规定，除当事各方另有规定者外，土 

地附属物将归土地所有者所有。 但是，根据合同规定或适用法律，将成为工厂一 

部分的设备和材料的所有权可能在用于工厂建造之前巳转移给购买方（见下文в节）。

5 . 即使适用法律准许当事各方通过合同条款来规定财产所有权从当事一方向 

另一方的转让，他们也可能只有在适用法律有关这种转让的规定不能令人满意时才 

需要把这种条款订入合同。 本章В、С两节载有关于如果某些情况下适用法律的 

非强制性规则对所有权的划分不能令人满意时，如何在这种情况下恰当地规定所有 

权的划分的一些建议。 在制订有关所有权转让的条款时，一般来说当事各方最好 

尽可能避免财产所有权的多重转让和重新转让О



в. 用于建造工厂的设备相材料的所有权转让

6 . 当事各方似宜指出，凡把设备相材料的所有权划归不拥有工厂的当事一方 

的合同条款，应在设备相材料一经用于工厂建造时即停止有效。 根据许多法律制 

度现有的强制性法律规则，用于工厂建造的设备和材料，一旦投入建造即与工厂合 

为一体，不再是独立所有权的对象。 此后，巳经投入建造的设备和材料即为拥有 

工厂的当事一方所有。

7 . 关于承包方供应的设备湘材料的所有权转让问题，在购买方支付了这些设 

备和材料的相当大一部分价款后，这些设备相材料就不宜再归承包方所有。否则，

如果承包方的财产由其债权人扣押，或者承包方宣布破产，购买方就可能受到严重 

的损失。 至于购买方供应的设备相材料的所有权转让问题，在这些设备耜材料用 

于工厂建造以前其所有权不宜转给承包方，不论工厂在建造期间归购买方所有，或 

在例外情况下，归承包方所有。 但是，如果建造中的工厂应归承包方所有，而承 

包方在设备和材料用于建造工厂以前已支付其价款，则可规定所有权自付款之时起 

即转移给他。

С. 建造中的工厂和竣工后的工厂的所有权

8 . 在某些情况下，当事各方最好把建造中的工厂的所有权划归购买方（对照 

上文第4 段）。 例如，当购买方在建造期间按进度付款方式支付了相当大一部分 

价款后，就可把所有权划归购买方。 另外，如果划归承包方可能产生困难，例如 

有若干承包人参与建厂，而要每个承包人拥有他所建造的那部分工厂是不切合实际的， 

在这种情况下也最好把所有权划阳购买方。 但是，在其他情况下，把所有权划归 

承包方可能是可取的。 例如，如果承包方已就价款向购买方提供了信贷，而且其 

中相当大一部分价款将在保证期届满后支付，那么在付给一定比例的价款之前，承 

包方可因所有权的划归而受到保护。 但是，这样的安排可能相当于一项保留所有 

权协议，而工地所在地的法律可能要求如果要有效实施这种所有权的划归，就需履 

行某些手续。 而且，工地所在地的法律还可能要求履行额外手续，才能在购买方 

已支付一定比例的价款后把工厂的所有权有效地转让给购买方。



- 180 -

第 十 六 章 保 险

提 要

当事各方，特别是购买方最好就保险问题征求工厂项目保险 

领域专家的意见。 建厂合同通常只需涉及最好有明文规定应由 

当事一方提供的那些保险类别（第 1至4 段 ）。

合同最好规定财产保险湘责任保险，并明确所保的风险、有 

义务投保的当事方. 指定为被保险方的当事各方湘其他实体、最 

低保险额、适用的免赔额或免赔率以及保险所承保的期限（第 5 

至 1 5 段 ）。

合同最好要求对建造中的工厂：巳竣工工厂、临时构筑物相 

工厂附属构筑物（第 1 6 至2 3 段）以及将用于工厂的设备和材 

料（第2 4 至2 6 段）的灭失或损坏进行财产保险。

如果由承包方承担建造中的相已竣工的整个工厂的灭失或损 

坏的风险，合同最好责成承包方取得对整个工厂的财产保险并使 

之保持有效。 如果若干承包人参与建造工厂，而无单一的承包 

人承担整个工厂的灭失或损坏的风险，则当事各方似宜考虑是否 

宜由各个承包人就其承建的那部分工厂和构筑物取得保险（第 18 

段 ）。 通常最好同时指定承包方相购买方为被保险方（第 1 9 

段

对合同规定属财产保险范围的风险，可以采取不同的做法(第

2 0 至2 1 段 ）。 当事各方应考虑将由保险予以补偿的损失的 

性质以及规定的保险额（第2 2 至 2 3 段 ）。

关于对用于工厂的设备和材料的保险，合同可以规定这些物 

品由货物保险单予以保险，从装运起到工地交货为止，交货后属 

前述财产保险。 或者，在有些情况下，最好用一份单一保险单 

对这些物品自装运之日起到用于工厂之时为止的整个期间提供保 

险（第2 4 至2 6 段）。

在有些情况下，最好责成承包方就他施工所用的机械相工具 

(包括租用的机械相工具）取得保险（第 2 7 段）。

合同最好责成承包方为他就其履约活动、包括其雇员、分包 

人和供应商的作为或不作为造成的灭失、损坏或伤害所负的合同



外赔偿责任以及承包方根据合同所承担的赔偿责任进行保险（第

2 8 至3 7 段 ）。

合同最好要求承包方提供特定类别的责任保险，诸如产品责 

任保险（第2 9 段 ）、专业赔偿保险（第3 0 段 ）、车辆驾驶责 

任保险（第3 1段 ）、以及补偿雇员工伤保险（第 3 2 至3 5 段）。 

合同可以要求责任保险在承包方或任何分包人在工地开始施工以 

前即告生效，并应包括整个施工阶段和保证期内所发生的灭失、 

损坏或伤害（第 3 6 段 ）。

合同最好责成承包方向购买方提出规定的各类证据以证明承 

包方有义务取得的保险已告生效，或指示其保险А直接向购买方 

提供这种证据。 同样可以责成购买方就其应取得的保险提出证 

明（第 3 8 段 ）。 当事各方似宜考虑有关处理有义务的一方未 

能取得应由其提供的任何保险或便之保持有效的情况的条款（第

3 9 * 4  0 段 ）。

А. 概 述

1 . 建造大型工厂带有因可能发生的各种事故相事件而造成灭失、损坏和伤害 

的风险。 建厂合同的作用之一就是将这些风险在承包方和购买方之间划分。 达 

到这一目的的办法是制订由当筝一方承担某一风险或当事双方分担风险的条款， 

例如有关风险转移（见第十四章“风险的转移”）、免责（见第二十一章“免责条 

款”）和困难（见第二十二章“困难条款”）的条款。 未经合同划分的风险将按 

法律规则责成当事一方或另一方承担о 当事一方可以向第三方，诸如保险人，转 

移它所应当承担的某些风险或这些风险的某些部分。

2 . 建厂合同通常最好载有关于对某些风险进行保险的条款。 在某些情况下, 

购买方可能希望责成承包方对其所承担的某些风险进行保险。 有些风险属于这种 

情札这些风险一旦发生，将造成超过承包方能力所能承担的财务后果，并可损 

害或阻碍承包方履行合同，而如果承包方不能承担这些后果就会损害购买方。 出 

于同样的原因，为建造工厂提供资金的贷款机构往往要求将承包方承受的某些风险 

列入保险范围。 在某些情况下，当事各方可商定由承包方为购买方承担的某些风 

险安排投保并支付保险费(见下文第2 1段 ）。 在极为例外的情况下，购买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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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合同中承诺为承包方的某些风险安排投保并支付保险费（见下文第6 和 1 4 段)。̂

3 . 应该指出，合同通常只需涉及最好有明文规定应由当事一方提供的那些保! 

险类别；它通常无需涉及为稳妥起见或在法律上必须由当事一方取得的其他类别的： 

保险。 本章只论述当亭各方明确希望建厂合同规定的那些保险。

4 . 鮝造工厂项目的保险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领域。 承担各种风险的保险类 

别繁多• 其中大多数保险都受到一系列复杂的排除和限制。 当一个项目的整个保„ 

险方案包括了承保不同风险的若干保险单时一承包方取得一些保险单* 购买方取得 

另一些保险单—— 必须协调各保险单，以达到所计划的整个保险范围，并防止出现 — 

不必要的保险类别的空缺和重复。 因此，当事各方最好就保险问题征求国际工厂 

项目保险领域专家的意见с 特别是购买方似宜获得一份关于他就该项目所冒风险1 

的全面分析报告以及对这些风险投保的咨询意见о 他最好甚至在缔约前就这样做，： 

因为专业性的风险管理和保险咨询对制定拟提交未来承包方的合同草案中的风险划 

分条款和保险条款是很重要的。 有时，国际贷款机构要求购买方就这些机构资助_ 

的项目征询风险管理专业人员的意见о

5 . 合同所载条款可以涉及：

一财产保险，就建造中的工厂、已竣工工厂. 临时构筑物和工厂附属构 

筑物.用于工厂建造的设备相材料以及承包方用以施工的机械相工具 

( 包括租用的机械和工具）的灭失或损坏进行保险。 这种保险承保 

被保险方所拥有的或他在其他方面对之拥有可保权益的财产（例如他 

就其承担灭失或损坏风险的财产）；

— 责任保险，对承包方就其有关履约造成的灭失、损坏或伤害等合同外 

赔偿责任以及他在合同项下所承担的赔偿责任进行保险。

6 . 究竟应由承包方还是购买方取得某种保险将取决于一系列囡素，其中许多 

因素在本章其他部分论述。 在许多情况下，最好由承担所保风险的当事一方取得 

保险。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最好由当事一方为另一方所承担的风险安排相支 

付保险。 例如，属于这种情况的有，不承担风险的当事一方能够以较当事另一方 

更为便宜的价格取得保险，或者有关的保险须与其他保险协调起来（见下文第1 3 

段）。 因此，购买方似宜在考虑到上述情况后，考虑是否更宜于由他为自己承担



的风险或承包方承担的风险取得某些类别的保险，而不要求承包方这样做。 当 

事各方似宜规定，合同要求的保险须由建厂合同的当事双方均可接受的保险人所提 

供 （但是，见下文第1 5 段 ）。

7 . 合同最好规定，当事一方为某些风险取得了保险，即使是合同规定他为这 

些风险保险的，也不能因此限制或免除该当事方在合同项下就这些风险所负的责任。

8 . 合同中有关保险的条款最好指明应予保险的风险、被责成取得保险的当事 

方、应指定为被保险方的当事各方和其他实体、最低保险额、是否有任何适用于每种 

风险的“免赔额”（或“免赔率’’）（即应由被保险方自己承担的财务损失额，保 

险人保险单只在损失超过这一数额的情况下进行赔偿）以及保险所承保的期限。由 

于建厂项目比较复杂而且往往有其本身的特点• 因此保险范围通常得按项目的具体 

情况而定。

9 . 当事各方应该认识到，可以提供的保险类别或金额将受保险市场所能提供 

的保险类别或金额的限制。 某些险别，当事一方也许认为是合乎需要的，但可能 

没地方提供这种保险。 另外一些险别• 也许能承保，但其费用对某一具体项目来 

说在经济上可骼不合算。 因此，当事各方在拟订有关保险条款时，应该考虑到是 

否有可能以合理的费率取得所想要的保险。 应该指出，由于市场条件的不断变化, 

本章所讨论的某些保险类别的可获得性* 在本章写就后很可能发生变化。

1 0 . 合同规定的保险额和应保风险的范围不得超出根据项目的情况认为稳妥或 

必需的金额和范围。 购买方应该认识到. 即使由承包方投保，一般说来保险费用 

最终将由购买方承担。 购买方如要求过多的保险，将会不必要地增加他必须支 

付的价款。 此外，在一次总付合同中，使承包方负担过多的保险费用可能会促使 

他削减其他费用，以便保持他投标的吸引力或是保持他的利润幅度。 这种做法将 

会对提供给购买方的工厂的质量产生不利的影响。

1 1 . 当事各方似宜在合同中规定一种办法调整合同所要求的保险额，以便考虑 

到通货膨胀的因素ь可以根据有关指数的变化自动进行调整* 或者合同可以规定*

一经当事任何一方提出要求，可以对保险额进行审查。 合同还可以规定*由于保 

险额增加所导致的保险费用的增加应由哪一当箏方承担；这可以是有义务投保的当 

事一方。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见下文第1 5 段 ），当事各方似宜要求在发生索



赔时以可自由兑换货币支付保险赔款-

1 2 . 购买方似还宜考虑合同所要求的各类保险的规定“免赔额”的金额（见上 

文第8 段）。 虽然建厂合同可以规定较高的免赔额，但保险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 

要求最低限度的免赔额。 较高的免赔额可以减少保险费用* 但是.如杲承保的风 

险实际发生，则免赔额以内的损失须由承担该风险的当事一方承担。 如果由承包 

方承担这种风险，他可以在其价款中计入一个增额• 以顾及这种意外情况。

1 3 . 对建造中工厂的保险安排和对巳竣工工厂的保险安排最好能在切实可行的 

最大范围内协调起来о 如果由也许在不同国家里的不同保险人分别出具许多单独 

保险单承保不同风险和不同当事方，往往造成对某些风险重复保险，而对另外一些 

风险又都没有保险。 如果由一份单一保险单将尽可能多的风险和当事方列入其承 

保范围，这种做法往往是可取的。 如杲必须有多份单独保险单的话• 那么最好由 

同一保险人出具这些保险单。

1 4 . 现在巳经出现一种较新的保险方式• 这就是由购买方取得一份单一保险单, 

对范围广泛的风险提供综合保险。 这种保险有时称为“统包保险”，比起由单独 

保险单承保不同风险并由项目的若干承包人、分包人、供应商、工程师和其他参与 

者分别投保的传统做法来1 具有某些长处。 例如，这在某些情况下比单独保险单 

所花费用少.并葩提供协调的7?(保险别，避免单独保险单可能造成的重复和遗漏。 

但是，在写本章时，对这种保险形式还存在着舍议，购买方应该就这种方式是否适 

合于项目的问题与专业风险管理人或保险专家进行商量。 如果购买方的确取得 

“统包保险”，他应当确保他没有直接或间接地承担由承包人、分包人或参与建造的 

其他人就该统包保险已承保的风险所付的保险费用。

1 5 . 当事各方应注意到与建造工厂的保险有关的法律是否有任何强制性规则。 

例如，许多法律制度规定，被保险方必须对作为保险标的物的财产拥有合法权益或 

承担所承倨的风险。另外，某些国家法律规定，对在这些国家建造工厂时发生的灭 

失、损坏或伤害保险应由这些国家的保险人承保о 这就可能影响到可以提供的保 

险范围和承保险别，并可能使之有必要从其他地方获得本地所不能提供的保险。此 

外，外汇管制可能要求当地保险人用本地货币支付赔款。 当事各方似宜特别在有 

关拟用于工厂的设备或材料的保险方面考虑到这一点• 因为• 这些设备和材料只能



由国外的来源所更换о

в. 财产保险

1 6 . 除了有限的情况以外，财产保险（见上文第5 段）对修理或更换承包方所 

供应的有缺陷设备或材料的费用或承包方所建造的工厂中有缺陷部分的费用不予补 

偿。 此外• 财产保险通常不承保由于设计或建造的缺陷对工厂造成的灭失或损坏。 

但是，当工厂某些部分的设计或建造有缺陷而造成工厂其他部分的灭失或损坏时， 

一般可以莸得财产保险。因设计有缺陷而造成的灭失或损坏可以由专业赔偿保险承 

保（见下文第3 0 段 ）。 不过应该指出• 专业赔偿保险一般只承保因设计疏忽而 

造成的灭失或损坏。 因此• 财产保险或专业赔偿保险往往不承保因设计中的非疏 

忽缺陷造成的灭失或损坏。但是，对用于建造工厂的制成设备的保险• 有可能包括 

对有缺陷的材料、工艺和设计的保险• 而不管其是否由于制造者的疏忽所致。

1 . 建造中的工厂，巳竣工工厂. 临时构筑物和工厂附属构筑物的保险

1 7 . 合同最好要求对建造中的工厂、巳竣工工厂、临时构筑物和工厂附属构筑 

物的灭失或损坏进行保险• 直到购买方验收工厂后为止о 验收之后，通常应该由 

购买方取得对工厂的保险；但是合同上不必载有这方面的规定。 当事各方似宜考 

虑 ，合同是否还应该要求，在保证期内的保险范围应包括购买方验收的工厂之外 

的其他建造工作以及在这段时期内存在或留下的任何临в子构筑物和工厂附属构筑物。

1 8 . 在统包合同和其他类别的合同中，如果由承包方承担建造期内的整个工厂 

和接收或验收前的已竣工工厂的灭失或损坏的风险，那末合同最好责成承包方取得 

对整个工厂的保险，并使之保持有效（但是，见上文第6 段）。 当采取由若干承 

包人参与建造工厂的办法（见第二章“缔约方法的选择”，第 1 7 至 2 5 段），而 

且并无单一的承包人承担整个工厂的灭失和损坏的风险时，当事各方似宜考虑是否 

宜由各承包人就他所承建的那部分工厂相构筑物取得保险。这种做法会使保险重叠、 

保险费用重复，并会对处理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承包人的灭失或损坏索赔要求造成



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由购买方取得对整个工厂、临时构筑物和工厂附属构 

筑物的灭失或损坏的保险。 另一方面，如果承包方与某一保险人有着长久关系并 

有公认的有利的索赔历史，他就可能得到比购买方更有利的费率。 当某一承包人 

除提供设备或履行施工服务以外，还要协调其他承包人的建造工作时，当事各方似 

宜考虑是否应责成该承包人就整个工厂和所有构筑物取得保险并使之保持有效。

1 9 . 合同应该规定指定谁为保险单中的被保险方。 通常最好同时指定承包方 

和购买方为被保险方• 而不论帔保险项目的灭失风险由谁承担。 如杲不同时指定 

当事双方为被保险方• 则在某些情况下，可使保险人在就未被指定的当事一方造成 

的灭失或损坏向被指定的当事一方支付赔款时，具有对未被指定的当事一方的代位 

权。 这就可骼导致未被指定的当事一方自行取得对该赔偿贡任的保险，从而造成 

保险重复* 使总的保险费用增加。 而且*指定当事双方为被保险方将使双方均享 

有根据保险单所应享有的权利，例如参与保险单所规定的法律程序和接受关于保险 

条件有任何变化的通知。

2 0 . 对于合同应规定对哪些风险投保的问题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一种方法可以 

是在合同中指明保险范围必须包括任何危险所造成的一切灭失或损坏。 但是• 当 

事各方应当意识到能符合这种包罗万象的要求的保险很可能是没有的。 有些保险 

人提供一种有时被称为“综合险”保险单，它承保各种危险造成的灭失或损坏，只 

有某些特殊例外的危险（如正常磨损和飞机造成的压力波）除外。 其中有些例外 

的危险所造成的灭失或损坏* 可以通过保险单上所加的特别批单或根据一份单独的 

保险单予以保险. 但需另加费用。 如果合同要求提供一份这种性质的保险单• 则 

当事各方应该仔细考虑，该保险单排除的危险中是否有根据合同规定所建造工厂的 

性质应予保险的风险。 在有些情况下，合同最好要求提供一份这种性质的保险单, 

并对该保险单所排除的危险引起的风险另行保险，这比试图在合同中逐项具体列出 

应属保险范围的各种危险的做法更为月取о

2 1 . 合同可以免除承包方承担某些危险引起的风险（所谓的“例外风险”，见第 

十四章“风险的转移”，第 6 段）。如果合同釆取这种方法，如有可能的话. 责成承包 

方取得的保险范围最好甚至包括这些例外危险所引起的风险（但是> 其中有些风 

险* 如战争风险和核风险是不可保险的）。 不然的话，购买方将不得不为这些风



险单独保险。 这种划分保险的做法会造成承保险别空缺或不必要的重复，而增加 

保险费用。 而且，如果发生灭失或损坏，关于这种灭失或损坏究竟属承包方的保 

险范围还是属购买方的保险范围，会引起旷日持久劳民伤财的争端。

2 2 . 对建造中的工厂、巳竣工工厂和临时及附属构筑物的保险通常将就财产的 

灭失或损坏进行补偿。 它一般不补偿其他类型的损失*例如由于发生灭失或损坏 

使工厂不能按时竣工• 造成利润损失和偿付贷款费用增加。 不过》这种损失可以 

通过特别保险批单或保险单来提供保险。 如果当事各方决定应对这种损失进行保 

险，则合同应对这一保险范围作出明确规定。

2 3 . 合同最好规定财产保险能补偿修理或更换工厂的灭失或损坏部分的费用。 

合同可规定该保险能补偿与这种修理或更换有关的费用• 诸如聘用建筑师、测量员、 

律师和工程师的劳务费，以及与拆除和撤移受损部分有关的费用》 所规定的保险 

额应当足以包括保险应予补偿的各类损失（见上文第9 至 1 2 段 ）。 因此• 合同 

在确定保险额时应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

2 . 用于建造工厂的设备和材料的保险

2 4 . 合同最好要求对将用于建造工厂的设备和材料的灭失或损坏投保。合同可以 

规定，这种设备和材料应由一神货物保险单保险，从装运开始至工地交货为止。在 

交货后，它们便属于本拿上面一小节所讨论的财产保险范围。 为了避免由于难以 

证明一件物品的灭失或损坏究竟发生于货物保险单保险期间还是发生于后来的财产 

保险期间而引起问题，合同可以要求两份保险单上都载有一条款 > 根据这一条款， 

如果不可能证明灭失或损坏究竟发生于哪一保险单的保险期内，每一保险人将支 

付灭失或损坏的百分之五十。 还应指出，货物保险的保险范围往往也包括战争险， 

而本章上面一小节所谈到的财产保险则往往将这些危险排除在外。

2 5 . 或者，在有些情况下最好能用一份单一保险单来对设备和材料自装运时起 

到用于建造工厂时止的签个时期提供保险。如果对这些设备和材料在这一时期中的各 

个阶段(如转口、工地外存仓和工地内存仓）要由各单独保险单提供保险，则会造成 

承保险别不全或重迭。而且，用单一保险单保险，就可以避免有关灭失或损坏发生



阶段的问题。 上文第2 0段所述的一些保险单就对整个时期的没备和材料提供保 

险。 如果不可能以一份单一保险单对整个时期提供保合同可以规定如果可能 * 

应由同一保险人以单独保险单对各个阶段提供保险。

2 6 . 上文第1 9 至2 3 段关于被保险方、应投保的风险以及保险额的讨论同样 

适用于对将用于建造工厂的设备和材料的保险。

3 . 承有,方施工所用的机械和工具的保险

2 7 . 在某些情况下，购买方也许希望看到对承包方施工所用的机械和工具（包 

括租用的机械相工具）投灭失或损坏险。这样可以得到资金以便迅速予以更换或修 

理 ，尽可能少中断施工。承包方在其正常的业务活动中经常投这种保险相支付这种 

保险费。购买方似宜与未来的承包方进行磋商，以确保有充分的保险。 在某些项 

目中，合同本身最好责成承包方，按合同规定的适当金额，就装运到工地. 工地外 

存仓和工地内的机械和工具的灭失或损坏取得并持有保险，并规定保险费用由承包 

方承担。 也许可以将这种保险范围列入承保工厂的综合保险单中（见上文第1 4 

段）。 当事各方应意识到，如果承包方被迫向建厂所在国的保险人投保可能产生 

的困难（见上文第1 5 段）。

С. 责任保险

2 8 . 合同最好责成承包方为他就其履约活动，包括其雇员、分包人和供应商的 

作为或不作为，对购买方或第三者的财产造成的灭失或损坏以及对任何人造成的伤 

害所负的合同外责任进行保险。 此外，还可责成承包方就他在合同项下的任何责 

任 （例如他承诺就购买方对第三者所负的责任赔偿购买方）进行保险。 承包方在 

其日常的业务活动中往往对这方面的某些责任持有总括保险。 这种保险不应重复; 

购买方似宜与未来的承包方就其目前的保险范围进行磋商，也许在合同中规定承包 

方应取得并持有为承保一切风险与期限所必须的其他保险，并且达到购买方认为合 

适的金額。



2 9 . 责任保险常常不包括对承包方就其履行合同义务的缺陷向购买方所负责任 

的保险。 但是，有些责任保险单可以将承包方就建造过程中承包方的作为或不作 

为造成不在施工的工厂部分的灭失或损坏所负责任列入承保范围。 合同最好规定 

这种保险。 另外，合同可责成承包方对他就他所建造工厂的缺陷对购买方其他财 

产或对第三者财产造成灭失或损坏或者对任何人造成伤害所负责任取得保险。 虽 

然责任保险单往往包括这种承保险别，但对承包人来说，可能有必要通过另一份单 

独的产品责任保险单来保这方面的险。

3 0 . 如果应由承包方提供设计或类似的专业化专家服务，合同最好责成承包方 

取得专业赔偿保险。 这种保险是为提供这种专家服务的人就其履行这科服务时的 

疏忽造成购买方或第三者或他们的财产遭到灭失或损坏所负赔偿责任提供保险。但 

是 ，同时负责设计和建造工厂的承包方也许难以取得这种保险。

3 1 . 对于因承包方和分包人所拥有或使用的机动车辆在驾驶中引起财产灭失或 

损坏和人身伤害所负责任可能必须分别予以保险。 在许多国家，这种保险是强制 

性的，合同最好对这种保险作出明确规定。 如果在建造工厂中将使用飞机和船只 

的话，对这些飞机相船只的作业活动所引起的赔偿责任也应该进行保险。

3 2 . 许多法律制度对于就工地上的工人以及当事各方和分包人的其他雇员所受 

伤害进行补偿有成文的规定。 其中有些规定要求雇主取得保险以补偿雇员工伤。 

在另外一些法律制度下，工人可以按照关于人身伤害和损害赔偿的一般法律原则来 

得到补偿。 合同最好责成承包方取得建厂所在地法律和其他有关法律规定所需的 

保险。 如果法律不要求保险，购买方似宜要求合同责成承包方对他就其雇员和其 

分包人的雇员、特别是来自建厂所在国的雇员受到伤害所负赔偿责任进行保险。 此 

外> 如果有关法律规定须按某一金额对#{尝雇员所受伤害保险，但是一个雇员能够得 

到超过这一规定保险额的补偿，那末除了法律规定的保险外• 还可以要求为承受这 

种超额风险保险。

3 3 . 有些国家并没有上述成文规定，但有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根据这种制度• 

受伤害的雇员可以得到国家的补偿  ̂ 但是，造成伤害事故的承包方或分包人得就

伤害事故造成的全部或部分损头承担责任，当右各方似宜考虑确保对这种责任进行 

保险。



3 4 . 根据有些法律制度，承包方或分包人的受伤雇员可以从购买方取得补偿。 

因此》合同可责成承包方不仅指定承包方，还指定购买方为前几段所述保险的被保 

险方（另见下文第3 7 段 ）。

3 5 . 承包方或分包人的来自建厂所在国以外国家的雇员有权享受其本国雇员 

补偿т 会保障制度规定的权利。 当事各方似宜确保承包方、分包人和购买方对 

这些雇员的赔偿责任也都受到保险。

3 6 . 合同可以规定承包方应使本小节所述的保险在承包方或任一分包人在工地 

开始施工前即告生效。 规定的保险范围可包括整个施工阶段和保证期内所发生的 

灭失、损坏或伤害。 可以要求对其后可能产生的责任（例如就设备、材料或施工 

的缺陷对财产或人员造成灭失或损坏的责任）的保险维持到适用法律所规定或限制 

的期限届满之时。 有些国家的法律规定，承包方在工厂投入使用的头十年内要对 

工厂的结构性缺陷承担责任，并且必须对这种强制性的责任进行保险。

3 7 . 由于一个事件对第三者造成灭失、损坏或伤害，就有可能导致对参与建造 

的若干方或所有各方（例如购买方、承包方和分包方）提出索赔， 因此，稳妥 

的做法常常是让每一方都为自己就这种灭失、损坏和伤害所负赔偿责任进行保险。

做到这一点最理想的方法是，如有可能，在一份保险单上指定所有各参与方均为被 

保险方。如果他们分别由单独保险单提供保险，而且如果第三者所受灭失、损坏或 

伤害可能是由不止一方造成的，那末各参与方及其保险公司可能会卷入费时伤财的 

诉讼，以确定哪一参与方应最终承担损失或者确定各方在付给索赔人的赔偿金中应 

负担的份额。如果所有参与方不可能由一份保险单提供保险，那末对各参与方提供 

保险的所有保险单最好是由同一保险人承保的。 但是，这在实践中也是难以做到 

的 ，特别是在来自不同国家的若干承包人和分包人都有其被脸人的情况下更为困难。

С. 保险的证明

3 8 . 为了向购买方证实承包方已经履行了取得保险并使之保持有效这一义务， 

合同最好责成承包方在购买方提出要求后的一段规定时间内向购买方提交保险单或 

载有保险单全部有关条款的保险证明和支付保险费收据的复制件。 此外，合同可



以要求承包方指示其保险人直接向购买方提出保险证明，并在保险费到期未付时通 

知购买方。 合同同样可以要求购买方向承包方提出购买方按规定应取得的保险的 

证明。 如果当事双方都被指定为保险单中的被保险方，当事各方一般都将自动享 

有这些权利。

Е. 当事各方未能提供保险

3 9 . 当事各方似宜考虑，如何处理承包方未能取得他必须提供的保险并使之保 

持有效的情况。 一个办法是可在合同中规定，购买方可以通知承包方，要求他取 

得保险并使之保持有效，如果承包方不在一段规定的时间内这样做》购买方可以自 

行取得这种保险。 如果购买方自行取得保险，最好应责成他将这一事实通知承包 

方，以使承包方不致于重复保险。 在统包合同中，可允许购买方从应付给承包方 

的金额中扣除他为这种保险所支付的合理数额，或是从承包方那里收回这一金额。 

若是费用偿还式合同，可允许购买方从应付给承包方的金额中扣除等同于购买方应 

付的保险费用与如果承包方履行其取得保险或使之保持有效这一义务时购买方需向 

承包方偿付的保险费用之间差额的那部分合理金额，或是从承包方那里收回这一合 

理金额。

4 0 . 在购买方无法自行取得保险的特殊情况下，另一个办法可能是，如果承包 

方在接到购买方通知后的一段规定时间内仍未取得这种保险或使之保持有效，则购 

买方可以终止合同。 此外，合同可以规定承包方应就购买方因承包方未能履约而 

遭受的任何损失向购买方负赔偿责任о 至于责任保险，当事各方似宜在合同中规 

定，如果承包方未能取得这种保险或使之保持有效，购买方可以暂停支付按照合同 

应当付给承包方的一切款项，直到承包方依约取得这种保险或使之保持有效为止。

4 1 . 如果合同责成购买方取得保险并使之保持有效，而购买方未能这样做，则 

合同可规定承包方有权通知购买方，要求他取得保险或使之保持有效》而如果购买 

方未能在一段规定的时间内做到，则规定承包方有权自行取得保险。 如果承包方 

自行取得保险，合同宜责成他将此事实通知购买方，以免购买方重复投保о 合同 

可规定承包方有权向购买方索回为取得保险而承担的合理费用。



第十七章履约担保

提 要

建厂合同的当事各方都可寻求担保， 防另一方不履约。向 

购买方提供的担保可用担保书的形式，而向承包方提供的担保可 

用担保书或不可撤销的信用证的形式（第 1 段 ）• 物杈担保并 
不是建厂合同项下履约担保的一种重要形式（第2 段 ）。

建厂合同最好规定应由当事各方提供何种形式的袒保以及不 

提供担保的后果（第4 段 ）。 适用于担保的法律可能含有有关 

担保的某些方面（如形式和有效期）的强制性规定（第6 段）。

承包方的履约担保书可规定，如果发生指定的承包方不履约 

情况，就由第三者按该担保书写明的方式承担这种不履约的责任 

( 第7 段）。 这种担保书用于如下目的：担保已经投标的承包 

方将不会在投标书所规定的决标日期之前撤回他的投标（投标担 

保书：第9 段担保按照合同正常履约（履约担保书：第9 至 

1 2 段 ）以及担保购买方预付给承包方的款项将偿还给购买方(偿 

还担保书：第 9 和 1 3 段 ）。 履约担保书既可釆取货币履约袒 

保书形式，也可釆取履约保证书形式（第 1 1 段）。

购买方似宜考虑在招标书中认定他愿意接受的担保人。 他 

似还宜考虑是否规定必须由他本国的机构作担保人。 这些做法 

各有利弊（第 1 4 至 1 6 段）。

袒保书的条款可以使凭担保书提出的权利要求独立于建厂合 

同或从属于建厂合同（第 1 7 至 1 9 段）。 独立担保书和从属 

担保书各有利弊（第2 0 至2 3 段 ）。当事各方似宜规定，如提 

供的是货币履约担保书，则它既不完全是从属性的，也不纯粹是 

索款即付担保书（第 2 4 段乂

提供担保书的时间可以在订立合同的同时，也可以在订立合 

同后的某一段规定时间以内（第 2 5 段）。 袒保书规定的赔偿 

责任范围通常只限于某一规定数额（第2 6 到’2 8 段 ）。

当事各方似宜考虑到变动建厂合同的义务范围或者终止合同 

会对抠保人的义务产生何种影响，并应以适当方式夹处理这个问 

题 （第 3 0 到3 4 段 ）。 他们似还宜考虑到担保书的可能有效 

期以及如果担保书具有确定的期满日期可能引起的困难（第 3 5



至 3 9 段 ）。

对支付价款的担保，可要求购买方安排一项担保书（第 4 0 

段 ）。 或者，可要求购买方安排由某一银行开立一份以承包方 

为受益人的信用证，由银行保证在某一规定时限内凭承包方出示 

所规定的凭证支付不超过某一规定数额的款项（第 4 1 段）。承 

包方似宜确定开立信用证的银行（第 4 2 段 ）。 重要的是信用 

证规定的支付条件应与建厂合同规定的支付条件相协调（第 4 3 

段 ）。 当事各方最好能商定出示什么凭证银行即应付款（第44 

段 ）。 当事各方还宜考虑信用证的有效期限（第 4 5 段）。

А.

1 . 建厂合同的当事一方如不履行其合同义务，会给另一方造成很大的损失。 

虽然依照建厂合同，受损一方针对另一方的不履约可釆取合同规定的补救措施，但 

他仍可能希望安排某种形式的担保来取代或补充合同规定的补救措施。 担保可以 

釆取不同的形式。 向购买方提供的担保可以用担保书的形式（见下文第7 至9 段 ） 

向承包方提供的担保可采用担保书或用以支付价款的以他为受益人的不可撤销信用 

证的形式（见下文第3 9 和4 0 段 ）。

2 . 用当事一方的财产向另一方提供物权担保也可以成为一种屨约担保形式。 

这种物权袒保可以独立于当事各方的协议，通过强制性法律规定的实施而创设（例 

如 , 根据某* 法律制度，为施工提供劳务和材料的承包方可以荻得所建工厂的担保 

物权，作为应付给他款项的担保）。 物权担保也可由当事各方协议创设（例如， 

在承包方施工机械上可创设物权担保’ 作为提供给购买方的承包方履约袒保) 。但 

是，物权担保不是建厂合同规定的履约担保的一种重要形式。

3 . 应该指出，当事一方可以通过除担保以外的其他手段夹防范另一方不履约。 

例如购买方可以通过制定支付条件（见第七章“价款和支付条件” ，第 7 5 相7 6 

段）夹防范承包方不履约；而承包方也可以通过中止条款来防范购买方不支付价款， 

承包方根据中止条款有权在发生不履约情况时中止施工（见第二十四章“施工的中 

止” ，第5 至7 段）。



4 . 最好在招标书（如釆用招标程序的话）和建厂合同中载明当事各方拟提供 

的担保形式和当事一方不提供的后果。 由于提供抠保需要提供担保的一方承担费 

用 ，因此当事各方似宜确定其合理需要的保护程度，以免形成过度保护。 此外， 

他们似宜比较各种不同担保形式的费用，以便用最小的花费夹获得必要的保障。

5 . 建厂合同可责成当事一方安排通过第三者提供担保，并确定应提供何种袒 

保 （见下文В和С节）。 但是，负有义务的当事一方为了提供建厂合同所要求的 

担保与第三者作出的安排将使他们之间产生一种独立于建厂合同之外的合同关系。 

而在提供担保之后，第三者与对之提供担保的建厂合同的另一方之间又会产生第三 

种法律关系。

6 . 适用于担保的法律不一定适用于合同，它可能含有关于诸如担保形式和有 

效期等某些方面的强制性规定。 如果以担保书作担保，适用法律可能含有强制性 

条款，规定例如谁能出具担保书（例如，或规定必须由购买方本国的金融机构出具 

担保书；或规定必须由经授权可出具外币付款担保书的金融机构出具担保书），或 

购买方在该担保书期满日之后保留担保书所产生的权利。 这种法律还可能规定担 

保与建厂合同的关系。 因此，当事各方在确定应提供的袒保类别和制定有关拒保 

的合同条款时应考虑到这种法律规定。 此外，可能有必要考虑到提供担保者所在 

国的法律，因为这种法律可能含有有关出具担保或规定可担保的最高金额的强制性 

条款》

В.承包方屨约担保：担保书

7 . 本章所述的这种担保书规定，如果出现所指明的承包方不履约情况，则由 

笫三者（担保人）按袒保书所述办法对此承担责任。 “担保书” 一词并不是用来 

说明这种协议的唯一太语，有时也使用“保证书”、“保证协议”和 “赔傻协议”等用 

语。某些国家禁止银行出具担保书。 但是，银行可开立具有与担保书同样作用的

“备用信用证”。 在签订建厂合同时，银行可以按照承包方的指示开立以购买方 

为受款人（受益人）的备用信用证，Р1备在承包方不履约时向购买方提供担保。购 

买方有权按该备用信用证所规定的条件（如须出示规定的文件）向该银行索取某一



规定限额以内的赔款。 因此，в节关于承包方履约担保的各种担保书的讨论也适 

用于备用信用证。 '

8 . 本章所述的担保书与质量保证书不同。 质量保证书是当事一方依约承诺 

保证他的履约质量，例如保证由他供应的设备或材料符合规定的质量。 这种保证 

书在第五章“工厂说明和质量保证” ，第 2 6 至3 1段中论述。

9 . 作为向购买方提供担保的担保书经常用于以下情形：

— 担保承包方投标后，在招标书确定的日期前不撤回其投标，若决定与 

他签定合同，该承包方将订立合同并提交招标书规定的任何履约担保 

书（见下文）。 这种担保书通常称作投标抠保书，在第三章“承包 

方的选择和合同的订立”中论述з 

- 担保购买方在承包方订立合同以后未按照合同履约时不致遭受损失。

这种担保书通常称作履约担保书；

一担保向购买方偿还其支付给承包方的预付款项，如合同如此要求的话。 

这种担保书通常称作偿还担保书。

1 . 履约担保书：作用

1 0 . 凡要订立建造工厂合同的购买方，均要找一个拥有完成这项工程所需资金 

以及技术和经营能力的承包方。 然而，购买方往往可能得不到全面资料夹了解未 

夹外国承包方的财务状况1 他所承包的其他工程的范围（这可能影响他履约）、他 

以前的履约情况、或者影响承包方顺利完成项目的能力的其他因素。 此外，订立 

合同以后的意外因素也可能影响承包方履行合同的能力。 因此，招标书和建厂合 

同可以规定承包方必须提供履约担保书，以便提供如杲承包方不.履约时用以履行承 

包方赔偿责任的手段。 要求提供履约担保书也会有助于防止那些不可靠的或者无 

资金的承包商投标。 担保机构一般对要求其作保的承包方作周密的调查，通常它 

们只有在有了适当理由相信承包方能够顺利履行合同时才提供担保。

1 1 . 履约担保书一般有两种。 一种下文称之为“货币履约担保书”。按照这种 

担保书，担保人承诺在承包方不履约时只向购买方支付一笔不超过规定限额的款项，



以履行承包方的赔偿责任。 货币履约袒保书可以釆用备用信用证的形式，通常由 

银行提供。 另一种下文称之为“履约保证书”。 按照这种保证书，姐保人可自 

己选择是承诺由其本人弥补承包方施工中的缺陷或完成其未完成的工程，还是请另 

一个承包人夹弥补缺陷或完成未完成的工程，并赔偿由于不履约造成的其他.损失。 

承诺赔偿的价值限于规定金额之内。 履约保证书的担保人也常常保留选择一种做 

法 ，即仅向购买方支付一笔不超过规定金额的款项夹履行其义务。 这种担保书一 

般由专门的担保机构例如担保公司和保险公司提供。 购买方似宜在招标书上指定 

投标的承包人应提供这两种担保书中的哪一种。 或者，购买方也可允许投标的承 

包人提供任一种担保书，因为承包人可能与某担保机构有业务关系，而该机构愿意 

以较少的费用向该承包人提供这种或那种担保。 从购买方的观点夹看，每种担保 

书都各有其利弊（见下文第2 0 至2 3 段 ）。 关于可能与此有关的责任保险，见 

第十六童“保险” ，第 2 9 段。

1 2 . 在大多数建厂合同中，承包方不仅承诺完成施工任务，还要弥补在质量保 

证期届满前购买方通知他的缺陷（见上文第8 段）。 承包方在这个保证期内的履 

约可以与工厂验收前整个时期的履约由同一个履约担保书来担保，也可以由单独的 

履约担保书（有时称为维修担保书）夹抠保。 下面所提出的与履约担保书有关的 

考虑，也适用于单独的维修担保书。

2 . 偿还担保书，作用

1 3 . 为了帮助承包方调动必要的资金以开始施工（如购置施工机械和材料）， 

购买方常常向承包方预付部分价款（见第七章“价款和支付条件” ，第 6 7 段）。 

为了保护购买方免受承包方不偿还的损害，合同可以规定，承包方必须提供货币履 

约担保书，以保证在承包方不偿还的情况下向购买方偿还该预付款项。

3 . 选择担保人

1 4 . 购买方似宜考虑在招标书中指定他愿意接受的担保人。 购买方似乎还宜



考虑应否指定必须由其本国的机构作抠保人。 指定担保人的好处是，可以认定那 

些具有财力履行袒保书义务，并且在解决索赔方面具有令人满意的记录的担保人。 

指定必须由购买方本国的机构作担保人的好处是，购买方较易执行由这些机构提洪 

的袒保书。 一些国家有强制性规定，购买方只能接受由当地机构提供的担保书。

1 5 . 购买方指定担保人这一做法可能具有的不利之处是，一些潜在的承包方可 

能会囡无法荻得这些指定担保人的担保而不能投标，而另外一些承包方又可能无法 

利用关系密切、愿意以低价作保的袒保人。 购买方指定必须由其本国的机构作袒 

保人这一做法可能具有的不利之处是，这些机构可能会对提供袒保收费较高（如当 

它们不得不从外国机构荻得反担保，以确保有可兑换货币夹履行可能产生的支付义 

务 ）. 它们还可能不愿意提供某些形式的担保书，如履约保证书。 此外，购买 

方和承包方所在国以外的某一第一流的金融机构可能与购买方本国的某一机构同样 

可靠 ’ 虽然对购买方夹说，执行由这样一个机构提供的担保书可能要比执行由其本 

国某一机构提供的担保困难些。

16. —种可行的办法是在招标书和合同中规定，投标的承包人可以先提出他们 

诜择的担保人。 如果购买方不能接受所提出的担保人，可要求承包人在某一规定 

时间内提出购买方能接受的其他担保人，或要求袒保人提供的担保书经购买方国内 

某一金融机构确认。 不过，须经确认的担保书可能比某一金融机构独自提供的袒 

保书需要更多费用。

4 . 担保人义务的性质

1 7 . 担保书的条款和适用于担保书的法律将确定购买方与担保人之间的法律关 

系，确定在什么情形下可以凭袒保书索赔并获得赔偿。 这些条款可使担保书独立 

于建厂合同，也可使它从属于建厂合同。 如果是独立担保书（常常称为索款即付 

担保书），担保人有义务在购买方提出要求时付款I 购买方只要声明承包方未履约， 

就有杈凭担保书取得赔偿。 抠保人无权以实际上并无不按建厂合同履约为理由拒 

绝付款；但根据适用于担保书的法律，可能在极特殊情况下排除购买方根据担保书 

索赔的权利（例如，当购买方的索赔要求属于弄虚做假时）。 如果是独立备用信



用证，在购买方向开证银行出示购买方声明承包方未履约的文件时开证银行就有义 

务付款。 与独立担保书的情形一样，银行无权以实际上并无不按建厂合同履约为 

理由拒绝付款,虽然在一些法律制度下银行可以在特殊情况下不付款。

1 8 . 较可取的做法是在建厂合同中规定，即使是独立担保书，购买方也只有在 

承包方确属未履约时才有权凭担保书索赔。 如果并无不履约情事而购买方要求赔 

偿 ，则购买方须负责向承包方赔偿由于不合理索赔而使承包方受到的损失。

1 9 . 当担保人的义务同证明承包方不按建厂合同履约的赔偿奇任的证据相联系 

时，担保书便是从属性的。 这种联系的性质可以因担保书的不同而各异，例如， 

购买方可能必须出示判定承包方负有责任的仲裁裁决才能确立承包方的赔偿责任。

履约保证书通常具有这种从属性质。

2 0 . 对购买方夹说，索款即付担保书的好处是他有把握凭担保书立即追回款项， 

而无须证明承包方不履约或他自己遭受损失的程度。 购买方可能常常缺乏为证明 

承包方不履约所需的技术知识。 此外，提供货币履约担保书的担保人，尤其是银 

行 ，愿意提供索款即付担保书，因为，他们赔偿责任产生的条件是很清楚的，并且 

他,们也不卷入购买方和承包方之间就是否未按建厂合同履约所产生的争端。

2 1 . 对购买方夹说，索款即付担保书的弊端是，提供这种担保书的承包方可能 

希望得到保险，以防范购买方在实际上并无承包方不履约的情况下凭担保书取得赔 

偿的风险，并把这笔保险费用计入价款。 承包方还可能将其为了收回购买方凭担 

保书无珲索赔的金额而需釆取的任何行动的潜在费用计入价款中。 此外，由于购 

买方只要自己声称承包方未履约就能荻得一笔凭担保书应付的金额（见上文第1 7  

段），承包方似宜把这些凭担保书应付的金额确定为合同价款的一个较小的百分比， 

这样，如果购买方在并无不履约情况下索赔，就可限制承包方由于必须赔偿担保人 

而可能受到的损失。

2 2 . 对承包方夹说，索款即付担保书的一个不利之处是，如果购买方在承包方 

并无不履约的情况下凭担保书获得了赔偿，由于担保人在向购买方付款之后用承包 

方的资产夹补偿他自己，承包方就可能立即遭受损失，并在以后向购买方收回他无 

理索赔的金额以补偿自己所受损失时也会遇到困难和拖延》



2 3 . 履约保证书（见上文第1 1段）的条款常常要求购买方证明承包方的不履 

约和购买方遭受损失的程度。 此外，抠保人也可提出假如承包方被控不履约时提 

出的抗辩。 因此，当购买方凭保证书索赔时’ 就有可能面临旷日持久的争端。

然而，由于担保人承担的风险较小，担保人赔偿责任的货币限额可能比索款即付担 

保书的高得多。 如果购买方自己不能适当安排补救措施或完成工程，而需要第三 

者的帮助夹安排补救或竣工，那么履约保证书也可能是有利的。 但是，如杲施工 

涉及到使用只有承包方掌握的技术，则由第三者夹补救或竣工可能是不可行的，与 

货币履约担保书相比较，履约保证书可能就没有上文最后提到的那个优点。

2 4 . 拟订担保书的方式可由购买方和承包方商定，但商定的文本还必须为担保 

人所接受。 当事各方似宜规定，如提供的是货币履约担保书，则它既不完全是从 

属性的，也不应纯粹是索款即付担保书。 在确定这种担保书的条款时，当事各方 

似宜考虑争取下列一种可能的安排：

(а)担保人只有在收到书面要求并附有一份书面陈述，指明造成提出该要 

求的不履约情事时，才有义务支付款项。 然而，担保人不负责调查 

有关不履约的陈述是否属实；

№ )在凭担保书提出索赔前，须将索赔有关的不履约情事通知承包方，并 

且只有在提交通知后的一段规定时间以后才能提出索赔。 从发出通 

知到提出索赔有一段间隔时间，可使购买方和承包方进行谈判，以解 

决双方的争端；

(с)如果购买方和承包方对承包方是否不履约产生争端，在购买方要求付 

款时有义务不向购买方而向第三者付款。 该第三者将保管这笔款项 

直至通过觯决争端的程序对购买方和承包方之间的争端作出裁决，然 

后按照裁决转交该笔款项5 

⑷只有在购买方提出的要求附有咨询工程师或独立的第三者出具的证明， 

确认承包方不履约时，担保人才有义务付款。



5 . 提交担保书的时间

2 5 . 担保书在当事各方订立合同的同时生效，会尽量减少当事各方对所提供的 

担保书的条款和性质发生争端。 或者，当事各方似宜规定担保书应在订立合同后 

的一段规定时间内提供，囡为这样做费用可能低一些。 为了使购买方确信与之订 

立了或将订立合同的承包方将提供所要求的履约担保书，所提供的投标担保书可以 

规定其有效期直到提供了履约担保书之时才期满（见第三章“承包方的诜择和合同 

的订立” ，第 2 8 至3 0 段）。 当事各方似乎还宜商定不在规定时间内提供担保 

书的情形下购买方在建厂合同项下的权利，例如，他可以终止合同，莸得损害赔偿 

金。 但是，购买方在决定釆用这一补救措施前，似宜考虑在国外行使无担保的损 

害赔偿权时可能遇到的困难。 另一种办法是，在招标书中要求投标书应当附有有 

资格承当担保人的机构的证明’ 其内容是’ 如果与该投标人订立合同，该机构愿意 

提供招标书所要求的那种履约担保书。 不过，在许多法律制度下，如果该机构事 

后拒绝作保，购买方是不能强迫它提供担保书的。

6 . 袒保书规定的责任范围

2 6 . 担保人的责任一般限于一笔规定的金额。 如是履约抠保书，这笔金额可 

以确定为合同价款的某一百分吣如是偿还担保书，则可确定为预付款项的某一百 

分比。 在决定确切的百分比时，可以估计不履约的风险和由于不履约可能受到的 

损失，同时可以考虑担保人在为建造所涉的这类工厂提供担保时通常所定的限额. 

如杲要求的担保金太高，可能会使较小的企业不敢投标，因为它们可能无力得到这 

样高的担保金。 当事各方似还宜确定М何种货币支付担保书项下的金额。 不论 

是偿还抠保书还是屨约担保书，均可用支付合同价款的货币支付。 如果支付价款 

的货币不止一种，则必须指定一种货币。

2 7 . 当担保书是从属性担保书时（例如屨约保证书），适用于担保书的法律可 

能规定，拒保人在袒保书项下承担的责任范围与承包方在建厂合同项下向购买方承 

担的责任范围相同（例如就可补偿的损失的类别而言）。 囡此，如果按照建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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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或适用于建厂合同的法律，承包方对购买方所负赔偿责任有一定限制，则担保人 

的责任也受同样程度的限制。 但是，如果适用于袒保书的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担保 

人的责任是否与承包方的责任范围相同，则当事各方似宜在担保书中作此规定。

2 8 . 当事各方似还宜考虑是否应在建厂合同和担保书中规定，担保金额在履约 

进展到某一指定阶段后应予减少。 对履约担保书夹说，一种方法是不作减少金额 

的规定，这是由于有一种看法认为’即使在施工晚期发生不履约也可能需要以全部 

袒保金赔偿。 再则，当事各方应当认识到，某些不履约，如迟延，往往在工程进 

行了很久才出现，而不是在施工早期出现。 但是，规定在购买方验收工厂时减少 

袒保金也许是能接受的，因为验收前进行的竣工试验和性能试验（见第十三章“竣 

工、接收和验收” ，第 4 和2 4 段）将能表明承包方的履约没有严重缺陷（见第十 

八章“迟延、缺陷和其他.不履约” ，第 2 7 段 ）。

2 9 . 为了向购买方提供全面担保，担保书可以规定，凡不屨行担保书所涉义务 

就按担保书承担责任。 这样，就履约担保书而言，在发生任何履约缺陷和履约迟 

延时，就可能按担保书承担责任。

7 . 变动或终止合同的影响

3 0 . 当事各方似宜考虑变动建厂合同所规定的义务范围（见第二十三章“变动 

条款” ）对担保人义务的影响。 某一变动关系到担保人的利益，因为它可以导致 

承包方的责任大量扩大，从而增加了袒保人承受的风险。 对履约保证书来说，扩 

大责任还可能影响担保人弥补工程缺陷或完成未完工程的能力（见上文第1 1 段 ）。 

在某些法律制度下，除非担保书另有规定，所担保的合同如有变动可能会解除担保 

人的责任；而在另外一些法律制度下，可以认为担保书只涉及开具担保书时存在的 

承包方义务。 鉴于在履行建厂合同期间经常发生变动，因此宜在担保书中确定合 

同的变动对它有何影响。

31 . 可以釆用不同的方法。 如杲担保人的责任限于一笔规定的金额，担保的 

期限也有限定（見下文第3 5 至3 8 段 ）’则即使合同的变动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增 

加发生不履约的可能性，担保人可能仍愿意承担这种限定的义务。 在这种情况下，



担保书可М规定，不管合同有何种变动，该担保书仍按其原有条款限定的范围继续 

有效。 另一种方法是可以在担保书中规定，不管合同有何种变动，担保书仍按其 

原有条款限定的范围继续有效，但是所有这些变动集合起来必须不致使合同价款的 

增加超过价款的某一规定百分比。 如果超过规定的百分比，必须征得担保人同意 

才能使担保书保持有效。 再一种方法是可以规定，担保书只就未作变动的合同义 

务保持继续有效5 如要担保书就变动了的合同义务也保持有效，则应征得袒保人的 

同意。

3 2 . 最好确保合同中有关变动的条款与担保书中关于合同变动对担保书的影响 

的条款相一致。 例如，如果合同规定购买方有权单方面作出某种变动（见第二十 

三章“变动条款” ，第 1 2 至 1 8 段 ），担保书最好能规定行使这种权利不影响担 

保书的效力，担保书继续适用于变动了的义务。 如不一致就会妨碍购买方行使自 

己的权利。

3 3 . 规定抠保书在合同有变动时仍然有效的条款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不足М保护 

购买方。 合同的变动可能会延长承包方履约的期限，或者扩大承包方的责任，这 

反过来又可能增加他对不履约的赔偿责任。 因此，当事各方似宜在建厂合同中规 

定 ，在这种情况下，承包方有责任确保担保人对担保书的期满日期、担保金额和 

其他有关条款作出适当的修改。 安排这种修改所需的费用可以由承担变动费用的 

那一方承袒（虬第二十三童“变动条款” ，第8 段 ）。

3 4 . 当事各方似还宜处理在担保书期满日期之前终止合同这一情况（见下文第

3 6 段）。 当事各方似宜规定，尽管合同终止，仍可以在担保书期满日期之前凭 

担保书Ж赔。

8 . 担保的期限

3 5 . 担保书复盖所担保的承包方履行其所有义务之前的整个时期，这对购买方 

是有利的。 因此，履约担保书不仅可包括施工阶段，还可包括质量保证阶段（见 

上文第1 2 段）。



3 6 . 提供担保书的机构可要求在担保书上规定一个确定的期满日期，担保人的 

义务将于该日终止。 牿别是.商、1к银行，它们一般总是坚持在由它们提供的货币履 

约担保书中规定一个确定的期满日期。 用以划定货币履约担保书所保期限的一种 

方法是在担保书中规定，在某一规定日期之后不得凭担保书索赔。 对这种情况， 

当事各方似宜在订立合同时，根据对履行完所担保的义务所需时间的估计，商定一 

个确定日期，并载入抠保书。 然而，虽然确定这样一个日期可能符合担保人的利 

益，但是可能给购买方带夹困难，因为由于种种原因，例如：由于承包方履约迟延 

或者执行免责条款承包方履行自己义务的时间可能会延长，超过该确定的日期（见 

第二十一章“免责条款” ，第 8 段 ）。 因而，较可取的做法是在建厂合同中规定 

如果承包方履行义务的时间延长超过担保书的期满日期，则经购买方提出要求，承 

包方有义务在提出要求后的一段合理时间内安排延长担保书的有效期，延长的时间 

视承包方履行完义务所需要的时间而定。 购买方似宜提前足够的时间提出要求， 

以便承包方能够在担保期期满之前安排延期。 可以责成对承包方延长履行义务时 

间负有责任的当事一方承担延长担保期的费用。

3 7 . 如果履约保证书的担保人不坚持要规定一个确定的期满日期，则该保证书 

可以对所保的义务一直有效，直至完全履行了这些义务为止。 但是，由于保证书 

的从属性质，即使在履约保证书中没有具体规定期满日期，如果承包方履行了他的 

义务，坦保人即结束其责任。 履约保证书可釆取的另一种办法是规定在向承包方 

支付了价款的最后一笔分期付欸之后，不得提出索赔。 而只有在购买方对承包方 

的义务履行情况感到满意时才支付最后一笔分期付款，因此，规定自这天后不得向 

担保人提出索赔是合理的（见第七章“价款和支付条件” ，第7 6 段 ）。

3 8 . 工厂合同当事各方应注意到，根据某些法律制度，如果购买方未退回或交 

付了担保书，则拒保书在规定的期限期满后也仍然有效。 囡此，合同宜责成购买 

方在担保的义务完成之后迅速退回担保书。

3 9 . 给偿还袒保书规定一个固定的期满日期，可能象为履约担保书规定一个固 

定的期满日期一样会造成一些困难（见上文第3 6 段）。 就履约抠保书釆用的做 

法也可用于偿还袒保书。 但是，如果担保人并不坚持要有固定的期满日期，一种 

可行的办法是，规定当承包方已经提供的设备、材料和服务的价值达到了袒保金



额时，担保即告终止。 是否已经提供，可由咨询工程师或购买方的证明书予以证 

明 ，也可由供货的凭证（例如：经购买方证实的发票或运输单据、或者购买方代表 

的现场收据）予以证明。

С .购买方付款袒保：担保书或信用证

4 0 . 当事各方似宜考虑，合同应否要求对购买方履行其主要义务，即支付价款 

( 见第七章“价款和支付条件）提供担保。 当事各方可以采用的一种做法是在建 

厂合同中规定购买方有义务支付价款，并进一步责成他安排由第三者提供袒保书， 

在担保书中该第三者承诺，如果购买方不支付价款，即由他.支付。 如采用这个做 

法 ，当事各方似宜在确定担保书的条款时考虑上文в节的内容。 这种担保书可以 

是备用信用证。

4 1 . 另一种保证承包方能拿到付款的做法是规定以银行根据购买方指示所开立 

的不可撤销的跟单信用证来支付价款。 这种信用证是某一银行（开证银行)开给 

承包方的一种不可撤销的书面保证。 银行保证在某一规定时限内凭承包方出示的 

规定单据支付不超过某一规定数额的款项。 采用这种方法，承包方将有权直接要 

求银行支付到期的价款。

4 2 . 承包方似宜在合同中确定由哪一家银行开立此信用证。 一种方法是可以 

规定任何得到承认的银行都可开立信用证。 但是，如果合同要求信用证应由承包 

方本国的一家银行开立，或应由位于承包方本国以外的一家银行开立但由承包方本 

国的一家银行予以保兑，则承包方可以得到更大程度的保证。 根据这种保兑，保 

兑银行接受与开证银行一样的责任。 由承包方本国的一家银行予以保兑使承包方 

能凭信用证取得付款而不致遇到资金划拨方面的行政困难，或因购买方所在国的外 

汇管制或其他金融条例而造成的困难。 不过，要求这种保兑可能会增加购买方安 

排开立信用证的费用。 当事各方似还宜商定开立信用证的时间。 承包方可能希 

望在当事各方订立合同的同时开立信用证，因为这样他可莸得有关最初几笔到期应 

付的分期价款的担保。 当事各方似宜商定在信用证不能按商定时间开立时承包方 

根据建厂合同应享有的权利，例如他可以终止合同并取得损害赔偿金。



4 3 . 在商定信用证中建厂合同所要求的支付条件时，应考虑到银行在信用证方 

面的商业惯例和各种可能釆取的安排的费用。 重要的是信用证所规定的支付条件 

Й当与合同所规定的支付条件（例如支付货币、分期付款的每期应付金额和支付时 

间等）相协调。 当事各方似宜考虑应当如何确定凭信用证应付的金额。 合同可 

以规定，凭信用证要求支付的总额可以是合同价款的总额。 凡已到期的分期价款， 

均可向银行要求支付。 另一种对购买方夹说可能费用较少的办法是规定在信用证 

有效期内，可凭信用证要求支付的金额保持固定不变。 这样，无论何时在支付了 

凭信用证所要求支付的款项之后，该笔金额又会立即自动恢复供使用。 这个金额 

并不一定要定为合同价款的总额，但应足以支付价款中任何一次到期的分期付款。 

信用证还可规定，凭信用证支付的累计总额不得超过合同价款的总额。

4 4 •当事各方宜明确地商定银行据以付款的凭证，以及这些凭证的措词和数据 

内容。 这种所要求的凭证用以证明根据建厂合同提供设备、材料或服务，因而可 

能有不同的种类（例如：咨询工程师证明施工进度的证书、或者购买方的代表收到 

所提供的设备或材料的现场收据）。

4 5 . 承包方最好要求信用证的有效期包括购买方应履行支付义务的整个时期。

开立信用证的银行可能会坚持信用证应有一个确定的期满日期。 确定期满日期可 

能会造成困难，这是因为虽然合同中的支付条件可能规定了一个付清款项的日期， 

但这个日期可能因种种原因而推迟（例如承包方履约延迟，或者由于免责障碍妨碍 

了施工或付款）。 一种可行的办法是，在合同规定应付清款项日期的基础上，再 

加上此日期可能推迟的一段时间，据以确定信用证的期满日期。 另一种可行的办 

法是在合同中规定，如果购买方履行其支付义务的时间延长超过了信用证的期满日 

期 ，经承包方提出要求’ 购买方有义务安排延长信用证的有效期，延长的时间按履 

行完义务所需要的额外时间而定。 可责成对延长支付义务承担责任的当事一方承 

担延长信用证有效期的费用。 如果购买方不安排延长，承包方可有权釆取在购买 

方不支付经延期的信用证所保付的价款数额的情况下他有权釆取的补救措施（见笫 

十八童“迟延、缺陷和其他不履约” ，第 5 7 和5 8 段 ）。



第十七章注

1 要求凭单付款的跟单信用证，包括备用信用证在内，一般由《国际商会跟单信 

用证统一惯例》加以规定。 该统一惯例订立了关于开立和使用信用证的规则。 

贸易法委员会在其1 9 8 4 年第十七届会议上（А/39/17，第 1 2 9段）建议 

采用《统一惯例》的最新修订本（国际商会文件第4 0 0号 ）。



第十八章迟延、缺陷和其他不履约

提 要

本章讨论购买方因承包方的履约迟延或有缺陷而有权采取的 

补救办法。 它也讨论承包方因购买方下列不履约行为而有权采 

取的补救办法：拖延支付价款或拖延为价款的支付提供担保；延 

迟接收或验收工厂；和不供应施工所需的设计. 设备和材料。它 

还讨论当事双方由于价款以外的款项的延迟支付或未履行辅助义 

务而可釆取的补救办法。 合同最好对上述不履约行为具体规定 

补救办法。 在拟订合同有关补救办法的条款时，应考虑合同的 

适用法律所规定的补救办法（第 1、 2 、 6 和 7 段 ）。

如当事一方在迟于合同规定的履约时间履行合同义务，或完 

全不履约，就发生延迟履约的问题。 如当事一方未遵守规定施 

工技术特点的合同条件，就产生履约有缺陷的问题（第 4 段 ）。

由于承包方根据工厂合同承担的履约义务既复杂又长期，购 

买方需要有一套详细的补救办法。 本章制订的一套补救办法强 

调两个要素：一般给予购买方的初步补救办法是要求承包方完成 

延迟的工程或弥补有缺陷的履约行为；终止合同这种补救办法则 

是最后的手段（第 9 至 1 2 段 ）。

本章有时建议，如承包方未履行某些合同义务，购买方应有 

几种可资选择的补救办法。 合同可规定，购买方选定其补救办 

法之后，不得变更，除非承包方同意其另择办法。 在要求承包 

方弥补缺陷时，可规定他有权自由选择补救的方式（第 14和1 5 

段

鉴于给予购买方的一套补救办法的细琐性，本章在第5 0 段 

中简要列出这些补救办法。

购买方可能拖延支付价款或拖延提供支付价款的担保（第5 2 

段）。 当事各方似宜规定购买方如拖延支付价款，则应支付利 

息（第 5 3 至5 6 段 ）。 合同可规定，如购买方拖延支付价款 

中特定的百分比的款项或拖延为支付价款中特定的百分比款项提 

供担保，承包方有权允许购买方缓期一段时间支付，但如购买方 

在缓限期内未支付价款，承包方可中止合同；如在合同中止后一 

段规定期间内仍未支付价款，承包方可以有权终止合同。或者，



合同也可规定，如果购买方在缓限期内没有支付价款或提供担保， 

承包方有权立即终止合同（第5 7 和 5 8 段 ）。

合同可规定在某些情况下可视为购买方巳验收’工厂。 在这 

个有关验收的办法行不通的情况下，以及在所有有关接收的情况 

下，合同可规定，如购买方拖延验收或接收，则承包方有权要求 

购买方在一段额外时间内验收或接收。 如购买方在该额外时间 

内仍未验收或接收*合同可规定，验收或接收的后果从向购买方 

发出说明将会产生这种后果的书面通知之日起产生( 第5 9 至61 

段 ）。

合同可具体规定，如购买方未能供应他有义务供应的设计图 

样、设备或材料，承包方有权釆取什么补救办法，例如，要求购 

买方在一段额外期间内供应设计图样、设备或材料，如购买方未 

能这样做，则终止合同（第 6 2 相 6 3 段 ）。

合同可具体规定，如当事一方延迟支付价款以外的某笔款项， 

或未履行辅助义务，另一当事方应有权釆取什么补救办法（第 64 

至6 6 段 ）。

А.概 述

1 . 严格遵守关于履约的合同规定在工厂合同中特别重要，因为当事一方如不 

遵守这些规定可能会使对方遭到严重的财务损失。 是否发生了不履约情事，以及 

此种不履约情事有何法律后果的问题经常是造成长期和复杂的争论的原因。因此， 

最好是商定明确的合同规定，确定应履行的义务表1不履行这些义务所引起的后果

(见第四章“起草概述”相第五章“工厂说明和质量保证’’)。

2 . 本章讨论如果另一当事方不履行合同所规定的义务或合同的适用法律所规 

定的义务时，当事一方根据合同可以采取的一些补救办法。

3 . 这里也许要说明一下，本《指南》的设想是，除非是由于某一免责障碍而 

妨碍了履约，当事一方如不履行某一义务，对方通常应有权要求损害赔偿（见第二十 

章， “损害赔偿”和第二十一章， “免责条款” ）。 当事各方还可以规定对不履 

行某些义务应支付一笔约定的款项（见第十九章“约定违约金和罚款条款”）。当 

事各方应注意到，本章中提出的一些补救办法可以由损害赔偿或支付约定的款项来 

补充。



4 . 在本《指南》中，“不履约”是指两种情况，即延迟履约相履约有缺陷。 

如当事一方迟于合同或合同的适用法律所规定的履约时间履行其合同义务，或根本 

不履行义务，就发生延迟履约。 当事一方在从义务应履行之日起至他履行之日止， 

或至终止合同之日或者义务消失之日止都将处于延迟履约之中。 但是，合同可规 

定 ，如果一方的延迟是由于另一方或另一方的受聘人的作为或不作为所致，则该另 

一当事方无权行使给他的延迟的补救办法。 如当事一方未遵守合同中明订的关于 

供应的设备、材料和施工服务以及待建工厂的技术特点的规定，就发生履约有缺陷 

问题（见第五章，“工厂说明和质量保证”，第8 相第9 段、第八章“设备和材料 

的供应”，第 6 和 7 段以及第九章“现场施工’’，第 2 段 ）。

5 . 由于实际原因，合同可规定》即使竣工试验表明还缺少某些小部件（例如， 

既使缺少也不妨碍工厂运转的一些部件；见第十三章‘竣工、接收相验收”,第 4 段 ）， 

也可认为工程巳经竣工。 对于这些缺少的部件，合同可给购买方以相同于验收工 

厂后发现缺陷时所给予的补救办法。 （见下文第3 8 至4 2 段 ）。

6 . 当事各方似宜考虑如遇下列情况可以采取什么补救办法：承包方延迟施工 

(见下文в节 2 ) ，承包方施工有缺陷（见下文в节 2 ) , 购买方延退提供支付价 

款的担保，或延迟支付价款（见下文с节2 ) ，购买方延迟接收或验收丄厂（见下 

文с节3 )相购买方不供应建造设计图样、设备或材料（见下文с节4 )„ 此外， 

当事各方似宜考虑承包方延迟支付应付给购买方的款额时的补救办法，以及购买方 

延迟支付价款以外的款项时的补救办法( 见下文в节 1 )。 当事各方也似宜考虑 

如果当事一方不履行辅助义务，另一当事方可能有什么补救办法（见下文В节2 )。 

当亭各方也似宜规定当事一方聘用他人来履行其合同义务并不能减少或消除该当事 

方不履行这些义务时应负的责任（也见第十一章“分包”，第 2 7 段 ）。

7 . 在决定合同对不履约应规定什么补救办法时，当事各方应考虑合同的适用 

法律所规定的补救办法（见第二十八章“法律的选择”，第 1 段 ），一些补救办法 

可能是强制性的，另一些可能是非强制性的，可不釆用或予以改动。 如遇适用法 

律所规定的补救办法不合适时，合同条款对此应明确加以修改或不予釆用。 当事 

方最好不仅要考虑每一方可以采用的补救办法，并且还应考虑这些补救办法之间的 

关系（见下文В节 ）。



8 . 根据合同的适用法律，购买方对于在检査或接收设备时，或接收或验收工 

厂时按情理他本应发现的缺陷可能丧失其补救办法。 但是，如情况允许，似宜在 

合同中规定在这些情况下购买方并不丧失这些补救办法（见第八章“设备相材料的 

供应”，第 2 0 段；第十二章“制造和施工过程中的检查和试验’’，第 1和 8 段， 

以及第十三章“竣工、接收相验收’’，第 1 2 段 ）。 不过合同可责成购买方毫不拖 

延地将他发现的缺陷通知承包方。 合同可规定购买方承担承包方因购买方未通知 

而支付的任何额外的合理费用。

В. 购买方的补救办法

1. 显著的特征

9 . 下文第5 0 段载列的购买方补救办法概要是为了协助读者了解本章中制订 

的比较详细的购买方可以获得的一套补救办法。 本概要并不讨论承包方可以获得 

的补救办法，因为它们的结构和内容是容易理解的。 购买方的补救办法的详细性 

质是由工厂合同的某些特点所决定的。 承包方彻底履行合同义务要有一段长的时 

间，包括若干个明确界定时期（例如，施工期，进行性能试验期和保证期）。 承 

包方的义务很复杂，包括设备和材料的供应和现场的施工。 此外，对于施工迟延 

和工程有缺陷两种情况来说，不履约行为可能有不同的形式（即：就迟延而言，可 

能是开工迟延或竣工迟延；就缺陷而言，可能是严重的或不严重的，已知不可弥补， 

或不知道不可弥补）。 每一种形式的不履约可能需要有或多或少不同的一套补救 

办法。

1 0 . 适当的做法是在合同内订明购买方的补救办法。 这样做就承包方不履约 

行为所引起的后果而言，可取得比当事各方只依靠合同的适用法律规定的购买方可 

以获得的补救办法更大的确定性о 此外，一些法律制度规定的补救办法也许对承 

包方不履行工厂合同的行为并不合适。 但是，当事各方想要订出含有在每一情况 

下都适用的补救办法的补偿制度是极其困难的，特别是要注意到一些补救办法需要 

承包方愿意相能够按照该补救办法行畢。 因此，虽然合同中所定的补救办法或合



同的适用法律所载的补救办法确定了承包方不履约时购买方拥有的权利，但如真的 

发生这种不履约行为，在许多情况下，购买方会发现在诉诸可以采取的程序来实施 

其权利之前，最好是根据他的权利同承包方进行协商（见第二十九章“争端的解决”， 

第 1 0 和 1 1 段 ）。

1 1 . 这里是分三个大类来讨论购买方的补救办法的：承包方施工的迟延，承包 

方施工的缺陷；承包方对之不负有责任的缺陷。 承包方施工缺陷的补救办法又与 

四个小类相联系：施工期间发现的缺陷；由于未进行性能试验而认为工程有缺陷；

性能试验中发现的缺陷；在验收后发现并于保证期内通知的缺陷。

1 2 . 下文免5 0 段的概要只列出各种补救办法的要点。 但是，本章中对其详 

细论述的各节，均有相互参照的条目。 由于终止一个长期工厂合同对当事务方都 

会造成很大的困难，所以本《指南》建议的补救制度着重两个方面：第一，通常给 

予购买方的最初补救办法，是要求承包方完成履约中的迟延部分或弥补有缺陷部分。 

但是，根据合同或合同的适用法律，购买方不得在免责障碍阻止履约期间要求履约 

(见第二十章“免责条款”，第 9 至2 6 段 ），此外，一些法律制度规定，当事一 

方不得强制正在进行仲裁或诉讼的另一方履约。 第二，终止合同的补救办法，是 

一项最后手段（又见第二十五章“合同的终止”，第 2 段 ）。

1 3 . 在某些情况下，合同可以允许购买方享有要求降价这一补救办法。 这种 

补救办法的目的是使购买方所得到的东西的价值和他必须付的价格恢复等值。 如 

果工厂的缺陷是由于免责障碍而不履约所造成的，而且根据合同规定，承包方没有 

责任对这类不履约行为造成的损失绐予赔偿时，这一补救办法对购买方就特别有用。 

(见第二十一章，“免责条款”，第 8 段 ）。 如果购买方要求降价，同时也可以 

釆取要求损害赔偿的补救办法时，他不得对已由降价所弥补的损失要求损害赔偿， 

因为这实质上使他对同一损失获得双重的补偿。 当事各方似宜注意，合同可以允 

许购买方要求降价，即使他已付了价款。 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所减的价格，购 

买方付出的超额款项可以由承包方直接偿还给购买方 >或用来抵销日后应付给承包 

方的款额。

1 4 . 本章有时候建议，对承包方的某种不履约行为，购买方可以有可供选择的 

替代补救办法。 合同可以规定，如购买方已选定了某一补救办法，非经承包方同



意 ，他无权变更。 但是，如果购买方既可选择聘请一位新的承包人来弥补缺陷并 

由承包方负担费用相风险的补救办法，又可选择某些其他补救办法.而购买方选择 

聘请一位新的承包人这个补救办法，但事实证明缺陷无法弥补，则购买方有权选择 

一个其他补救办法(例如，降价）。 他对新的承包人不履约的行为可以选择的某 

一补救办法，载于本章下面有关的各段中。 要说明的是，一些补救办法也许可由 

当事一方同时采用（例如，弥补缺陷和损害赔偿）,另外一些补救办法也许要按先后 

顺序釆用（例如，只有当已要求弥补缺陷但不施救的情况下才可以釆用终止合同的 

办法）。

1 5 . 本章通常建议，如承包方履约迟延或有缺陷，则合同要求购买方再给予承 

包方一段时间来完成施工的延迟部分或弥补施工中有缺陷的部分（见上文第1 2段)。 

比较好的做法是，合同不许把这段额外时间视为履约时间的延长从而影响购买方由 

于施工的迟延或缺陷而应得的权利。 如遇要求弥补时，合同可规定承包方享有选 

择施救方式的自由（例如 •修理或更换有缺陷的设备或材料）。 合同可规定，即 

使合同采用费用偿还定价法，施救引起的费用也应由承包方负担（见第七章，“价 

款和支付条件，第 1 0 至2 4 段 ）。

1 6 . 合同可规定，在过了某一规定时间之后，购买方就无权要求享有合同给予 

他的补救办法（例如，在质量保证期届满起某一规定期间后：见第五章， “工厂说 

明和质量保证”，第 2 8 至 3 0 段 ）。 这样一个规定可以提高当事各方之间法律关 

系的确定性。 合同也可规定，如果不履约是购买方的作为或不作为所致，则购买方 

无权因承包方不履约而行使给予他的补救办法。

2 . 承包方施工迟延

( а ) 开工迟延

1 7 . 如果承包方在合同所规定的日期未能开工，合同可规定购买方有权以书面 

通知要求承包方自递交通知之日起在一限定或合理的额外时期内开工。 如果承包 

方在额外时期内仍不开工，合同可规定购买方有权终止合同。 不过，如果承包方



向购买方表明将不开工，合同可规定购买方有权立即终止合同。 除本段讨论的补 

救办法外，购买方可以有权采用第十九章“约定违约金和罚款条款”和第二十章“损 

害赔偿”中讨论的补救办法。

(b) 未于强制性标志日期完成部分工程的迟延

1 8 . 如果承包方未能按施工时间表所规定的强制性标志日期（见第九章“现场 

施工”，第 2 1段）完成部分工程，合同可规定购买方有权以书面通知要求承包方 

自递交通知之日起在一限定或合理的额外时期内完成该部分。 如果承包方在额外 

时期内未能完成该部分，合同可规定购买方有权终止迟延的那部分工程的合同，或 

在某些情况下，终止整个未完成工程的合同（见第二十五章“合同的终止”，第 7 

段）。 当事各方似宜考虑是否只是在满足一定的附加条件的情况下才让购买方有 

权终止合同，例如只有与承包方所有的施工迟延相关的某一约定款项的特定限额到 

期时才能终止合同（见第十九章“约定违约金相罚款条款”）。 这样一种限制可 

以防止在只有一小部分工程未能完成的情况下终止合同。 除本段讨论的补救办法 

外 ，购买方可有权釆用第十九章“约定违约金相罚款条款’’和第二十章“损害赔偿” 

中讨论的补救'办法。

(c) 整个工程迟延竣工

1 9 . 如果承包方未能按合同规定的竣工日期竣工，合同可规定购买方有权以书 

面通知要求承包方自递交通知之日起在一限定或合理的额外时期内竣工。 如果承 

包方在额外时期内未竣工，合同可规定购买方有权终止合同或请新的承包人完成工 

程 ，费用相风险由原承包方承担。 后一种补救办法在实践上很少采用, 它通常导 

致增加价款，因为承包方承担的风险非常大。 有些履约抠保规定，如要聘用新的 

承包人，且费用相风险由原承包方承担，则需征得担保人的同意。 除本小节讨论 

的补救办法外，购买方可以有权釆用第十九章“约定违约金和罚款条款”和第二十 

章 “损害赔偿”中讨论的补救办法。



(―)终止合同

2 0 . 合同可规定购买方有权终止施工未完成部分的合同（参见第二十五章“合 $ 

同的终止”）。 支付一笔约定的款项（见第十九章“约定违约金相罚款条款”） 丨 

或损害赔偿金（见第二十章“损害赔偿”）可以补偿购买方在合同终止前原定付给 

承包方的价款与付给新承包人来完成施工的合理价款之间的差额。 ：

㈡ 雇用新承包人，费用和风险由原承包方承担

2 1 . 合同可规定，如果购买方选择雇用新承包人，费用和风险由原承包方承担★ 

的话，他所作的选择以及与新承包人商定的条件必须合理。 合同可规定购买方在 

雇用新承包人之前，有义务将购买方打算雇用的新承包人的情况以及新合同的条款 

以书面通知承包方。承包方有权通过向购买方递送书面通知，以对新承包人的选择 

不合理（例如，新承包人缺乏必要的经验）或准备与新承包人签订的条件不合理为 

理由，反对雇用该新承包人，或反对购买方打算与新承包人签订的合同条件。 然 

而，合同可规定，即使承包方反对雇用该新承包人或反对准备签订的合同条件，购 

买方仍有权雇用新承包人，不过购买方要承担下述各种可能出现的风险。

2 2 . 合同可规定，当购买方决定雇用新承包人时，他仍有义务向原承包方支付价 

款，包括由新承包人建造的那部分工厂的价款。 合同还可规定，承包方有义务支 

付购买方必须向新承包人支付的价款，购买方有权从合同项下应付给承包方的价款中 

扣除这笔开支。 此外，还可规定承包方有义务支付购买方因雇用新承包人而承付 

的其他合理费用。 然而，如果购买方在雇用新承包人时没有将选择新承包人的情 

况或没有将购买方打算与新承包人签订的合同条件通知承包方，或者如果购买方不 

顾承包方的有效反对(见上文第2 1 段）而雇用新承包人，则合同可规定，只有在 

对新承包人的选择湘与之商定的条件是合理的情况下，购买方才有权得到与雇用新 

承包人有关的价款相其他费用0

2 3 . 合同可规定，新承包人若不能完成施工，承包方应对此负责，就象新承包 

人是承包方雇用的分包人一样（见第十一章， “分包”，第2 7 和 2 8 段 ）. 另



一种办法是，合同可规定，承包方对巳竣工工厂中发现的任何缺陷负责，但如果他 

证明缺陷是新承包人造成的，他则有权排除责任。 然而，如果购买方雇用新承 

包人时未将他打算雇用新承包人一事通知承包方，或未将雇用新承包人的条件通知 

承包方，或者如果购买方不顾承包方的有效反对（见上文第2 1 段 ）而雇用新承包 

人，合同可规定，购买方将承担雇用新承包人引起的风险。 合同还可规定，如果 

承包方应对新承包人不履约行为向购买方承担责任，则购买方必须将其因新承包人 

不履约而对之可能享有的任何权利转让给承包方，但这种转让须是适用法律所允许 

的。

2 4 . 最好规定，如果购买方选择了由新承包人完成施工这项补救办法，承包方 

就必须停止施工并撤离工地，把工地让给新承包人。 合同可规定，承包方必须在 

收到购买方有关他选择了这种补救办法的通知时，或在购买方的通知所指定的日后 

某一时间停止施工，撤离工地。 合同可以禁止承包方在未经购买方同意下从工地 

搬走承包方的任何施工机械命工具或将用于建造工厂的任何设备相材料，因为新承 

包人可能需要它们来完成施工。

2 5 . 如果购买方选择了这种补救办法，他最好不要终止同承包方签订的工厂合 

同，因为最好是使承包方对新承包人进行的施工所负有的责任（见上文第2 3 段）， 

不会因工厂合同终止而解除（见第二十五章“合同的终止” ）。 然而，同承包方 

签订的工厂合同可规定，购买方有权终止合同，并可规定，如当同新承包人签订的 

工厂合同终止时，购买方有权要求采取终止时可采取的补救办法。第二十五章“合 

同的终止”，第 3 0 和 3 1 段讨论了合同终止时购买方的权利。 如果新承包人不 

履约，购买方也有权按照他与新承包人签订的工厂合同，要求针对新承包人的补救。

3 . 承包方的施工有缺陷

2 6 . 判断工厂或设备及材料是否含有按照合同应由承包方承担责任的缺陷，得 

看工厂或设备及材料是否符合合同中对将建造的工厂、应提供的设备相材料的技术 

特点的说明以及对应使用的施工程序的说明。 第五章“工厂说明和质量保证”. 

第八章“设备和材料的供应”，第 6 和 7 段以及第九章“现场施工”，第 2 段叙述



了对工厂、设备、原料和施工桎序的要求。 第二章“缔约方法的选择叙述承包方 

可能承担的合同义务，这些义务部分是由购买方选择的缔约方法决定的。

2 7 . 如施工有缺陷，购买方可使用哪些补救方法取决于缺陷是否严重。 合同 

似宜明确规定什么样的缺陷是严重缺陷，这样做时应考虑到拟建造的工厂的性质和 

合同中载明的预期工厂性能参数。 那些使工厂无法按合同规定的某些参数运转的 

缺陷可定为严重缺陷。 例如，某些缺陷削弱了工厂的生产能力、降低了工厂产品 

的质量或增加了工厂对原料的消耗，其幅度超过了合同中规定的购买方可接受的偏 

差限度，这些缺陷则为严重缺陷。

(а)制造和施工中发现的缺陷

2 8 . 合同可规定，用于建造工厂的设备相材料，在它们的制造过程中，或往施 

工现场装运时，购买方有权进行检查（见第十二章“制造和施工过程中的检査和 

试验”，第 8 至 1 1 相 2 1 段 ）。 如果在检查时发现缺陷，合同可规定购买方有 

权要求弥补缺陷，并禁止将有缺陷的设备相材料运至工地）

2 9 . 承包方供应的设备相材料到达工地时或日后可能发现有缺陷（例如，到达 

时经检查：见第十二章，“制造和施工过程中的检查相试验”，第 2 3 段 ）。 此 

外 ，在施工的任何阶段都可能发现承包方的施工有缺陷。 合同可规定，购买方有 

权以书面通知要求弥补缺陷、禁止把有缺陷的设备和材料用于建造工厂. 禁止提供 

有缺陷的服务，以及拒绝对有缺陷的物品付款。 合同还可规定购买方有权要求承 

包方另外提供符合合同要求的设备、材料和服务》 合同可规定，如果设备相材料 

的缺陷得到弥补，则施救之时应视为这些设备和材料供应之时。 如果到强制性供 

货标志日期时缺陷仍未得到弥补，可视为承包方延迟供货（见第九章“现场施工”， 

第 2 1 段 ）。 除本段讨论的补救办法外，购买方可有权釆用第十九章“约定违约 

金和罚款条款”和第二十章“损害赔偿”中讨论的补救办法。

3 0 . 当购买方声称正在提供的设备、材料和服务有缺陷时，当事各方可能会对 

购买方投诉的有效性发生争执о 合同可规定，即使承包方认为设备、材料或服务 

没有缺陷，也应该听从购买方的指示( 见上一段）。 如果禁止承包方使用某些设



备、材料或服务来施工（见上一段），而后来在解决争端过程中确定这些设备、材 

料或服务并没有缺陷，则承包方对购买方享有的权利同购买方为自己方便起见中断 

施工时承包方对购买方享有的权利一样（见第二十四章“施工的中止”，第 4 段 ）。 

如果另外要求承包方提供不同的设备、材料或服务（见上一段），则承包方对购买 

方享有的权利同施工根据变动指令作出变动时承包方对购买方享有的权利一样(见 

第二十三章“变动条款” ，第 8 段 ）。

3 1 . 如果承包方在购买方发出通知后一个合理的或限定的时期内（见上文第2 9  

段）未停止、或拒绝停止把有缺陷的设备或材料用于建造工厂或提供有缺陷的施工 

服务，而且如果这些设备、材料或施工服务给工程带来严重缺陷，合同可规定购买 

方有权终止合同（见第二十五章，“合同的终止”)。

3 2 . 合同可规定，未经购买方同意，或未用新的相应设备和材料来更换，不能 

从工地运走购买方至少已支付部分款项的有缺陷的设备或材料。 但是，如果由于 

缺陷的性质，承包方必须将有缺陷的设备或材料搬离工地进行修理，合同可允许承 

包方这样做，但条件是：如果没有其他适用的保证，则他需安排让一合适的第三方 

保证，如果他不退还这些设备和材料，保证人将向购买方偿还其巳支付的这些设备 

和材料的价款。

3 3 . 当事各方宜特别注意由于一名承包人提供的设计有缺陷而可能引起的种种 

问题。 尤其是如果其他承包人将按照该设计建造工厂的某些部务，购买方可能因 

不得不中断或变更与其他承包人签订的合同而遭受巨大损失。 因此，合同可规定, 

购买方有权以书面通知要求该承包人自送交通知之日起的一段Р艮定的或合理的额外 

时期内补救设计缺陷以及弥补他提供的设备相材料中因设计缺陷造成的缺陷。 如 

果该承包人未在该额外时期内这样做，合同可规定购买方有权雇用新承包人弥补缺 

陷，费用相风险由原承包人承担，或者有权终止合同。 此外，购买方还有权采用 

第十九章“约定违约金和罚款条款”相第二十章“损害赔偿”讨论的补救办法。

(Ъ) 工程由于未进行性能试验而被视为有缺陷

3 4 . 如果承包方未在合同规定的试验期间进行性能试验，而且并非由于承包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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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之没有责任的原因而不作性能试验（见第十三章“竣工、接收和验收”，第 3 2 

段 ），合同可规定将这些性能试验视为失败，而将工厂视为有严重缺陷。 因此， 

购买方有权得到的补救与他在性能试验中发现严重缺陷而拒绝验收工厂时应得到的 

补救相同（见下文第3 5 至 3 7 段 ）。

( О 在性能试验中发现的缺陷

㈠ 拒绝验收工厂'

3 5 . 如果在进行合同规定的任何性能试验过程中发现工厂有严重缺陷（见第十 

三章“竣工、接收湘验收”，第 2 4 至 2 8 段 ）*合同可规定购买方有权拒绝验收 

工厂。如果在进行了合同规定的最后一次性能试验后，仍然存在严重缺陷，购买方 

可有权要求釆取某些补救措施，而这取决于在拒绝验收时是否已知缺陷不可弥补。

a . 拒绝验收时不知缺陷不可弥补

3 6 . 如果缺陷严重，但在拒绝验收时不知其不可弥补,可规定承包方有义务弥补 

缺陷，并在限定的时期内通过重复性能试敏来证明已弥补缺陷。如果承包方在这一 

期间内不重复试验，合同可规定将性能试验视为失败。 如果虽已重复试验，但合 

同规定的最后一次试验不成功（见第十三章“竣工、接收和验收” ，第 2 6 段 ）， 

则购买方可有权终止合同，或雇用新承包人弥补缺陷，费用和风险由原承包方承担。 

如果选择了后一种补救办法，当事各方的法律地位相似于购买方选择雇用新承包人 

完成施工而费用和风险由原承包方承担时的法律地位。 （但见上文в节 ，(сГЯ。 

除本段讨论的补救办法，购买方还可有权采用第十九章“约定违约金和罚款条款” 

相第二十章“损害赔偿”中讨论的补救办法。

b . 拒绝验收时巳知缺陷不可弥补

3 7 . 如果在拒绝验收时巳知严重的缺陷不可弥补，购买方可有权终止合同。除



此之外，购买方可有权采用第十九章“约定违约金和罚款条款”相第二十章“损害 

赔偿”中讨论的补救办法。

㈡ 虽有缺陷仍验收工厂2

3 8 . 如果在性能试验期间发现工厂有缺陷，但缺陷不严重，合同可规定购买方 

应验收工厂（见上文第2 6 段和第十三章“竣工、接收命验收，第 2 9 段 ）。 合 

同还可规定，即使所发现的缺陷严重，购买方也有权验收工厂。 不论哪种情况， 

合同可规定购买方有权要求对已验收的工厂的缺陷釆取以下补救措施。

a . 以降价为唯一约定的补救办法的缺陷

3 9 . 当事各方似可规定，对于不太严重的某些缺陷（例如，生产能力削弱的幅 

度不超过规定的可接受的偏差限度），购买方的唯一补救办法是降价。 最好在合 

同中精确限定这些缺陷。 此外，当事各方似可商定一种计算降价金额的方法，如 

有可能，最好运用数学公式计算。

b . 不以降价为唯一约定的补救办法的缺陷

一 . 验收时不知鈇陷不可弥补

4 0 . 合同可以规定购买方有权以书面通知要求承包方在接到通知时起算的一段 

限定的或合理的额外时期内弥补缺陷。 如果在额外时期内缺陷未获弥补，则购 

买方有权要求降价或雇用新的承包人弥补缺陷，但费用和风险由原承包方承担。除 

了本段讨论的补救办法外，购买方可有权釆用第十九拿‘约定违约金和荷款条款”和 

第二十章“损害赔偿”中讨论的补救办法。

4 1 . 如果购买方选择降价，则合同可以规定所降金额为弥朴缺陷所需的合理费 

用。 如果不弥补缺陷是因为在试图弥补时（见前段）发现缺陷是无法弥补的，则



降价金额可以规定为支付无缺陷工厂的合理价格与在发现缺陷不可弥补时支付有缺 

陷工厂的合理价格之差额。 如果购买方选择雇用新的承包人弥补缺陷，则 当 事 各 : 

方的法律地位相似于购买方选择由新的承包人完成施工而费用А风险由原承包方承 ^

担的法律地位（见上文в节 ，2(С)С=))。 ]

二 .验收时已知缺陷不可弥补 |

4 2 . 如果在验收时已知缺陷无法弥补，购买方可只有权要求降价о 对 这 些 情 ' 

况 ，合同可以规定降价金额为应付无缺陷工厂的合理价格与在发现有缺陷时应付有| 

缺陷工厂的合理价格之差额。 最好不要通过比较在签订工厂合同时有缺陷工厂与 \ 

无缺陷工厂的价格来计算降价金额，因为这种方法未将从签订合同到发现缺陷这段： 

期间的价格水平的变动考虑在内。 同样，如果降价金额是通过比较合同价格和发 

现缺陷时支付工厂的合理价格来计算的，就没考虑到影响合同价款的价格水平的变 

动。除了降价外，购买方还可有权采用第十九章“约定违约金和罚款条款”相第二 

十章“损害赔偿”中讨论的补救办法。

⑷ 验收后发现并在担保期内发出通知的缺陷

㈠ 提出要求的程序

4 3 . 这一节只讨论有关验收后发现并在担保期内发出通知的缺陷的提出要求的 

程序问题。 施工期间发现缺陷时应遵循的提出要求的程序在第十二章“制造相施 

工过程中的检査和试验”中讨论。 竣工试验和性能试验期间发现缺陷时应遵循的 

提出要求的程序在第十三章”竣工、接收和验收”中讨论。

4 4 . 合同可以要求购买方将他发现的或合理预期会发现的所有缺陷尽快以书面 

形式通知承包方。合同可以规定，如果购买方未能尽快将这种缺陷通知承包方，但 

是仍在担保期期满以前将缺陷通知承包方，购买方保有所有有关该缺陷的合同权利 

和补救办法，但必须向承包方赔偿因为他未及时将缺陷通知承包方而致使承包方蒙



受的任何损失。 反之，合同可以规定，如果购买方没有及时将缺陷通知承包方， 

他将丧失他的补救办法。

4 5 . 合同可以规定承担方对在担保期期满以后获知的缺陷不负责任，但是，当 

事各方似宜注意到，根据适用于合同的强制性法律规定，也许存在这一原则的例外 

情况（例如，如果在验收时承包方知道工厂有缺陷并故意隐瞒，则承包方对于购买 

方在担保期期满后发现并通知的缺陷承担责任）。

4 6 . 合同可以要求购买方所发的通知具体说明缺陷情况相发现缺陷的日期，并 

让承包方有机会在接到通知后一段合理期限内对缺陷进行检査。 承包方有义务在 

送交通知之日起的一段限定或合理期限内以书面通知购买方他承认或否认对缺陷负 

有责任，如果承包方否认他负有责任，而购买方继续声称对方应负责任，则合同可 

以要求承包方尽快弥补缺陷。 如果日后在解决争端的程序中确定承包方对该缺陷 

不负责任，则他有权对弥补缺陷要求合理的价格。 如果购买方提出要求，承包方 

有义务向购买方提供弥补缺陷所需的估计时间。

㈡ 对缺陷应负的责任

а. 发现时不知缺陷不可弥补

4 7 . 如果在发现缺陷时不知其不可弥补，购买方可有权以书面通知要求承包方在 

自送交通知之日起算的一段限定或合理的额外期限内弥补缺陷，如果在该额外期限 

内缺陷没有得到弥补，购买方可有权要求降价，或聘用新的承包人来弥补缺陷，费用 

和风险由原承包方承担。 但是，有些履约担保书规定，聘用新的承包人而费用和 

风险由原承包方承担时，需征得担保人同意。合同可规定，降价金额为弥补缺陷所 

需之合理费用。 如果购买方选择后一种补救办法，且与新的承包人的合同因缺陷 

无法弥补而告终止 > 则购买方可有权要求降价。 合同可规定，降价金额是无缺 

陷工厂应付的合理价格与在新的承包人不能弥补缺陷时对有缺陷工厂应付的合理价 

格之间的差额„ 除本段讨论的补救办法外，购买方还可有权釆用第十九章“约定违 

约金和罚款条款”和第二十章“损害赔偿”中讨论的补救办法。



Ъ. 发现时巳知缺陷不可弥补

4 8 . 如在发现缺陷时巳知其不可弥补，则购买方可有权要求降价。 降价金额可 

以是应付无缺陷工厂的合理价格与在发现缺陷时应付有缺陷工厂的合理价格之间 

的差额。此外，购买方可有权采用第十九章“约定违约金和罚款条款”和第二十章 

“损害赔偿”中讨论的补救办法。

4 . 不属承包方责任范围内的缺陷

4 9 . 合同可规定，应购买方的要求，承包方有义务弥补不属承包方责任范围内 

的缺陷，但必须在担保期期满前将缺陷通知承包方。 合同可要求承包方在接到通 

知后的一段合理期限内弥补缺陷，并可规定承包方有权莸得施救的合理价款。

5 . 购买方的补救办法概述

5 0 . 当事各方在起草他们的合同时，对承包方不履约行为除考虑第十九拿‘约定违 

约金和罚款条款”和第二十章“损害赔偿”中讨论的补救办法外，还可考虑其他补 

救办法，归纳如下：

1 . 承包方施工迟延（В节 ，2 )

(а)开工迟延（第 1 7 段 ）

- 要求开工；

如果承包方未能在额外期限内开工，

— 终止合同。

СЬ)未于强制性标志日期完成部分工程的迟延（第 1 8 段 )

- 要求完成该部分工程；

如果承包方未能在额外期限内完成该部分工程；

— 终止合同



(с)整个工程迟延竣工（第 1 9 至 2 5 段 ）

- 要求整个工程竣工；

如果承包方未能在额外期限内全部竣工，

可

一终止合同

或

— 雇用新承包人来完成工程，费用和风险由原承包方承担； 

如果与新承包人的合同终止，

— 终止同原承包方的合同。

承包方的施工有缺陷( в节 ，3 )

(а)制造和施工中发现的缺陷（第 2 8 至 3 3 段 ）

Н 制造期间或发货时发现设备和材料有缺陷（第2 8 段 ）

一 要求弥补缺陷；并 

— 禁止供应有缺陷的设备和材料用于施工。 

а 到达工地时或日后发现设备和材料有缺陷，以及在施工期间 

发现施工服务有缺陷(第 2 9 至 3 3 段 ）

— 要求弥补设备和材料的缺陷；

— 对有缺陷的设备、材料或服务拒绝付价；并 

— 禁止把有缺陷的设备和材料用于建造工厂，或禁止提供 

有缺陷的服务；如果承包方不停止把有缺陷的设备和材 

料用于建造工厂或不停止提供有缺陷的服务，而这种使 

用或供应会给工厂造成严重缺陷，

一终止合同。

СЫ工程由于未进行性能试验而被视为有缺陷（第 3 4 )

— 与购买方拒绝验收有严重缺陷工厂时的补救办法相同（见下 

文(С)) о

(с) 在性能试验中发现的缺陷（第 3 5 至4 2 段 ）： 

购买方可以



如果缺陷严重则拒绝验收工厂, 或

如果缺陷不严重则验收工厂，或虽然缺陷严重仍验收工厂。

㈠ 如果缺陷严重则拒绝验收工厂（第 3 6 至 3 7 段 ）

a . 如在拒绝验收时不知缺陷不可弥补，

— 要求弥补缺陷；

如果在合同规定的最后性能试验中发现严重缺 

陷，

可

一终止合同

或

- 雇用新承包人弥补缺陷，费用和风险由原承包 

方承担；

如果新承包人未能弥补缺陷，

— 终止与原承包方的合同。

b . 如在拒绝验收时已知缺陷不可弥补，

— 终止合同

㈡ 如果缺陷不严重或虽然缺陷严重仍验收工厂（第 3 8 至 

4 2 段 ）

a . 以降价为唯一约定的补救办法的不严重缺陷，

— 要求降价。

b . 不以降价为唯一约定的补救办法的缺陷

一 . 如果验收时不知缺陷不可弥补，

— 要求弥补缺陷；

如果在额外期限内未能弥补缺陷 

可

一要求降价

或



一雇用新的承包人弥补缺陷，费用和风险由 

原承包方承担；

如果新7豕包人未能弥列# 陷，

- 要求减价。

二. 如果在验收时巳知缺陷不可弥补，

- 要求降价。

⑴ 验收后发现并在担保期内发出通知的缺陷（第 4 3 至 4 8 段 ）

a . 如果发现时不知缺陷不可弥补，

一要求弥补缺陷；

如果在额外期限内未能弥补缺陷 

可

一要求降价

或

一雇用新的承包人弥补缺陷，费用和风险由原承包方承担 

如果新的承包人来能弥补缺陷，

— 要求降价；

b . 如果发现时巳知缺陷不可弥补，

— 要求降价。

3 。不属承包方责任范围的缺陷（第 4 9 段 ）

— 要求弥辛丨娘陷，费用由购买方承担。

с. 承包方的补救办法

1 . 显著的特征

5 1 . 在起草关于承包方的补救办法的条款时，当事各方应牢记上文第9 至 1 6 

段叙述的各个问题，因为其中一些问题还涉及承包方补救办法的制定。



2 . 延迟支付价款或延迟提供支付价款的担保

5 2 . 合同内的付款条件决定价款或部分价款何时支付（见第七章“价款和支付 

条件”，第 6 3 至7 9 段 ）。 合同还可要求购买方按指定的期限提供支付价款 

的担保（见第十七章“履约担保”，第 4 0 至4 5 段 ）。

( а ) 要求支付价款和利息

5 3 . 如购买方到期未支付价款或部分价款， 按照合同的适用法律，承包方将 

有权要求付款；按照许多法律制度，他还有权要求支付延迟付款的利息。 但 是 ， 

当事各方不妨在合同内列入支付利息的条款。 如果这样决定，则当事各方应考虑 

到管制支付利息的有关法律中的任何强制性法律规则，例如对利率的限制。 双方 

还似宜考虑到，在免责障碍阻碍购买方支付价款的情况下（见第二十一章，“免责 

条款”）是否应付利息，而且除利息外，是否应当对承包方所受损失中未由利息付 

款补偿的部分支付损害赔款。 如按适用法律不能对延迟支付到期的款项要求支付 

利息，则当事各方不妨在合同内列入一项该法律所允许的适当补救办法，例如支付 

一笔约定的款项（见第十九章“约定违约金相罚款条款”)。

5 4 . 如当事各方决定在合同中规定支付利息，则不妨商定应计利息的期限。 当 

事各方可规定，应付利息自价款应付之日起算，至承包方收到付款之日止。

5 5 . 当事各方可决定或在合同中确定利率，或将此留待该合同的适用法律解决。 

但是，有些法律制度中关于延迟支付价款时应付利息的规则，可能难以充分地解决 

这个问题。 如当辱■各方决定在合同中确定利率，鉴于难以准确预计在应计利息期 

间何种具体利率才合适，因此提供确定利率的方法比规定具体利率更为可恥> 一 

种办法是按购买方延迟付款期间通行的某种银行利率（例如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利率） 

来确定利率。

5 6 . 其他可釆取的措施包括规定在购买方延迟付款期内的利率或是购买方国家 

某一指定的通行利率，或是承包方国家某一指定的通行利率о 合同也许应确定所 

选定的国家通行的几种利率中将适用哪一种。 可采用的一种利率是官方贴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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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采用承包方国家某一指定的通行利率，而购买方在其本国存款所得的利率、或 

为付款而借款的利率又高于承包方国家通行的该指定利率时》则可能诱使购买方拖 

延付款。 如果采用购买方国家的通行利率，则不存在上述诱因。 但是，如杲采 

用后一种方式，而承包方国家的通行利率又高于购买方国家的指定通行利率，承包 

方可能由于不能将资金存入本国而获得较高的利息，或者由于必须在本国借入购买 

方未付的款项并为此借款支付较高利息而蒙受损失。 为防止这一情况的发生，可 

允许承包方要求得到因利率差而受损失的赔偿。

(Ъ) 中止施工和终止合同

5 7 . 如果购买方超过一段限定的时间延迟支付合同价款的某一特定百分比或延 

迟为支付价款的某一特定百分比提供担保，合同可允许承包方向购买方提出书面通 

知 ，要求其在自通知送交之日起的一段规定的或合理的额外期限内付款或提供担保。 

如果购买方在额外期限内仍不付款或不支付规定的部分价款或不提供担保，合同可 

允许承包方中止施工（见第二十四章“施工的中止’’，第 6 段 ）。 中止施工后一 

段规定时间内仍不付款或不支付规定的部分价款或不提供担保，合同可允许承包方 

终止合同。

5 8 . 另一种办法是，如果购买方到额外期限结束时仍未付款或提供担保，承包 

方有权立即终止合同（见上一段）。 但是，应当指出，承包方因购买方不付价款 

而终止合同，这样做在工程竣工后对承包方往往是不利的（对照第十五章“财产所 

有权的转让”，第 4 段和第二十五章“合同的终止”，第 3 2 段 ）。

3 . 延迟接收或验收工厂

5 9 . 合同可规定购买方在工厂竣工后接收和验收工厂（见第十三章“竣工、接 

收和验收”，第 2 1和 2 9 段 ）。 合同可规定购买方延迟接收和验收的法律后果。 

鉴于购买方在接收和验收时所需采取的行动的性质，通过仲裁或司法程序强迫购买 

方采取这些行动在许多法律制度下都是不可能或不现实的。 此外，由于接收或验



收只能在竣工后进行，所以，因购买方不接收或验收工厂而终止合同不一定给承包 

方带来什么好处。

6 0 . 如购买方延迟验收工程，合同可规定，性能试验成功后即认为巳经验收

( 见第十三章“竣工、接收相验收”，第 3 1 段 ）。 在这一方法不能实行的例外 

情况下（例如合同没有要求进行性能试验）*合同可允许承包方以书面通知要求购 

买方在通知送交之日起的一段限定或合理的额外期限内验收，并规定如果购买方仍 

不验收，验收的法律后果（例如购买方有义务支付部分价款，或担保期开始起算) 

则从承包方把声明将产生后果的书面通知送交购买方之日起产生。 除本段讨论的 

补救办法外，承包方可有权釆用第十九章“约定违约金相罚款条款”和第二十章 

“损害赔偿”中讨论的补教办法。

6 1 . 按本《指南》的设想，接收即是购买方实际占有工厂（见第十三章“竣工、 

接收相验收”，第 1 段 ），而提出一项关于接受巳经完成的法律推定是很困难的。 

因此，如果购买方延迟接收工厂，合同可允许承包方以书面通知要求-购买方在通知 

送交之日起算的一段限定或合理的额外期限内接收工厂，并规定如果购买方仍不接 

收 ，则接收的法律后果（例如风险转移. 试生产期开始）在承包方把声明将产生后 

果的书面通知送交购买方之时起产生。 此外，承包方还可有权采用第十九章“约 

定违约金耜罚款条款”相第二十章“损害赔偿”中讨论的补救办法。

4 . 未能及时为施工提供无缺陷的设计、设备和材料

( а ) 未能及时提供无缺陷的设计

62. — 些工厂合同规定，购买方有义务提供承包方据以进行施工的设计（见 

第二章“缔约方法的选择”）。 合同可规定购买方不及时相无缺陷地履行这一义 

务时的法律后果。 例如，合同可规定，承包方必须完成工程的期限只能从购买方 

提供一份正确无误的设计之日开始起算с承包方还有权给予购买方一段限定或合理 

的额外期限来提供设计.如果购买方在额外期限内仍未提供，承包方则有权终止合 

同。 除本段讨论的补救办法外，承包方有权采用第十九章“约定违约金相罚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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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和第二十章“损害赔偿”中讨论的补救办法。

(Ъ) 未能及时提供无缺陷的设备和材料

63. 一些工厂合同规定，购买方有义务提供某些设备和材料，供承包方用于建 

造工厂（见第八章“设备和材料的供应” * 第 2 7 段 ）。 如果购买方提供的设备 

和材料有缺陷，使用后造成工厂有缺陷，则合同可排除承包方对这些缺陷负有的责 

任。 如购买方未及时提供设备相材料或未提供无缺陷的设备相材料，则承包方有 

权中止因此而受影响的工程（见第二十四章“施工的中止” ，第 6.和 7 段 ）。此外 

合同可允许承包方以书面通知要求购买方在自通知送交之日起的一段限定或合理的 

额外期限内提供设备湘材料，或提供无缺陷的设备和材料，并规定如购买方在额外 

期限内仍未提供，则承包方有权自己采购这些设备和材料，并要求购买方偿付因此 

而产生的所有合理费用。 如承包方无法获得设备和材料，则有权终止凡无这些设 

备相材料便无法施工的工程部分的合同。 除本段讨论的补教办法外，承包方还可 

有权采用第十九章“约定违约金相罚款条款”和第二十章“损害赔偿”中讨论的补 

救办法。

в. 当事双方的补救办法

1 . 延迟支付价款外的款项

6 4 . 在某些情况下，合同或合同的适用法律可能规定购买方除向承包方支付价 

款外，还有义务支付某笔款项，也可能规定承包方有义务向购买方支付一笔款项

( 例如，偿付当事一方为另一当事方支付的保险费）。 如果这些应付款项是单独 

支付的，而不是加在到期的价款里或从该价款中扣除，合同可允许应收此款项的一 

方要求付款，如果对方不付，则有权索回到期的款项。 如当事各方愿规定延迟付 

款需付利息，则有关支付利息的问题可以相似于解决延迟支付价款应付利息问题的 

方式来解决（见上文С节 1(а))。 合同可规定，当事一方无权因另一方延迟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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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款外的款项而中止履行其义务或终止合同。 1
I

2 . 不履行辅助义务 ！— " т

6 5 . 合同可规定当事一方不履行辅助义务（例如通知的义务）的后果。 合同 ： 

可将后果限制为支付损害赔偿金（见第二十章“损害赔偿”相第二十一章“免责条

款 ”）。 在某些情况下，当事各方不妨规定支付一笔约定的款项( 见第十九章"约 ； 

定违约金和罚款条款”）。 其他后果可包括诸如不履行义务一方丧失某一权利(例 • 

如 ，当事一方若不将发生的免责障碍通知另一方，则失去援引免责条款的权利）或 

产生一种推定（例如，倘若购买方不在提议的一段指定时间内认可承包方推荐的分丨 

包人，则可推定购买方已同意雇用该分包人）。 此外，合同还可规定，如 当 事 一 ： 

方延迟接收用于建造工厂的设备或材料，则这些设备和材料灭失或损坏的风险自延 

迟的一方应接收之时起转移到延迟的一方。 此外，合同可规定当事一方有权因另 

一当事方某些不履约行为而终止合同；例如，如果承包方不履行提供履约担保的义 

务 ，则购买方有权终止合同（见第十七章“履约担保”，第 3 6 段 ）。 其他一些 

情况在本《指南》其他章节中讨论。 应当在涉及这些义务的合同条款中具体规定 

这些后果с 不履行具体辅助义务所应引起的后果则在本《指南》叙述这些义务的 

各章之中论及。

6 6 . 如果合同规定当事一方得与另一当亭方合作，以使另一当事方有可能履行 

义务，则合同可规定，如果当事一方不按合同的要求给予合作致使另一当事方不能 

履约，前者就不能行使赋予他的补救办法。

第十八章注

1 说明性条款

“ ( 1 ) 如果在根据……条进行性能试验时发现工厂有严重缺陷，购买方既有权拒 

绝验收工厂，也有权验收工厂。

“ ( 2 )如杲购买方行使他拒绝验收工厂的权利，并且在拒绝验收时尚不知缺陷是



无法弥补，则承包方必须弥补缺陷，并在前一次失败的试验后…… （指定 

一段时间）内通过重复的性能试验来证明工厂没有严重缺陷。 如果承包 

方未在这一时期内重复进行性能试验，性能试验就被视为失败。

“⑴如果重复试验，但合同第…•条规定的最后一次性能试验不成功，购买方则有 

权或是终止合同，或是雇用新的承包人弥补缺陷，费用和风险由承包方承担。 

( 本条应包括第2 1 至 2 5 段中有关购买方选择雇用新承包人而费用和风 

险由承包方承担时当事各方享有的权利的规定）。

“⑷如果在拒绝验收时已知缺陷不可弥补，则购买方有权终止合同”。

说明性条款

“( 1 ) 购买方若验收工厂，他有权要求对性能试验期间发现的缺陷采取以下补救 

措施。

“( 2 )对本款所述的缺陷，购买方只有权要求下面列明的减价：

工厂生产能力下降 降 价

1 % 价格的....%
( 其它缺陷及其引起的降价也可包栝在内）。

“ ( 3 )非本条第⑵款所指的缺陷，如果在验收时不知其不可弥补，购买方可给承 

包方发出书面通知，要求他在额外的〔……天 （期限可在合同中明确规菊〕 

〔通知中明确规定的合理期限〕内弥补缺陷，并指明如果承包方未在额外 

期限内弥补缺陷，则购买方将要求降价或雇用新承包人弥补缺陷，费用和 

风险由承包方承担。

“ ( 4 )如果承包方未在本条第(3)款所示的额外期限内弥补缺陷，则购买方有权根 

据该款规定发出的通知，选择降价或雇用新承包人弥补缺陷，但费用相风 

险由承包方承担。

“( 5 )如果购买方要求降价，他有权享有的降价金额相当于弥补缺陷所需的合理 

费用。

( 本条应包括某些参照脚注1所载的，当购买方选择雇用新承包人而费用 

和风险由承包方承担时当筝各方享有的权利的规定）。

“ ( 6 )如果验收时已知非本条第(2)款所指的缺陷是不可弥补的，则购买方只有权 

要求降价。 购买方有权享有的降价金额相等于应付无缺陷工厂的合理价 

格相在发现缺陷时应付该有缺陷工厂的合理价格之差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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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约定违约金和罚款条款 

提 要

约定违约金条款和罚款条款规定，若当事一方不履约，受害 

方有权得到该不履约方付给的一笔约定的款项》 在建厂合同中, 

通常就承包方不履约问题订入这些条款（笫 1 段 ）。

这种条款有某些好处。 由于约定的款项无须证明巳遭受损 

失即可予偿付，因此就免除了由证明损失而引起的费用和不确定 

性 （笫 2 段）。约定的款项还可作为承包方的责任限额，承包方 

了解到自己可能承受的最大限度的责任.对他是有帮助的（第 3 

段 ）。

许多法律制度对约定违约金条款和罚款条款都有一些规定， 

这些规定有时是强制性的。 根据某些法律制度，只有规定将约 

定款项作为补偿的条款才有效，根据另一些法律制度，凡规定以 

约定款项作为补偿、或意在促使履约、或兼有这二种作用的条款 

都是有效的（第 5 段 ）。 当事各方似宜规定，如果不履约是由 

于免责障碍造成的，就不应支付约定的款项С第 6 段 ）。

合同的适用法律常常规定取得约定款项与强制履行义务之间 

的关系。 该法律还常常规定取得约定款项与取得损害赔偿金 

之间的关系。 然而，适用法律可能允许当事各方对这种关系作 

某种程度的调节，当事各方似宜在适用法律准许的范围内这样做 

(第 7 和 8 段 ）。

明确界定应支付约定款项的不履约行为对当事双方都是有利 

的（笫 9 段 ）。如果适用法律允许，在确定约定款项金额时，购 

买方可能会发现，若为约定款项规定的金额既能为购买方提供合 

理的补偿又能对承电方施加适当压力使之履约，那将是有利的。应 

避免金额过高；根据许多法律制度，这样的款项会被取消或削减 

(笫 1 0 和 1 1 段 ）。

应支付的约定款项常常是通过金额增加的办法来确定的，可 

对这种金额增加可上升的数额规定一个限额。 限额对购买方可 

能既有利又有弊（第 1 2 段 ）。 当事各方似宜考虑究竟这种限 

额应否适用于一切情况（第 1 3段 ）以及在达到限额后购买方可 

有什么补救办法（笫 1 4 段 ）。



为了便于取得约定的款项，合同可授权购买方从其掌握的承 

包方的各种款项中扣除约定的款项（第 1 5 段 ）。 合同还可规 

定由一家金融机构来对约定№款项提供担保（第 1 6 段 ）。

当针对延达履约而规定约定的款项时，所确定的履约日期在 

某些情况下可能变得不适用。 这会对约定违约金和罚款条款的 

执行带来困难。 当事各方似宜在合同中订入一种确定新的履约 

日期的办法，并规定应参照这一新日期来衡量迟延（第 1 7 段 ）。

当事各方似宜考虑在何种情况下应对承包方延迟完成工厂的 

一部分规定支付一笔约定的款项。 约定款项金额的确定将取决 

于这些情况С第 1 8 和 1 9 段 ）。

如果通过金额增加的办法来规定约定的款项，并对可僮付的 

金额规定限额，那么当事各方应确定可采取的补救办法，如终止 

合同、损害赔偿金和偿付约定的款项等，同时还应确定这几种补 

救办法之间的关系（第 2 1段 ）。

А • 概述

1 . 约定违约金条款和罚款条款规定，若当事一方不履行一项规定的义务，受 

害方就有权得到该未履约方付给的一笔在签订合同时约定的款项。 约定违约金条 

款和罚款条款通常是针对履约迟延而规定的。 ' 约定款项的目的可以是促使履行 

义务，或补偿不履约所造成的损失，或两者兼而有之。 2 列入这些条款是针对不 

履行施工义务的，而不是针对不付款的。 因此，在建厂合同中，通常针对承包方 

不履约而列入这些条款^ 不过也可以针对购买方不履约列入这些条款。

2 . 约定如不履约则应支付一笔款项，这对建厂合同来说有某些有利之处。首 

先，该款项是对不履约的约定补偿，因此免除了为证明不履约所受损失程度而产生 

的费用。 这些费用可能会相当大，特别是如果购买方须在建厂所在国以外进行的 

诉讼中证明自己所受损失的话。 此外，由于有时还难以证明在建厂合同项下受到 

损失的程度，因此可由诉讼裁决的损害赔偿金额可能是不确定的。 约定的款项则 

是确定的，这种确定性可有利于双方评估他们在合同项下所承受的风险。

3 . 第二.约定的款项可作为承包方对不履行某一特定义务所负责任的限额 

( 见下文Е节）。 承包方事先了解自己可能承受的最大限度的责任，对其是有帮



助的。

4 . 约定违约金条款和罚款条款（下称支付约定款项条款）应区别于建厂合同 

中有时见到的其他两种条款，即限制可得损害赔偿金额的条款和规定可选择的义务 

的条款。 限制可得损害赔偿金额的条款限定了在证明负有责任的情况下的最高应 

付额。 原告必须证明其损失的金额，若损失金额小于该最高应付额，则只予补偿 

业经证明的金额。 至于支付约定款项条款，一般说来毋须证明损失即可取得约定 

的款项。 规定承包方可选择的义务的条款，使承包方能选择或是履行某一规定的 

义务，或是支付一笔约定的款项。 承包方不管作出何种选择都是履行了其义务并 

可有权要购买方履行向其承诺的义务作为交换。 在支付约定款项条款下，当事各 

方的意图通常并不在于通过支付约定的款项使承包方有要求履行任何履约作为交 

换，也不在于通过支付款项而解除了为之规定有约定款项的义务(并见下文第7 段)。

5 . 许多法律制度对支付约定款项条款都有规定，这些规定有时是强制性的。

这类规定常常限制当事各方通过这些条款可得到的东西。 根据某些法律制度，当 

事各方在签订合同时据以确定一笔应支付的约定款项作为对不履约所造成损失的补 

偿的条款是有效的；而确定一笔约定款项来促使履约的条款却是无效的，不履约的 

当事一方只有责任偿付一般法律规定应偿付的损害赔偿金。 然而р根据另外一些 

法律制度，确定一笔应支付的约定款项作为补偿的条款，或确定一笔约定款项以促 

使履约的条款，或确定一笔款项兼顾这二种用途的条款，原则上都是有效的。 在 

特定情况下，例如当约定款项的金额按情形大大偏高时，或者已履行了部分义务时, 

法院可有权削减该约定的款项。 当事各方不得通过协议减损该项削减约定款项的 

权力。 因此，当事各方对合同的适用法律的选择（见笫二十八章“法律的选择” . 

笫 1 段 ）对支付约定款项条款来说，就特别重要。

6 . 许多法律制度有这样的规则，即如果不履约是由于免责障碍（见第二十一 

章 “免责条款” ）或是由于对方的作为或不作为所造成的，则不应支付约定的款项。 

当事各方似宜维持这一规则的适用性（《统一规则》. 第 5 条）。



В. 取得约定款项与强制履约和 

与取得损害赔偿金的关系

7 . 合同的适用法律常常规定取得约定款项与强制履行义务之间的关系，不过 

该法律一般是通过解释当事各方之间协议的规则来体现这样的规定。 根据某些法 

律制度，通常不准许强制履约. 因此购买方只限于索取约定的款项。 然而，在准 

许强制履约的情况下，合同宜明确规定强制履约与取得约定款项之间的关系。 例 

如，关于延迟履约的应付约定惠：项，该约定款项通常只补偿购买方在延迟期间所受 

到的损失。 因此，合同可规定5 除了约定款项以外，购买方还可要求履约（《统 

一规则》，第 6 条 ）。 5

8 . 合同的适用法律常常规定取得约定款项与取得损害赔偿金之间的关系。由 

于约定款项的目的之一是避免在调査可获得的损害赔偿程度方面的困难（见上文第 

2 段 ），因此根据一些法律制度，如果按有关损害赔偿的规则，可荻得的损害赔偿 

金超过约定的款项，则购买方不得放弃约定的款项而要求得到损害赔偿金。 如果 

可获得的损害赔偿金少于约定的款项，则承包方也不得主张他只承担付给损害赔偿 

金的责任。 然而，根据一些法律制度，如果损失超过约定的款项，则购买方可证 

明这一事实，并在约定的款项以外或是无条件地或是在符合某些条件（例如，不履 

约是由于疏忽造成的，或是有意造成损失，或者有明文协议规定应对超出部分支付 

损害赔偿金）的情况下就超出部分取得损害赔偿金。 因此，当事各方似宜在适用 

法律准许的范围内在合同中对这些问题作出规定（《统一规则》• 第 7 条 ）。 4

С .不履约的界定

9 . 明确界定应支付约定款项的不履约，对当事双方都是有利的。 比如，当 

建厂工程未按规定日期竣工而应支付约定的款项时，需要对竣工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以便确定在该日期之后是否应支付约定的款项（见第十三章“竣工、接收和验收” • 

第 1 和 4 段 ）。



С. 确定约定款项的数额

] 0 . 确定约定款项的适当金额会有些困难。 在长期合同中，很难在签约时预 

计不履约情况下可能遭受的损失，因此，也难以确定约定款项的金额应定为多少才 

能真正起到补偿作用或促使眉约。从购买方角度来看，约定款项的金额不应定得太 

低，以致在不履约情况下使购买方遭受得不到补偿的严重损失。 此外，款项金额 

低于承包方通过不履约可节省的金额就不会促使承包方及时恰当地屨约。

1 1 . 如果适用法律准许，购买方可能会发现，若合同对承包方不履约时应付约 

定款项所规定的金额既能为购买方提供合理的补偿，又能对承包方施加适当压力使 

之履约，那将是有利的。 在确定多少金额为合理时，当事各方可考虑各种因素， 

诸如不履约会对购买方造成的损失、支付约定的款项对承包方财务状况可能产生的 

影响以及款项数额应大到足以促使承包方履约。 应防止款项过大，因为在投标要 

求或谈判过程中规定这种款项，会阻止一些有声誉的承包方承建工程，而且如果可 

以预测在诉讼中多半会宣布这种款项无效或予以削减的话，也就不会有什么特别的 

威慑效果о 此外，承包方在接受合同中规定的过大款项时，作为一种平衡措施， 

也会提高其要价或增加所承担履约工作的安全系数с如将竣工日期定得晚一些、降 

低有担保的Л 约标准或对工厂进行保险设计）。 如果某法律制度准许仅以约定的 

款项作为补偿，则当事各方应力求对购买方可能受到的损失作尽月能精确的估算。 

应保留与这种估算依据和有关计算的任何记录以作为证据说明该款项不是任意确定 

的。下文第1 8 段探讨了工厂一部分工程延迟竣工时如何确定应付款项的金额。

Е. 取得约定款项的限额

1 2 . 应支付的约定款项常常是通过金额增加的办法来确定的，即每延迟一个规 

定的时间单位或与履约标准相差每一个规定单位应付一笔规定的金额。 然而，常 

常通过对这种金额增加可上升的数额规定一个限额来加强支付约定款项对赔偿责任 

的限制作用。 5规定赔偿责任限额可导致承包方降低报价。 然而购买方只有在认 

真考虑后才可同意规定限额，因为在达到限额后他也许会遭受得不到补偿的严重损



失。

1 3 . 当事各方似宜考虑前段所提及的限额究竟在一切情况下均适用还是在某些 

情况下不适用。 当事各方似宜考虑列入一项条款，规定例如在损失的产生是出于 

有意造成损失而不屦约的情形下，或者是出于轻率地且明知会造成损失而不履约的 

情形下，则应排除这种限额。 6

1 4 . 当事各方似宜考虑如果在达到限额后仍然不屨约. 购买方可有什么补救办 

法。 如果合同的适用法律准许强制履约. 则合同可规定购买方可要求履约（见上 

文第 7 段 ）。 关于取得损害赔偿金的权利的问题（见上文第8 段 ），一个可行的 

办法是规定在达到限额后，购买方就无权取得约定违约金或罚款的更多增额，也无 

权取得在达到限额之日以后因未履约所受损失的损害赔偿金。 另一办法是规定购 

买方无权取得更多增额，但可就他已证明的他在达到限额之日以后所受的损失取得 

损害赔偿金。 不论按照哪一种办法，都宜规定购买方有权在达到限额时即终止合 

同（见下文第2 1段和其中提到的说明性条款）。

获得约定的款项

1 5 . 虽然约定违约金条款或罚款条款规定如果发生不履约，购买方有权从承包 

方取得约定的款项，但为此提起诉讼常常需要时间和费用。 如果合同授权购买方 

从其掌握的承包方的款项（如保证金）中.或从购买方应付给承包方的款项（如价 

款 ）中扣除约定的款项，就可减少购买方提起诉讼的必要性о 然而，应指出的是， 

根据某些法律制度，授权扣款的条款受到一些强制性规则的制约。 此外，有的扣 

款在后来可能由于某些法律规则而成为无效с例如，如果后来法院裁定所扣除的约 

定款项为数过大，因而予以削减）。 因此，在订立授权扣款的条款规定时应考虑 

到合同的适用法律的有关规则。

1 6 . 条款宜澄清扣款是莸得约定款项的一种选择性办法。 如果同一购买方与 

同一承包方签订了不止一项合同，则每项合同都可授权从其他一项或几项合同规定 

应付的款项中扣除约定的款项。 7购买方还可通过在合同中规定承包方必须安排由 

一家金融机构就约定的款项向购买方提供担保来增进莸得约定款项的机会。 购买



方在证明承包方不履约后，可要求该金融机构支付约定的款项（见第十七章“履约 

担保”，第 1 0 至 1 2 段 ）。

0 . 由于迟延而应支付的约定款项：一些问题

1 7 . 在建厂合同中，支付约定款项最常见的是针对承包方延迟履约而规定的。 

然而，根据有些法律制度，某些日后发生的悄形可能导致所确定的屨约日期不适用， 

这就会对这些条款的执行造成困难。 这类情形可能包括包括购买方不履约（如延 

迟交付场地，或延迟提交必要的图纸或规格说明书），或可能包括未构成不履约的 

购买方行为（如根据变动条款指示进行额外的工作）或当事各方都不对其负责的事 

件 （如阻止承包方履约的免责障碍）》 根据这些法律制度，其结果是承包方仅有 

义务在合理的时间内履约，从而，约定违约金条款和罚款条款将不能按原来确定的 

履约日期起作用。 因此，如果当事各方认为尽管出现这类后发情况仍愿保留支付 

约定款项条款的适用性，则当事各方可在合同中订入一种办法以确定一个新的履约 

日期，并规定，如果按新的履约日期承包方发生迟延，即应支付约定的款项С见第 

二十三章“变动条款”，第 8 段和第二十四章“施工的中止”，第 1 3 和 1 8 段 1

1 8 . 当事各方似宜考虑在什么情况下应对承包方延迟完成工厂的某些部分规定 

应支付约定款项。 购买方似宜规定承包方有义务按各个规定日期完成工厂的各个 

部分. 以确保施工的稳步进展，即使延迟完成该部分本身并不使他受到损失（见第 

九 章 “现场施工” ，第 1 8 至 2 3 段 ）。 在这种情况下，当事各方可规定，如果 

不能按规定日期完成工厂的有关部分，即应支付一笔约定的款项，但是如果承包方 

按规定日期完成了整个工厂的建造（即遐过随后加快施工速度）. 则该笔约定款项 

应退还承包方。 规定约定款项是为了促使雇约.如果合同的适用法律准许为此目 

的规定约定款项，则约定款项的金额可确定为延迟部分价值的某一百分比。

19 . 购买方有时还可能发现如果他能进入和使用工厂的某一特定部分与工厂其 

余部分竣工与否无关的话，则规定一项到某一规定的日期完成该特定部分的义务， 

对他是有利的。 如果从事施工的承包人不止一个，那么规定这样一项义务也会是 

有利的，一名承包人未按期完成一部分工程会使购买方不得不向其他承包人就他们



- 239 -

因此不能在商定时间开工支付损害赔偿金。 在这种情况下，当事各方可规定支付 

一笔约定的款项以补偿因迟延而对购买方造成的损失。

2 0 . 当事各方似宜考虑这样的情况：仅就整个工厂延迟竣工规定支付约定款项, 

而在规定竣工的日期，虽然整个工程还未竣工，但有些部分已竣工并可由购买方启 

用。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办法是由当事各方规定，如果承包方能证明购买方的损 

失小于约定的款项，则该约定的款项应予削减о 例如，如果购买方已进入竣工的 

部分并在使用这些部分，那么承包方就可证明这一点。 然而另一种办法是不规定 

在这种情况下削减任何约定的款项，因为要确定削减量就可能会引起提供证明方面 

的争端和困难，而规定约定款项却正是想要免除这种争端和困难。 此外，如果要 

在这种情况下削减约定的款项使之与购买方遭受的实际损失相一致，那么也可以提 

出，如果购买方遭受的实际损失超过约定的款项时，该款项应予增加。 如果约定 

的款项可增可减就使其丧失了确定性，从而大大减少其实用价值。

Н . 终止合同与支付约定款项条款

2 1 . 当事名■方似宜规定，如果约定款项的数额按金额增加的办法予以确定，并 

规定有可取得金额的限额（见上文第1 2 段 ），除非巳达到限额，购买方不得以发 

生了规定有约定款项的不履约为理由终止建厂合同。当事各方似还宜规定，在达到 

限额后终止合同不得影响合同终止前应支付的约定款项（见第二十五章“合同的终 

止” ）。 然而，如果在达到限额前购买方终止合同（例如，购买方以发生了规定 

有约定款项的不履约以外的不履约为由终止合同〕，则当事各方似宜规定合同的终 

止并不影响取得终止之日应付的约定款项的权利，但是在合同终止以后就不应支付 

任何作为约定款项的款项。 8 然而，购买方可有权取得在合同终止后所遭受损失的 

损害赔偿金（见第二十五章“合同的终止”和笫二十章“损害赔偿” ）。

笫十九章注

' 说明性延迟竣工约定违约金条款或罚款条款

« ( 1 )如果承包方未能在规定的竣工日期建成工厂, 购买方有权得到承包方自



该日起到竣工之日为止每迟延一天偿付… （填写币种和数额）》 ” ；

关于国际合同中约定违约金条款和罚款条款的性质相执行情况的研究报告载于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年鉴，第十卷：1 9  7 9 年》第二部分. I, А. ： 

和 《同上，第十二卷： 1 9 8  1 年 》笫二部分， I .  В. 1 0 委员会通过的 ； 

“关于因不履约而应付约定款项的合同条款的统一规则”载于《联合国国际贸 

易法委员会第十六届会议工作报告》（А/38/ 17 ) , 附件一（联合国国际贸 

易法委员会年鉴，第十四卷： 1 9 8 3 年，笫一部分，I, А )。联大 1 9 8 3  

年 1 2 月 1 9 日第А/КЕе/38/135号决议建议各会员国酌情以示范法或公 - 

约的形式执行统一规则。 该统一规则（以下统称《统一规则》）可用于协助 

解决约定违约金和罚款条款方面产生的某些问题。

说明性条款（延迟竣工）

“⑵在不损害取得本条笫⑴款所指款项的任何权利的情况下，购买方有权要

求承包方完成工厂的建造”。 ；

说明性条款（延迟竣工)

“⑶在不损害取得本条笫⑴款所指款项的任何权利的情形下，就该款所指的 

延迟竣工而言，在该款所指的应付款项有关的任何期间均不能取得损害 

赔偿金。”

说明性条款С延迟竣工）

“⑷根据本条第⑴款应支付的金额最多不得超过… （填写币种和数额）。”

说明性条款С延迟竣工)

“ ( 5 ) 本条第⑷款规定的最高限额不适用于有意造成损失而不履约，或者轻率 

地且明知会造成损失而不履约。”

说明性条款（延迟竣工）

“ (6 ) 在不损害购买方& 取得本条笫⑴款所指的款项而可能有权采取的任何其 

他补救措施的情况下，购买方有权从其在本合同项下，或在购买方与承 

包方签订的任何其他合同项下应付给承包方的任何款项中扣除该款项的 

全部或部分金额。”
说明性条款С延迟竣工）

“ (7) ( а ) 购买方在根据本条笫⑴款规定应支付的款项达到笫⑷款规定的最高 

额以后，有权以本条第⑴款规定的延迟竣工为理由终止合同。

(Ь)如果出现本条第(1)款所规定的迟延，而且购买方在根据第⑴款规定 

应支付的款项达到笫⑷款所规定的最高额之前，用这种迟延以外的 

理由终止合同，则于终止之后本条将不适用，购买方有权以延迟竣 

工为由从承包方取得该时间以后所受损失的损害赔偿金。 购买方 

还有权取得在终止之时根据第⑴款应支付的款项。”



第二十章损害赔偿

提 要

合同的适用法律将确定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当事一方应有责任 

支付损害赔偿金的条件及限额。 关于某些赔偿责任问题的法律 

规则可能是强制性的，而有关其他问题的法律规则可由当事各方 

能在合同中加以改动。 但是，多数法律制度都允许当事各方通 

过合同条款来解决有关可取得的损害赔偿金限额问题(第 1 段）•
当事各方似宜听凭适用法律来确定不履约一方应偿付的损害 

赔偿金的条件及限额。 不过，如果采取这种做法.当事各方只 

应在经过认真考虑后才能在其合同中列入本《指南》建议的对不 

.履约的其他补救办法，因为这些补救办法可能与适用法律有关取 

得损害赔偿金的规则不一致（第 2 段 ）。

或者，当事各方可在合同中规定不履行义务的一方有责任支 

付损害赔偿金。 他们似还宜列入一项免责条款，在特定情况下 

排除这种责任。 他们似还宜确定因不履约而受到损害的当事一 

方应得到补偿的限额（第 3 段 ）。

损害赔偿金在某些方面可区别于支付约定款项，也可区别于 

利息（第 4 段 ）。购买方也可安排担保以便在承包方不履约时得 

到补偿，或是投保以取得财务上的保护（第 5 段 ）。 此外，合 

同或合同的适用法律可规定在应付赔偿金的当事一方并无不履约 

的情况下也应向另一方赔偿（第 6 段 ）。

可有不同的方法来确定受害方有权得到赔偿的损失种类（第 

7 段 >。 可用不同的方式来限定对利润损失的赔偿，（第 8 段 ）。

合同可排除就不履约一方有合理原因无法预料到的损失取得 

赔偿。 合同可明确规定究竟按订立合同时或按不履约时来确定 

是否可预料。 此外，合同可订明可预料的内容是指所受损失的 

种类还是指合额（第 9 和第 1 0 段 ）。 当事各方也似宜确定一 

种方法来排除对间接由于不履约引起的损失进行赔偿（第 1 1 和 

1 2 段 ）。

如果受害方由于不履约而得到利益或节省费用，当事各方可 

规定在确定应付赔偿合时，应从由于不履约而造成的损失中扣除 

这些利益或节省的费用（第 1 3 段 ）。 当事各方似宜考虑合同 

是否要限制可取得的损害赔偿金的数额，以及如果要这样做的话，



如何在合同中确定这种限额（第 1 4 段 ）。

当事各方似宜规定受害方有义务设法减轻其损失。 他们可 

规定，如果受害方不这样做，他就无权就倘若他履行了义务本可 

防止的损失取得赔偿（第 1 5 段 ）。

施工缺陷可能造成第三者的死亡或人身伤害，或其财产损害。 

在这种情况下常常由合同外的强制性法律规则来确定对第三者的 

损害赔偿责任。 但是当事各方似宜规定在他们之间内部分担应 

付第三者损害赔偿金的风险（第 1 6 至 1 8 段 ）。

当事各方似宜确定用何种货币支付损害赔偿金（笫 1 9 段 ）。

А . 概述

1 . 合同的适用法律( 见第二十八章“法律的选择”，第 1 段 ）将确定不履行 

合同义务的当事一方有责任支付损害赔偿金的条件及限额。 损害赔偿金是用于补 

偿由于不履约而蒙受损失的受害方。 根据不同的法律制度，承担支付损害赔偿金 

责任的条件也各异。 此外，关于某些赔偿责任问题的法律规则可能是强制性的， 

而有关其他问题的法律规则可以由当事各方在合同中加以改动„ 但是，多数法律 

制度都允许当事各方通过合同条款来解决本章所讨论的有关应付的损害赔偿金限额 

问题。 但是，在拟订处理具体问题的条款时，当事各方应先确认他们根据合同的 

适用法律有权这样做。

2 . 当事各方似宜听凭合同的适用法律来确定不履约一方应付损害赔偿金的条件 

及限额。 即使合同的适用法律的规则不是强制性的，如果适用法律的规则能适当地 

解决有关就不履行建厂合同取得损害赔偿金所产生的问题，当事各方也似宜采取这 

种做法。 不过，如果采取这种做法，当事各方只应在经过认真考虑后才能在合同 

中列入本《指南》建议的对不履约的其他补救办法，因为这些补救办法可能在某些 

情况下与适用法律有关取得损害赔偿金的规则不一致。

3 . 在许多情况下，当事各方似宜在合同中处理损害赔偿方面可能出现的各种 

问题。 如果他们规定支付损害赔偿金的义务，就可能还宜列入一项条款（本 《指 

南 》中称为免责条款：见第二十一章“免责条款”）. 规定可以在某些情况下（例



如：由于某种特定障碍阻止履约）取消这种义务。 当事各方还似宜确定在当事一 

方因另一当事方不履约而受到损害时所应得到补偿的限额。 后一问题在下文С节 

中讨论。

В. 区别于其他补救办法和补偿的损害赔偿金

4 . 损害赔偿金可与在支付约定款项条款下承担的义务（见第十九章“约定违 

约金和罚款条款” ）区分开来，损害赔偿金的应付金额是在发生不履约以后确定的， 

以便补偿受害方确实蒙受的损失；而在支付约定款项条款下承担的义务则是在订立 

合同时即约定一笔款项. 由不履行义务的当事一方支付，而无须受害方提供损失证 

明。 利息问题，即不支付款项的不履约当事方应付款项问题，在第十八章“迟延、 

缺陷和其他不屨约”，第 5 3 至 5 6 段中讨论。

5 . 购买方除了根据合同享有取得损害赔偿金或约定款项的潜在权利以外，也 

可安排某种形式的担保. 凭以在承包方不履约时得到补偿。 第十七章“履约担保”， 

第 1 0 至 1 2 段讨论了这种担保。 当事一方也可投保，以便在另一方不履约时得

到财务上的保护（见第十六章“保险”，第 2 8 段 ）。 第十八章“迟延、缺陷和 

其他不履约’’讨论了对不履约可采取的其他一些补救办法。

6 . 合同或合同的适用法律可规定应付赔偿金的当事一方即使在并无不履约的 

情况下也应向另一方赔偿。 本 《指南》提到了这类应付赔偿金的例子。 例如， 

购买方为了方便而中止或终止合同就应付赔偿金（见第二十四章“施工的中止”，

第 1 5 和 1 6 段以及第二十五章“合同的终止”，第3 4 和 3 5 段 ）。

С. 损害赔偿的责任

1 . 损失的种类

7 . 当事各方似宜规定受害方有权就不履约所造成的全都损失取得赔偿，伹明 

文排除的某些种类的损失除外（觅下文第9 至 1 2 段 ）。 另一种可选择的做法是



规定受害方有权只就合同内明文提到的某些种类的损失得到赔偿。 这两种规定都 

可以作为对可取得的损害赔偿金的限制（见下文第5 小节）。 在拟订有关取得损 

害赔偿金的条款时. 当事各方似宜考虑到以下损失种类：

( a ) 受害方的非另一方供应的资产减值，例如，当事一方的非另一方供应 

的财产由于另一方供应的设备或进行的施工有缺陷而受到损害；

( b ) 受害方合理支付的费用，而如果另一方履行了其义务就不会发生这笔 

费用. 例如：承包方付给为开工而雇用的人员在由于购买方未移交现 

场而不能开工期间的工资；

( c ) 受害方向第三方的付款，其原因是由于另一方不履约而使受害方承担 

这一付款责任；

⑷正常履行合同情况下受害方本应获得的利润的损失。

8 . 利润损失的数额往往难于确定；而且，这一潜在数额可能非常庞大。 因 

此，承包方不愿意对利润损失承担无限制的赔偿责任。 此外，这种无限制的赔偿 

责任可能是无法保险的。 限制赔偿责任的一种做法可以在一条款中规定支付某一 

约定款项以补偿利润损失（见笫十九章“约定违约金和罚款条款”）。 另一种做 

法可以将对利润损失的赔偿责任限于某些履约迟延或有缺陷的情况。 还有另外一 

种做法可以在合同中把对利润损失的赔偿限制在某一合额内或只限对不履约后某一 

时限内的利润损失给予赔偿。

2 . 无法预料的损失

9 . 当事各方似宜排除受害方就不履约一方因合理原因而无法预料到的损失取 

得赔偿。 确定是否可预料的有关时间可以是订立合同时也可以是发生不履约时。 

确定为前者的理由是，不履约的当事一方在签订合同时就巳承担了他在当时理应预 

料到的由于他不履约造成损失后果的风险。 但是，由于建厂合同具有长期复杂的 

性质，后来出现的许多损失无法在签订合同时就预料到，因此也可以把发生不履约 

的时间定为确定是否可预料的时间。 这一规定会扩大取得赔偿的范围，因为从签 

订合同之时到不履约之时某种损失可能成为可预料的。 但是，后一方法有一个缺



点，那就是在除迟延外的其他情况下，有时难于确定不履约的时间。

1 0 . 当事各方似宜在合同中载明必须预料到的承担赔偿责任的损失的内容。例 

如，他们可规定应能预料到的内容是蒙受的损失的种类（见上文第7 段 ）。 或者， 

他们可规定应能预料到的内容是损失的金额，超过这一金额的损害不给予赔偿。 '

3 . 由于不履约间接造成的损失

1 1 . 由于不履约，受害方可能蒙受由于不履约间接造成的损失。 大多数法律 

制度中都有规则来确定什么情况下太间接的损失不能取得赔偿。 因此当事各方似 

宜把这个问题留待合同的适用法律去解决。 此外，如果当事各方确定了由于其太 

间接而愿意排除对其赔偿的某些种类的损失，他们可以这样作出规定。

12 . 当事各方有时设法通过规定对“间接’’或 “从属性”损失不给予任何赔偿 

来解决排除对间接损失进行赔偿的问题。 但是“间接’’和 “从属性’’等词太含糊， 

容易引起不同的解释。 因此，当事各方似不宜采取这种做法，除非合同的适用法 

律使用了这些词来解决排除对间接损失进行赔偿的问题。

4 . 因不履约而得利

1 3 . 不履约可能使受害方得到某些好处或节省费用（例如，他可能会节省工厂 

开工的某些费用，如果不发生不履约他本须支付这些费用）。当事各方可规定.在 

确定应付赔偿金额时要从损失中扣除这些好处和节省的费用。 当事各方似宜规定， 

无须考虑根据承保不履约风险的保险单所取得的保险赔偿，因为保险赔偿并非不層 

约带来的一种利益。 还应指出，在受害方就所受损失取得保险赔偿时，该项索赔 

须不违反承保人在所赔偿的损失范闱内的代位求偿或权益转让的权利。 从应付受 

害方的损害赔偿金中扣除他所取得的保险赔偿额可能会损害承保人对不履约方所应 

拥有的权利. 而且可能会违反保险单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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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金额限制

1 4 . 当事各方似宜考虑合同中应否就承包方所有可能的不履约可取得的损窖赔 、 

偿金额规定一个总的限额。 该限额可以确定为一笔固定金额。 或者，该限额可

以确定为建厂价款的某一百分比或不履约一方在对不履约的保险项下可取得的金额、 

或后一金额再加上价款的某一百分比。 在签订合同时尚不知道确切价款的合同中 _ 

(如费用偿还式合同），可以把这些做法结合起来使用，例如，可把损害赔偿金额 

限为某一百分比或某一规定金额两者中较大的一个。 也可把支付约定款项的条款 

作为应赔偿的限度（见第十九章“约定违约金和罚款条款”. 第 3 段 ）。 但是， 

当事各方似宜规定，如果出现某些种类的不履约（例如，不履约是一种出于故意造  ̂

成损失、或出于轻率的且明知可能造成损失的作为或不作为），则合同中规定的限 

额就不予施行。

6 . 减轻损失

1 5 . 适用法律的强制性规则常常要求受害方努力减轻不履约所造成的损失。如 

果适用法律并无这种规则，或是这种规则不适合于建厂合同，则当事各方似宜在合 

同中规定受害方必须努力减轻其损失。 合同还可规定，如果受害方不履行其减轻 

损失的义务，他就无权就假若他屦行了义务本可遒免的损失取得赔偿。 但是，合 

同可责成受害方只采取理应可望减轻损失并且是他作为当事一方理应能釆取的措施 

( 例如，他不必采取那些会危害他自己的商誉或太麻烦的措施）。如果夢害方釆取 

了合理措施，他就可在合同规定或合同的适用法律施加的限额范围内，有权就其损 

失、包括为采取那些减轻损失所合理支付的费用取得赔偿。 即使这些措施未取得 

成功I 他也应享有这种权利。 2

С. 人身伤害和对第三者财产的损害

1 6 . 施工缺陷可能造成购买方雇员或其他第三者的死亡或人身伤害，或对其财



产的损害。 关于在这种情况下应付给第三者的损害赔偿金问题是复杂的，可能不 

会由合同的适用法律有关合同责任的规则来加以规定，而是由有关合同外责任的适 

用法律规则来加以规定。 后一种法律规则往往是强制性的。 此外.合同不能限 

制承包方或购买方对不是合同当事方的第三者的责任。 在没有有关内部分担风险 

的强制性法律规则的情况下，当事各方似宜规定在他们内部分担由于对第三者造成 

死亡或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害而应付给笫三者损害赔偿金的风险。 当事各方似还宜 

规定对这类风险投保( 见第十六章“保险”，第3 6 段 ）。

1 7 . 如果有人由于施工受到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害，并向购荽方提出索赔，合同 

应责成承包方在购买方的赔偿责任限度内就该索赔赔偿购买方。 或者，合同可规 

定只有当伤害或损害是由于承包方在建厂施工中使用技术不当或不谨慎造成的情况 

下才有义务赔偿。 第十一章“分包”. 第 2 7 和 2 8 段讨论了承包方在多大程度 

上有义务就由于承包方雇用的分包人进行的施工所产生的索赔赔偿购买方。

1 8 . 如就第三者受到伤害或财产损害而向购买方提出索赔，购买方有义务将这 

种索赔通知承包方，至少在他主张要依靠承包方的赔偿的情况下（见上段）要通知 

承包方。 如果承包方愿意，他有权参与处理索赔的全部谈判，并在诉讼所在国的 

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参与所提起的任何诉讼。

Е. 损害赔偿金所用货币

1 9 . 作为一般原则，合同可规定损害赔偿金应以支付价款的同一货币支付。但 

是，在某些情况下，特别在价款是用非自由兑换货币支付的情况下，合同可规定损 

害赔偿合应以蒙受损失的货币支付（例如，如果因为不履约，受害方必须用可自由 

兑换货币向第三者支付赔偿金，就支付这种赔偿金而言，损害赔偿金应以可自由兑 

换货币支付给受害方）。



第二十章注

' 说明性条款

“在不违反本合同其他规定的情况下. 只能就不履约一方在〔签订合同〕 〔不 

履约〕时根据其当时知道或理应知道的事实或情况预料到或理应能预料到的， 

作为不履约可能后果的〔某种损失〕 〔损失的合额〕取得损害赔偿合”。

2 说明性条款

“由于另一方不履约而蒙受损失的当事一方必须采取他理应采取的一切措施以 

减轻损失。 如果他不采取这种措施，则对若采取这种措施后本可防止的任何 

损失不予赔偿。 如果他采取了这种措施，则他有权在本合同规定的赔偿限额 

内就其全部损失、包括由于采取这些措施所合理支付的赛用取得赔偿，即使这 

些措施并未成功地减轻损失。 ”



第二十一章免责条款 

提 要

在建造过程中可能发生一些阻碍当事一方層行其合同义务的 

事件。 本章所讨论的条款规定当事一方当因某一碍障而不能履 

行合同义务时可免予承受不層约的某些法律后果。 如果免责条 

款的范围在构成免责障碍的事件和免责障碍的法律后果方面有所 

限制的话，那将有利于购买方。 当事各方似宜使双方都能援引 

免责条款（第 1 至 4 段 ）。

某些法律制度中有关免予承受不履约的法律后果的颊定会导 

致与国际贸易的情况和需要不相符合的结果。 因此，各方似宜 

在合同中订入一免责条款，明确免责障碍的定义并限定免责障碍 

的法律后果（第 5 至 7 段 ）。

为了限制免责条款的范围，当事各方似宜规定不履约的当事 

一方仅免予向当事另一方支付损害赔偿金或约定款项（第 8 段 ）。

当事各方还可通过采用对免责障碍的限制性定义来限制免责 

条款的范围。 一种方法是仅对免责障碍规定一般定义（第 1 0  

至 1 2 段 ）。 另一种方法是规定一般定义，同时附有应视为免 

责障碍的各种事件的说明性或详尽清单，或者附有应视为免责障 

碍的各种事件的清单，而不论这些事件是否属于一般定义的范围 

( 第 1 3 至 1 6 段 ）。 第三种方法是载有应视为免责障碍的各 

种事件的详尽清单而不规定一般定义（第 1 7 段 ）。 当事各方 

似宜考虑应列入免责障碍清单的各类事件（第 1 8 至 2 2 段 ）。

对某些若不加以排除就有可能属于免责条款范围的事件明文 

加以排除，可进一步明确免责条款的范围。 当事各方似宜考虑 

是否可将一个国家或国家机构的某些行为，诸如拒发或撤销许可 

证或批准，视为免责障碍（第 2 3 至 2 4 段 ）。

当事各方似宜在合同中规定3 当承包方不履约是由于他雇用 

的第三者不履约所造成时，他可据以免责的条件（第 2 5 至 2 6 

段 ）。

合同宜责成援引免责障碍的当事方将障碍以书面通知对方。 

合同可规定，当事一方如不发这种通知就丧失其援引免责障碍的 

权利。 或者，合同可以规定该当事方仍然有权援引免责障碍，



但他应负责赔偿另一方因他不发通知而受到的损失。 合同还可 

要求障碍须经核实后才能作为依据。 此外，当事各方似宜规定 

一旦通知有免责障碍，他们就应进行会晤并考虑采取何种措施来 

防止或限制障碍的后果（第 2 7 至2 8 段 ）。

А.

1 . 在建造过程中可能发生一些阻碍当事一方履行其合同义务的事件。 这种 

障碍可能属自然性质的，如自然灾害，也可能是法律性质的，如购买方国家的法律 

在合同签订以后出现变动，禁止使用合同规定的某些设备。 这种障碍会永久地或 

只是暂时地阻碍一方履约。 根据合同的适用法律，永久性障碍可导致合同的终止。

2 . 建厂合同可载有各种不同的条款来处理履约障碍。 本章所讨论的条款规 

定当事一方由于某一障碍而不能履行合同义务者可免于承受不履约的某些法律后果。 

本 《指南》将造成这种免责事件的障碍称作“免责障碍”。 遇到履约障碍的当事 

一方根据合同规定还可享有其他权利。 例如3 购买方可获准根据变动条款变动受 

障碍影响的合同条件（见第二十三章“变动条款”，第 5 至 1 9 段 ）；当事一方可 

获准终止合同（见第二十五章“合同的终止”，第 2 2 段 ）或当事一方可根据困难 

条款享有权利（关于困难条款和免责条款的关系，见第二十二章“困难条款”，第 

2 段 ）。

3 . 购买方通常只须履行一项主义务（即支付价款），但承包方在施工过程中 

通常得履行若干主义务。 因此，免责条款对承包方要比对购买方具有更大的利害 

关系。 然而，承包方不履约会在财务上绐购买方造成严重的后果。 因此，如果 

免责条款的范围在构成免责障碍的事件（见下文第9 至 2 3 段 ）和免责障碍的法律 

后果（见下文第8 段 ）方面有所限制的话，那将有利于购买方。

4 . 即使说承包方的履约要比购买方更有可能遇到障碍的影响，但也会有障碍 

影响购买方履约的情况。 例如，法律障碍可能阻碍购买方向承包方付款；或者物 

质障碍可能阻碍他履行他已承担的某些有限的工程义务。 因此当事各方似宜规定 

双方都能援引免责条款。



5 . 许多法律制度载有当事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时可免予承受其不履约的某些 

法律后果的规定。 然而，这些规定会导致与国际贸易的情况和需要不相符合的结 

果> 因此，当事各方似宜在合同中订入一免责条款，明确免责障碍的定义并限定 

免责障碍的法律后果。 在安排免责条款的结构时，当事各方应考虑到合同的适用 

法律的强制性规则是否限制其这样做的权力和在多大程度上限制这种权力。 当事 

各方宜注意一个事实，即如果条款中所用的关于免责的术语与合同的适用法律所用 

的术语相同，则这种术语常常带有某些可能与当事各方的意图不符的法律含义。

6 .各种法律制度对免责问题的处理办法在这一问题的基本概念相所用术语方 

面是有差别的。 至于销售合同中的免责，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 1 9 8 0 年，维也纳）第 7 9 条 ，已经弥合了这些差别。 该公约采取的方法旨 

在考虑到国际贸易的特殊情况相需要。 当事各方可能会发现这一方法是拟订建厂 

合同中免责条款的有益指南。 本章对免责障碍的法律后果相免责障碍的定义所作 

的探讨（分别为下文В相С节 ）都是以《公约》所采取的方法为根据的。

7 . 免责的问题及其与不履约补救办法的关系对本《指南》所讨论的一些其他 

问题有影响。 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与本章对免责所采取的方法相符。 在当事各方 

采取其他方法的情况下，对这些其他问题的讨论以及所建议的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5 

就都不适用。

В. 免责障碍的法律后果

8 . 当事各方似宜规定，由于免责障碍而不能層约的当事一方应免予向另一当 

事方支付损害赔偿金或约定款项。 如果当事各方希望另以在合同项下或合同的适 

用法律下本可以采取的其他补救办法来处理不履约，例如，强制履约（见第十八章

“迟延、缺陷和其他不履约” ）或终止合同（见第二十五章“合同的终止” ) , 则 

应在合同中作此规定。 本 《指南》中提到的免责障碍，都假定免责只涉及损害赔 

偿金或约定款项的支付，而不涉及其他不履约的补救办法。 合同就免责障碍事件 

可规定的其他法律后果，在其他几章中作了讨论（例如，见第七章“价款和支付条 

件”，第 5 3 段 ）。



С. 免责障碍的定义

9 . 当事各方还可通过采用对免责障碍的限制性定义来限制免责条款的范围。 

在给免责障碍下定义时他们可以采用下列若干方法之一：

(а)仅对免责障碍规定一般定义；

СЫ规定一般定义与列出免责障碍清单相结合；

(с)仅列出免责障碍的详尽清单。

1. 免责障碍的一般定义

1 0 . 对免责障碍规定一般定义可使当事各方能确保凡具有定义所述特点的一切 

事件都将被视作免责障碍。 按这一方法无须编制免责障碍清单，并可避免清单中 

漏掉当事各方本会视为免责障碍事件的风险。 另一方面，在有些情况下，可能难 

以确定某一具体的事件是否属于一般定义的范围。 当事各方似宜考虑将下列因素 

列入一般定义。

1 1 . 作为第一个因素，当事各方似宜规定，阻止合同义务履行的必须是某种物 

质的或法律的障碍（见上文第1 段 ），而不只是，例如，履约不便或花费更多。当 

事各方似宜规定，如果某一障碍仅在一段暂时的时期内阻止当事一方履行其义务， 

那么他仅就该段时期内的不履约免责。

1 2 . 作为另一个因素，当事各方似宜规定，这种障碍必须是不履约当事一方所 

无法控制的，而且按理不能期望他在签约时就考虑到这种障碍或避免或克服这种障 

碍或其后果。г

2 . 一般定义之后附有免责障碍清单

1 3 . 在免责障碍一般定义之后可附有关于应视作免责障碍的事件的说明性或详 

尽清单。5 这一方法能使一般定义所具有的灵活性同有关免责障碍的具体说明所带 

来的确定性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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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а) 一般定义之后附有说明性清单

1 4 . 可以选出列入说明性清单的免责障碍的例子以明确一般定义的范围。 这 

样一种方法可为当事各方相解决合同项下争端的个人或法庭提供有关一般定义范围 

的指导。 此外，这可确保清单所列出的事件如符合一般定义所述标准即可视作免

责障碍。

(Ы 一般定义之后附有详尽清单

1 5 . 在免责障碍的一般定义之后可附有如果符合一般定义所载标准就视作免责 

障碍的各种事件的详尽清单。 如果当事各方不能肯定自己能预见并列出他们希望 

视为免责障碍的所有事件，那么详尽清单可能是不可取的。

(с) 一般定义之后附有免责障碍的额外清单，不论其是否在定义范围内

1 6 . 可在免责障碍的一般定义之后附有应视作免责障碍的各种事件的清单，而 

不论这些事件是否属于一般定义的范围。 如果当事各方对免责障碍选择一个较窄 

的一般定义，但又希望将某些不属于该定义范围的事件也视为免责障碍，那么这一 

方法可能是有用的。 由于这些事件将独立于一般定义而成为免责障碍，因此下文 

第 1 7 段关于在提出免责障碍清单而不下一般定义时可采取的保障措施的说明，也 

适用于此。

3 . 没有一般定义的免责障碍的详尽清单

1 7 . 免责条款可以仅仅订出列有应视作免责障碍的各种事件的详尽清单，而不 

下一般定义。 这一方法的缺点是未提出要视作免责障碍的事件所必须符合的一般 

标准。 如果采取这一方法，那么当事各方最好给每一事件均规定其被视作免责障 

碍所必须符合的标准。 例如，如果当事各方想规定“战争”或 “军事活动”为免



责障碍（见下文第2 0 段 ），那么最好具体规定，是否开始出现涉及施工现场所在 1 

国的敌对状态就够了，还是必须在施工现场发生了或可能发生敌对行动才行。 ^

4 。可能的免责障碍 ;

1 8 . 如果当事各方在免责条款中列出应视为免责障碍的事件清单，而不论是否丄  

下有一般定义，那么他们似宜考虑是否宜将下列任何一种情况列入清单。

1 9 . 自然灾害。 诸如风暴、旋风、洪水和沙暴等自然灾害，可能 是 现 场 所 在 : 

地一年中某个时期里的通常状况。 在这种情况下，合同可排除当事一方援引这种 

状况作为免责障碍（见上文第1 2 段 ）。 ^

2 0 . 战争（不论宣战与否）或其他军事活动。 可能难以确定什么时候可认为 

某一战争或军事活动阻止了某项义务的履行。 例如，施工现场附近经常遇到空袭 

可能对承包方雇员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但并未实际阻止其继续施工。 此外，当 

事一方也可能通过偷越封锁来避开军事封锁，但在这样做时，他会冒很大的风险。

因此，可能最好明确规定什么时候战争或其他军事活动可视为阻止了履约（例如见 

上文第1 7 段 ）。

2 1 . 罢工、抵制、怠工、工人占领工厂或房屋。 当事各方似宜考虑这些情况 

能否视为并应在多大程度上被视为免责障碍。 一方面，这类情况确实可能阻止承 

包方履约。 另一方面，当事各方可能认为，如果不履约是由于当事一方自己雇员 

的行为所造成的，那么就不宜使该当事方免予承受不履行义务的后果。此外，可能 

难以断定当事一方有无可能避免雇员罢工和其他劳资纠纷，以及该当事方理应采取 

什么措施来避免或结束罢工或纠纷（如满足罢工者的要求）。 在这方面，当事各 

方似宜规定，只有不是因为该当事方与其雇员间的劳资关系而产生的罢工（如同情 

罢工）才得视为免责障碍。 如果合同要求承包方雇用购买方的人员，那么这些人 

员的罢工在适当情况下可视为承包方的免责障碍。

2 2 . 施工所需原料短缺。 当事各方似宜考虑是否应将这视为免责障碍。 例 

如, 他们可能希望责成承包方及时采购原料，如果他不能这样作就不得主张免责。 

在有些情况下，承包方可能由于其供货人的迟延而不能及时得到这些原料。 然而3



对这种情况，承包方最好确保他能够根据他与供货人的合同，就该迟延向供货人索 

取损害赔偿金。

5 . 障碍的排除

2 3 . 规定免责障碍的定义不论采取哪一种方法，当事各方似宜通过明文排除本 

来可能属于免责条款范围的某些事件，以进一步明确免责条款的范围。 例如，如 

果当事一方由于其自己的财务状况不佳而不能履约，那么当事各方似宜排除其免责 

的主张о 当事各方似还宜考虑将当事一方违约后发生的、若不是因为违约本不会 

阻碍该当事方履约的各种事件排除在免责障碍之外。

2 4 . 当事各方似宜考虑是否应将一个国家或国家机构的某些行为视为免责障碍。 

可要求当事一方为履行其某些义务取得许可证或其他正式批准。 合同可规定，如 

果政府机关拒绝给予这种许可证或批准，或者在绐予许可证或批准后又予以撤销， 

那么应取得这种许可证或批准的该当事方就不能以这种拒绝或撤销作为免责障碍。

当事各方可认为因没有得到这种许可证或批准而不能履约所造成的损失，由有责任 

取得许可证或批准的该当事方承担是公平的，因为该当事方承担其义务时就知道有 

必要取得这种许可证或批准以及有可能遭到拒绝。 此外，对方可能难以断定是否 

采取了合理的措施以取得许可证或批准（见上文第1 2 段 ）。 当事各方似宜指明， 

在某些法律制度下，如果得不到许可证或批准，合同就无效，有关该当事方不能得 

到许可证或批准的法律后果将按适用法律予以确定。

6 . 承包方雇用的第三者不履约

2 5 . 在建厂合同中，承包方常常雇用第三者（如分包人）来履行其合同规定的 

一些义务（见第-1"一 章 “分包” ）。 如果承包方由于该第三者不履约而不能履行 

建厂合同项下的义务，就产生了承包方是否可免除，并在多大程度上可免除就这种 

不履约向购买方支付损害赔偿金的责任。

26. 一般说来，当事各方可能认为最好规定，承包方雇用第三者来履行承包方



的合同义务并不减少或解除承包方对购买方就履行该义务所承担的责任（见第十一 

章 “分包”，第 2 7 和 2 8 段 ）。 按这一方法3 当事各方似宜规定，当承包方不 

履约是由于其雇用的第三者不履约所造成时，只有在符合两个条件的情况下，承包 

方才可免除支付损害赔偿金的责任：第一，符合建厂合同的免责条款所规定的承包 

方免责的标准（例如，如果第三者不履约是不可避免的，以及如果按理不能期望承 

包方在签约时就考虑到这种不履约情况或避免或克服这种不履约或其后果）；第二， 

如果该第三者根据建厂合同的免责条款可以免责并且如果承包方与第三者签订的合 

同中也载有该免责条款的话。4

С. 障碍的通知

2 7 . 合同宜规定援引免责障碍的当事一方有义务在其得悉或理应得悉发生这种 

障碍后适当地毫不迟延地将障碍以书面通知对方。 这种通知可便于对方采取措施 

减轻不履约所造成的或可能造成的损失。 合同可要求通知说明障碍的详细情况， 

并提供证据，证明该当事方履约受到阻碍或可能受到阻碍，如有可能，还说明预期 

障碍存在的时间。 还可要求猨引免责障碍的当事一方继续将可能与评价障碍及其 

影响有关的一切情况通知对方并将障碍的停止通知对方。 合同可规定当事一方如 

不及时将免责障碍通知对方就将丧失其援引免责障碍的权利。 或者，当事各方可 

以规定，当事一方如未能及时按照规定发出通知，仍有援引这一条款的权利，但对 

不发通知而使另一当事方蒙受的损失应负有赔偿责任。 合同还可要求对拟作为依 

据的障碍须经3 例如，发生障碍所在国的政府当局、公证人、领事馆或商会的核实。

2 8 . 此外，当事各方似宜规定，一经发出免责障碍的通知，他们就应进行会晤 

并考虑采取何种措施来防止或限制障碍的影响并防止或减少障碍可能造成的损失。

这些措施可包括变动受障碍影响的合同义务（见第二十三章“变动条款” ），或在 

某些情况下，对合同重新进行谈判（见第二十二章“困难条款” ）。



第二十一章注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会议正式记录》（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Е.81. 1 [ 3  ) 。
说明性条款

( 免责障碍的一般定义）

“( 1 ) 如果当事一方证明不履约是由于其所无法控制的障碍所造成的，而且按 

理不能期望他在签订合同时就考虑到这种障碍或避免或克服这种障碍或其后 

果，则应免除其就不履行本合同所规定的支付损害赔偿金的责任。

( 2 ) 当事一方按前款规定，仅就这种障碍阻止其履约期间内的不履约免除支 

付损害赔偿金的责任。

说明性条款

( 一般定义之后附有说明性或详尽清单）

“⑴ 〔同脚注2 , 第⑴款〕”

(2) Г说明性清单〕: 凡符合上文第⑴款所列标准应视作免责障碍的事件举 

例如下：

〔详尽清单〕：根据上文第⑴款的规定，下列事件凡符合该款所列标准，应视 

作免责障碍；而且只有下列事件应视作免责障碍：……

“⑶ 〔同脚注2 , 第⑵款〕。 ”

说明性条款

“如果该当事方不履行义务是由于其雇用来履行该义务的第三者不履约所造成 

的, 则该当事方只有在下列情况下，可按上文第⑴款规定免责：

( a ) 就该当事方而言，符合第⑴款所列标准：以及

( b ) 该第三者根据其与该当事方的合同可以免责，如果该合同载有第(1)款的 

规定的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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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困难条款

提 要

困难是这样一个术语，即在本《指南》中用夹描述经济、财 

务、法律或技术因素方面的变化，这种变化给缔约一方造成严重 

不利的经济后果，使他履行合同义务更为困难。 困难条款通常 

规定困难的定义，规定重新谈判以修改合同使之适应因困难造成 

的新情况（第 1 段 ）。 困难条款应有别于免责条款（第 2 段 ）。

可以认为，困难条款具有这样一个好处，即根据困难条款进 

行重新谈判也许能防止受情况变化影响的当事一方的破坏性不履 

约。 困难条款还可以通过提供重新谈判的基础来促进重新谈判 

( 第 3 段 ：К

但是，困难条款也有若干不利之处，与上述好处相比，可能 

弊多于利。 重新谈判的可能性使得合同在某种程度上不稳定3 

困难的定义往往不精确且含糊；订立困难条款可能会诱使假称存 

在困难夹逃避履行义务（第 4 段 ）。 此外，由于承包方可能比 

购买方有更多的机会来援引困难条款’所以这种条款可能对购买 

方特别不利（第 5 段 ）。 本《指南》论述了可列入合同的其他 

一些条款，这些条款可在情况变化给当事一方造成严重不利的经 

济后杲时适用。 购买方似宜考虑列入这些条款之后是否还有必 

要订立困难条款（第 6 段 ）。

如果虽有这些弊端，但当事各方仍希望在合同中列入困难条 

款 ，则在起草困难条款时，最好能减少它可能造成的当事各方义 

务方面的不确定性。 可以接受的做法是可在条款中确定困难的 

定义，并再列出一份困难情况的清单，当事一方只要凭其中一种 

或一种以上情况就可援引困难条款（第 7 段和 1 2 段 ）。 可以 

对困难釆用限制性定义，根据这一定义只有在具备了所有要求 

的因素时才能认为出现了困难（第 8 至 1 1 段 ）。 当事各方似 

宜考虑制订对援引困难条款的其他限制，因为这些限制可М减少 

困难条款给合同带夹的不稳定性（第 1 3 段 ）

当事各方似宜决定，如果出现困难，当事各方只是有义务参 

加重新谈判以便修改合同，还是有义务经重新谈判后修改合同(第 

1 4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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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各方似宜规定程序以便利重新谈判（第 1 5 至 1 7 段 ）。 

合同还可以确定一个时限，可据以认为经谈判后不能就修改达成 

协议（第 1 8 段 ）。

当事各方似宜为了便于执行困难条款而规定一些指导方针以 

帮助他们做到公正地修改合同（第 1 9 段 ）。 由于业已变化并 

造成困难的情况可能再次变化并大致恢复原状，从而减轻了困难 

的程度，因此合同可以规定当情况恢复原状时应如何重新修改合 

同（第 2 0 段 ）。

当事各方似宜确定在重新谈判期间的当事各方的合同义务的 

地位《 如果当事各方只有义务参加重新谈判，则他们可规定在 

重新谈判期间当事各方应继续按照合同原条款履行其据称受困难 

影响的义务（第 2 1 段 ）。 如果当事各方有义务经重新谈判后 

修改合同，他们可规定无论是在重新谈判期间，还是在因当事各 

方不能就修改达成协议而接着进行解决争端程序期间，都应继续 

履行义务。 或者，他们也可规定，援引困难条款的当事方有权 

中止履行义务（第 2 2 段 ）。

如果合同规定当事各方应经重新谈判后修改合同，合同最好 

对不能就修改达成协议的后果作出规定（第 2 3 段 ）。

А . 概述

1 . 本 《指南》中所用的“困难” 一词，是指经济、财务、法律或技术因素方 

面的变化，这种变化给缔约一方造成严重不利的经济后杲，从而使他履行合同义务 

更为困难。 典型的困难条款包含两个方面。 第一，它要确定困难的定义第二 

它规定重新谈判合同使之适应因困难造成的新情况。 困难条款的法律效力可因不 

同的法律制度而异。 有些法律制度承认困难条款，有些法律制度则没有这种条款; 

在还有一些法律制度中，困难条款的效力尚未在法律诉讼中经受检验。

2 . 困难条款应有别于免责条款（见第二十一章“免责条款” ）。 当情况变 

化使当事一方履行义务更加艰难，但并未阻止其履行义务时，适用本《指南》所述 

困难条款。 而本《指南》所述免素条款则只有在情况变化阻止屦行时才适用。因 

此 ，如果在签订合同后，适用于施工的有关环境保护的行政条例有变动，提出了更



严格的要求条件，使施工费用大大增加，对这种情况可适用困难条款。 如 果 这 种 1 

条例变动阻止继续施工，则可适用免责条款。 适用本《指南》所述各种类型条款 \ 

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也不相同。 困难条款规定，如出现困难，应重新谈判合同（览 

前段）。 免责条款则规定，如由于免责障碍而不能履行义务，受害的一方不能对： 

不履约一方采取某些补救办法，特别是不能要求损害赔偿。

3 . 可以认为，订立困难条款会有这样一个好处，即如果情况变化给当事一方 

造成严重不利的经济后果，则根据困难条款规定重新谈判合同也许能防止受情况变 

化影响的当事方的破坏性不履约。 尽管，即使没有困难条款，也并无任何东西能 

阻止当事各方重新进行谈判，但是，困难条款可通过提供重新谈判的基础来促进重： 

新谈判。 因此，困难条款可以包括一些有助于通过重新谈判荻得公平结果的规定 

( 见下文第9 段 ），并可规定当事各方在重新谈判期间的权利和义务（见下文第15 : 

至 1 7 段以及2 1 和 2 2 段 ）。

4 . 但是，困难条款也有很多不利之处，与上述好处相比，可能弊多于利。根 

据困难条款重新谈判合同的可能性使得合同在某种程度上不稳定。 再则，由于困 

难的性质，其定义往往不精确而且含糊。 困难条款的其他不利之处是：重新谈判 

会打断合同义务的履行，困难条款会诱使假称存在困难作为逃避屑行义务的借口。

此外，如果困难条款责成当事各方经重新谈判后修改合同（见下文第1 4'段 ），而 

当事各方不能就修改达成协议’ 那末’通过解决争端程序作出修改就可能会有困难 

( 见下文第2 3 段 ）。

5 . 困难条款可能对购买方尤其不利。 购买方通常只须履行单一的主要义务 

( 即支付价款) ’ 而承包方在建厂过程中则必须履行多项义务。 因此，承包方就 

可能比购买方有更多的机会夹援引困难条款。 为此’购买方在同意将困难条款列 

入合同之前，应当仔细考虑这个条款可能给他带夹的不利影响。

6 • 本 《指南》还论述了可列入合同的其他一些条款，这些条款可在签订合同 

后情况变化给当事一方造成严重不利的经济后果时适用。 这些其他条款中，其目 

的与困难条款最相近的是指数条款和货币条款。 指数条款规定，当应由承包方提 

供的货物或服务的费用变动时，要修订价款；货币条款则规定，当支付价款的货币 

对参考货币的汇率变动时（见第七童“价款相支付条件” ，第 4 9 至5 5 段及第5 8



相 5 9 段 ），要修订价款。 这些条款涉及的变动都是能预见的并能事先清楚确定 

的。因此，这些条款可以明确规定由于这些变动应对合同条款作出的修改，而不必 

象订立困难条款那样在合同中规定重新进行谈判，随之带夹不确定的结果。 如果 

由于情况变化，购买方想改变施工范围，他可以根据变动条款在一定限度内这样做 

( 见第二十三章“变动条款” ，第 5 至 1 8 段 ）。 如果情况变化使购买方感到最 

好中止施工，他可以根据关于方便的中止的条款这样做（见第二十四童“施工的中 

止” ，第 3 和4 段）。 如果发生剧变使项目不再可行，购买方可以根据终止条款 

为方便而终止（见第二十五章“合同的终止” ，第 1 7 和 1 8 段 ）。 囡此，购买 

方似宜考虑列入上述这些条款后是否还有必要订立困难条款。 不要把本《指南》 

中对困难条款的论述看作是需要在合同中订立困难条款的表示。

В. 起草困难条款的方法

7 . 如果尽管困难条款有不利之处，但当事各方还是希望在合同中订立困难条 

款 ，那末在起草困难条款时最好设法减少困难条款可能造成的当事各方义务方面的 

不确定性。 应避免使用不固定而含糊的标准（如 “变化的情况”、 “打破合同最 

初的均衡” 和 “造成严重经济后果” ）来确定是否适用困难条款。 如果列出一份 

困难情的 清单，但不详尽，也将导致不确定。 一个可以接受的方法是在条款中 

给何时可以声称出现困难下一个定义（见下文第1 小节），并辅之以一份详尽的情 

况清单，当事一方可以凭清单中所列的一种或几种情况援引困难条款（见下文第2 

小节）。 根据这种方法，只有当出现了清单中所列明的情况并造成了困难条款中 

所界定的困难时才能援引该条款。

1 . 困难的定义

8 . 对当事各方来说，较可取的做法也许是对困难采用一个限制性的定义，根 

据这一定义只有在具备下列所有诸因素时才能认为出现了困难：㈨签订合同时存在 

的情况发生了变化？⑶这种变化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不是援引条款的当事方所理应



能考虑得到的变化1 Н这种变化给该当事方造成了严重不利的经济后杲。

(a) 变化的情况

9 . 如果当事各方规定不仅仅要求“情况变化” ，而是要求在特定领域出现情 

况变化，就可使困难条款的范围更为明确。例如，当事各方可以规定这种变化必须是 

经济、财务、法律或技术方面具体情况的变化。

(b) 变化的性质

1 0 . 当事各方似宜规定，这种情况变化必须是援引困难条款的当事方所不能控 

制的，而且按理不能期望该当事方在签订合同时就已考虑到这种情况变化或者避免 

或克服这种情况变化或其造成的后果。

(c) 严重不利的经济后果

1 1 . 当事各方似宜限定援引困难条款的当事方所遭受的哪种不利经济后果可视 

为严重的。 下这种定义的目的是要设法防止当事一方在出现了当他签订合同时就 

应视为已经承担了其风险的那种不利经济后杲情况下援引困难条款。 一种方法可 

使用一般性措词，从量的方面表明所要求的严重程度，例如这种情况变化必须巳对 

援引条款的当事方造成了 “沉重的财务负担”或 “不应有的损害”。 一种较可取 

的方法是以更具体的方式给严重程度定量，例如可以规定这种情况变化必须巳引起 

费用增加，超出了价款的某一指定百分比。

2 . 详尽的情况清单

1 2 . 当事各方似宜規定，当事一方只有在证明出现了详尽清单所列的一种或几 

种情况并使他遭到了条款所界定的困难之后，才能援引因难条款。 可列入清单的



情况，举例夹说有：购买方工厂产品的预期市场规模大大缩小，或工厂产品生产所 

需的原料价格上升，致使其可营利性锐减。 也可能发生类似的情况，给承包方造 

成困难。

3 . 可以釆用的其他限制

1 3 . 当事各方似宜考虑是否订立这样一条规定，即如果在出现困难时当事一方 

已不履行他所承担的某项义务，则他不能就该项义务援引困难条款。 还可以规定 

在当事各方签订合同之日后的某一段时间内不得援引困难条款，以限制该条款的适 

用。 此外，当事各方可以限制每一方援引条款的次数，或者可以商定在某一规定 

时间内援引困难条款不得超过规定次数。 这些限制可以减少困难条款给合同带夹 

的不稳定性。

С. 重新谈判

1 4 . 困难条款可以规定，如出现困难，可就合同重新进行谈判。 当事各方似 

宜决定合同是否只应规定他们参加重新谈判以便修改合同，还是应规定他们经重新 

谈判后修改合同。 当事各方可以在签订合同时或其后，商定一名能独立和公正地 

协助他们修改合同的调解人（见第二十九章“争端的解决” ，第 1 2 至 1 5 段 ）。 

如果合同责成当事各方经重新谈判后修改合同，则最好能规定，如果当事各方不能 

就合同的修改达成协议，合同将由法院、仲裁庭或公断人予以修改（见下文第2 3 

段 ）。

1 . 重新谈判的程序 

(а) 通知

1 5 . 合同可以规定，当事一方只有以书面通知当事另一方才能援引困难条款。



可以规定 ’ 该通知必须在出现了构成困难的情况变化之后的某一段规定时间内发出; 

必须提供与情况变化及其后果有关的详尽细节，足以使当事另一方能够评估这种变 

化造成的影响；还必须指明援引困难条款的当事方要求作什么性质的修改。

1 6 . 可规定被通知的当事方应在通知后的某段规定时间内作出书面答复。可以 

规定，如果他认为通知中所列理由不足以证明应该重新进行谈判，他必须在答复中 

载明得出这一结论的理由。 如果他愿意参加重新谈判，则可规定他指出在他看夹 

对合同作何种性质的修改较为合适。

1 7 . 当事各方似宜规定，如果有权援引困难条款的当事方没有在规定时间内按 

要求发出通知，他就丧失了援引这一条款的权利。 这一做法可以减少那种为了逃 

避履行越益艰巨的义务而过迟地提出困难。 或者，当事各方可以规定，未能及时 

按要求发出通知的当事方仍然有权援引困难条款，但他有责任就因通知迟延而造成 

的损失赔偿当事另一方。

(ъ) 重新谈判的时限

1 8 . 合同最好能确定一个具体时限，可据以认为经过谈判不能就合同的修改达 

成一致意见。 合同可以规定，如果在通过存在困难情况后的某段规定时间内未达 

成任何协议，即视为不能达成协议

( О 重新谈判的指导方针

1 9 . 为了便于因难条款的执行，当事各方似宜规定一些指导方针以帮助他们公 

正地修改合同。 例如，他们可以规定，对合同原有条款只应在为纠正困难情况造 

成的合同不平衡所需限度内予以修改。 还可以规定下列其他指导方针：在确定所 

需修改时应遵行诚信的原则，修改的目的应是争取尽可能确保合同义务全面履行； 

修改不应给当事任一方造成不应有的损害；修改应争取维持当事各方原有的利益平 

衡。



2 0 . 业已变化并造成困难的情况可能会再次变化而大致恢复到原来状况，从而 

减轻了困难的程度。 合同可以规定，修改合同时应考虑到这种情况变化可能持续 

的时间，所作修改应尽可能指出如果情况恢复原状应如何重新修改合同。

⑷ 重新谈判期间义务的地位

2 1 . 当事各方似宜确定重新谈判期间当事各方合同义务的地位。 如果只规定 

当事各方参加重新谈判以便修改合同，他们似宜规定，在重新谈判期间当事各方应 

当继续按照合同的原有条款履行其据称受困难影响的义务。 如果当事各方通过重 

新谈判就合同的修改达成了协议，则修改的条款可考虑到受困难影响的当事方由于 

在重新谈判期间继续履行义务所遭受的损失。

2 2 . 如果规定当事各方在重新谈判之后修改合同（见上文第1 4 段 ），则有两 

种方法可供选择。 合同可规定，无论是在重新谈判期间，还是在因当事各方不能 

就修改达成协议而接着进行的解决争端程序期间，当事各方都应继续履行其据称受 

困难影响的义务，除非解决争端的法院、仲裁庭或公断人另作裁决。 修改的条款 

可考虑到受困难影响的当事方由于继续履行义务所遭受的损失。 规定应继续履约 

可以减少那些想逃避屨行某些义务的当事方假称遇到困难。 另一种做法是在合同 

中规定，援引困难条款的当事方有权中止履行据称爱困难影响的义务。 修改的条 

款可以决定如果经修改之后还要履行这些义务的话，应以什么方式来履行。 如果 

在解•决争端程序中裁决援引困难条款的当事方无权援引该条款，则可规定当事另一 

方有权就该中止給他造成的损失莸得补偿。 规定中止履约可以使合同的修改变得 

容易一些，因为继续履约可能会使受困难影响的当事方遭到损害，而要通过修改夹 

补救这种损害可能很困难。

2 . 不履行絛改义务

2 3 . 如果合同规定当事各方经重新谈判后修改合同（见上文第1 4 段 ），则在 

合同中最好对不能就修改达成协议的后果作出规定。 合同可以规定援引困难条款



的当事方有权要求进行司法程序或仲裁程序夹修改合同，合同也可规定应由公断人 

来决定应否修改及怎样修改合同。 解决当事各方争端的这些方法在第二十九童 

“争端的觯决”中论述。 当事各方应当知道，有些法律制度不允许通过司法或仲 

裁程序夹修改合同。



第二十三章变动条款

提 要

在本《指南》中， “变动’’ 一词是指根据合同文件要求进行 

的工厂建造的某一方面的改动。 在工厂建造过程中，可能遇到 

一些情况，有必要或最好变动工程的某些方面。 最好是在合同 

中订出某些规定，列出承包方有义务作出变动的情况。 在拟订 

合同中有关变动的规定时，当事各方应设法在各方利益间取得适 

当的平衡（第 1 至第 4 段）。

对于购买方要求的变动，当事各方似宜考虑以下三个基本方 

式。 按照第一个方式，只要要求的变动符合合同规定的某些标 

准，合同可规定承包方有义务履行购买方要求的变动。 按照第 

二种方式, 合同可规定承包方有义务履行购买方要求的变动，除 

非他有合理的原因或特定的原因反对变动》 按照第三种方式， 

作变动必须要有承包方的书面同意。 合同可以订入这几种方式 

中的任何一种或任何几种。 合同中订有关于当事各方之间就购 

买方是否有权要求变动而产生争端的解决办法会用很有用处（第 

5 至 7 段 ）。

在某些情形下，当事各方也许认为在合同中作出这样的规定 

是合适的，即遇有变动时对合同价款和7 Ш 方的竣工时间作合理 

的调整。 在这一情况下，合同可以规定一个办法，使承包方把 

承包方有关变动对合同价款和竣工时间的影响的论点通知购买方, 

以便使购买方能够考虑，鉴于可能的影响，他是否愿意坚持要作 

变动。 无论合同中是否订有这样一种办法，合同可规定当事各 

方设法按照合同中规定的标准在他们之间解决调整的金额的问题， 

并使任何一方都有权把关于调整金额的争端提交解决（第 8 至11 

段 ）。

关于承包方有义务作出的变动，当事各方似宜考虑限制这类 

变动的范围（第 1 2 和 1 3 段 ）。 关于承包方可以反对的变动， 

合同可赋予承包方根据合理的理由加以反对的权利，或明确他可 

以据之以反对的特定理由（第 1 5 段 ）。 合同可以订出关于要 

求和作出这两类变动的程序（第 1 4 和 1 6 至 1 8 段 ）。

关于需要得到承包方同意的变动，合同可以规定只有在承包



方作出书面的同意时，他才必须作出购买方要求的变动（第 1 9 

段 ）。

如果承包方建议的变动，未经购买方的书面同意即不得作出 

时，这会符合购买方的利益（第 2 0 至 2 2 段 ）。

合同可以订出具体的规定来解决遇有不可预见的自然障碍和 

当地条例的变化而发生工程改变的问题（第 2 3 段 ）。

遇有变动致使合同价款须作相应调整时，理想的做法是合同 

应规定一个调整的合理金额》 有效的做法是，合同订出一些准 

则以便有助于确定多少调整金额方属合理。 这些准则依合同的 

种类而异（第 2 4 至 3 2 段 ）。

А. 概述

1 • 在本《指南》中， “变动” 一词是指对最初合同文件所要求的工厂建造的 

某一方面加以改变，例如施工范围或将用于建造工厂的设备或材料的技术性质的改 

变，或对工厂的规格说明书、图纸和标准内所要求的施工服务所作的改变（见第五 

章 “工厂说明和质量保证”3 第 6 至 9 段由于费用的变动或货币的波动而引  

起的价款调整或修改，湘付款条件的修改（见第七章“价款如支付条件”）在本《指 

南》中不认为是变动，虽然变动可能导致价款的调整（见下文第8 段 ）。 同样地, 

在发生困难时对合同的重新谈判（见第二十三章“困难条款”，第 I 段 ）和中止施 

工 （见第二十四章“施工的中止”，第 1 段 ）在本《指南》中也不认为是变动。

2 . 在一项复杂的大型工厂项目的建造过程中，通常会遇到一些情况，有必要 

或最好是对工程的某些方面作出变动， 这些情况可能是由于下列原因造成的：例 

如，在获得生产所需要的原料方面发生困难，因而最好是使用于建造工厂的工艺技 

术适应新的情况；施工期间犮生不可预见的困难或事件，必须改变施工中使用的设 

备、材料或服务（见下文第2 3 段 ）；由于出现一些情况影响到工厂预期可得到的 

利润，因而最好是改变工厂的规模；或由于发生了技术革新，购买方或承包方希望 

加以利用。 此外，承包方为了适应他的施工进度，也可能要作出变动。

3 . 下面几节会讨论到，当事各方似宜责成承包方作出购买方要求的某些变动; 

但是，他们似宜责成承包方只在他没有合理的或特定的理由反对某一变动时作出购



买方要求的其他变动。 在这两种情况下，合同最好订出一些条款砚定一些情况， 

在遇到这些情况时，承包方有义务作出购买方要求的变动，因为，在大多数法律制 

度下，如没有这些条款， ' 7豕包方没有义务作出这些变动。 但是，当事各方似宜 

注意到，在少数几个法律制度中，无论合同如何规定，除非当事一方在收到要求后 

对它作出具体的同意，否则不得强迫他作出某项变动。

4 . 在拟订合同中关于变动的条款时，当事各方应设法在以下两个方面取得适 

当的平衡：一方面是力求当事各方的合同义务明确，并坚持签约的当事一方遵守他 

已同意的条款这个原则，另一方面是最好容许作出必要的或可取的变动以便适应在 

一个复杂和长期的合同的执行期间发生的情况。 此外，当事各方应设法在购买方 

的利益湘承包方的利益之间取得公平的平衡，

В . 购买方要求的变动

1 . 基本方式

5 . 合同可规定，如购买方想要改变工程，它必须向承包方提出书面的变动要 

求，列出打算变动的细节当事各方似宜考虑承包方与这种变动要求相关的义务 

的三种基本方式。 根据第一种方式（见下文第1 2 至 1 4 段 ），合同规定承包方 

必须作出购买方要求的变动3 只要它符合合同中规定的某些标准。 根据第二种方 

式（见下文第1 5 至 1 8 段 ），合同规定，除非承包方根据合理的或特定的理由反 

对变动，则承包方有义务作出购买方要求的变动。 根据第三种方式(见下文第19  

段 ），变动须得到承包方的书面同意-

6 . 合同可订有上段所提的一种方式或任何数种合并方式。 如杲合同耍订入 

两种方式，它可以，例如，订出一些标准，变动必须符合这些标准才使承包方有义 

务作出（例如，见下文第1 3 段 ），湘规定对于不合条件的变动，承包方可根据合 

理的或特定的理由予以拒绝；或者，另外一个做法是，除非承包方有书面同意，则 

不予作出。 如果合同订入所有三种方式，合同可规定一些标准，变动必须符合这 

些标准，承包方才有义务作出，并订出另外一些变动标准，承包方可根据合理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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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的理由加以拒绝，合同还可规定，不符合上述两类的变动必须要有承包方的同 <

音 2 ；
<4*、0

7. — 个有效的办法是，合同载有关于当事各方之间对于购买方要求的变动是  ̂

否符合合同中的标准而发生争议的觯决办法的条款》 合同可规定将这类争议提交 ' 

独立的第三人迅速解决。 独立的第三人可以是咨询工程师，如果经授权能独立行 

使职责（见第十章“咨询工程师”，第 9 至 1 9 段 ），或者可以是一个公断人（见 

第二十九章“争端的解决”. 第 1 6 至2 1 段）。 另外一个办法是，当事各方也

许想要把争议只提交法院或仲裁庭。 如把争议提交一个独立的第三人，则该第三 

人的权力可能只限于决定要求的变动是否符合合同内具体规定的标准的问题，而不 

扩及变动对合同价款和竣工时间的影响问题。 甚至在确定变动的标准是关于变动 

是否超过了合同价款的一个具体规定的百分数的问题时（见下文第1 3 段 ），独立 ' 

的第三人也无须定出变动对价款的影响的金额，而只须说明变动是否巳使价款超过 

了限额。 合同可具体规定，在决定变动对合同价款的影响的裁决过程中，独立的 

第三人为了支持其决定而对事实所作的调查结论具有什么地位（见第十章“咨询工 

程师”，第 9 至 1 9 段以及第二十九章“争端的解决”，第 1 6 至2 1 段 ）。

2 . 变动对合同价款湘竣工时间的影响

8 . 在某些情况下，购买方要求的变动会使承包方的建造成本高于签订合同时 

所预计的成本。 其原因可能是变动所必需的设备、材料或劳务比合同规定的有所 

增加或更为昂贵,， 由于要供应不同的或更多的设备、材料或劳务，承包方还可能 

无法再如预期的那样按他原来在合同中所同意的时间内竣工。 在另一些情况下，

变动可能会导致较低的建造成本, 或使承包方能够早于合同规定的时间提前竣工。

因此，当事各方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认为在合同中作出这样的规定是适宜的，即在 

出现变动时对合同价款和承包方的竣工时间进行合理的调整（见下文Е节；对照下 

文第2 3 段 ）。

9 . 购买方将希望在承包方有义务作出变动之前得知他自&所要求的变动对合 

同价款® 竣工时间可能产生的影响。 如果影响可能过大，购买方也许会不坚持该



项变动。 在某些情况下，购买方自己的工程人员或咨询工程师将能够为他估计出 

变动可能带来的影响。 在另一些情况下，这是不可行的。 因此，当事各方似宜 

考虑是否应在工厂合同中订立一种办法, 以便使承包方把其关于变动对合同价款相 

竣工时间的影响的意见告知购买方。 例如，合同可规定承包方有义务在一项变动 

指示递交给他之后向购买方提交一项书面陈述，阐明承包方关于这项变动对合同条 

款可能造成的影响的意见（见下文Е节 ）。 当事各方似宜考虑是否应在合同中规 

定出一段时间，以便使承包方在变动指示递交给他之后必须在这段时间内向购买方 

递交他的陈述，或者是否仅应在合同中规定承包方有义务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递交 

陈述。 一方面，承包方估计变动的影响所需的时间将依变动的性质相范围而有不 

同。 另一方面，如果合同仅要求在一段合理时间内递交陈述，那么在作出变动的 

义务将在这段时间期满时产生的情况下（如，见下文第1 4 相 1 7 段 ），对该义务 

产生的确切时间将存有不确定性。 一种解决办法是在合同中确定一段时间，足以 

使承包方能够估计变动的影响> 另一种解决办法是在合同中规定，购买方应在变 

动指示中确定一段时间，承包方必须在这段时间内把其陈述递交给他，并规定这段 

时间必须是合理的。 这一.种规定在变动需经承包方的书面同意（见下文第1 9 段 ） 

的情况下也许没有必要。

1 0 . 当事各方似宜考虑承包方未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内向购买方递交陈述而产生 

的后果。 根据一种办法2 合同可规定承包方无权要求加价或延长竣工时间，但购 

买方仍可有权要求减价或館短竣工时间，只要这是变动所需要的。 根据另一种办 

法, 尽管承包方未如期递交陈述，仍可允许他要求调整合同价款和竣工时间，但购 

买方有权就承包方未如期递交陈述所导致的任何损失得到损害赔偿。

1 1 . 无论合同是否载有上文第9 段所述的办法，如其中规定在出现变动的情况 

下须调整合同价款湘竣工时间，则可以规定当事各方有义务按照合同载明的标准争 

取在彼此之间商定调整的金额（见下文Е节 ）。 合同可使双方均有权按照合同的 

解决争端条款把关于调整金额的争端提交第三方解决。 然而，当事各方之间不能 

达成协议或存在争端的情况最好能够不致推迟承包方作出变动的义务。



3 . 关于每一基本方式的合同条款

(а)购买方要求的承包方有义务作出的变动

1 2 . 承包方应作出购买方要求的任何变动的义务，不论变动的性质或范围如何， 

均可能不适当地侵扰承包方的权益。 例如，承包方会在以下情况中受到损害：他 

被强迫作出一项大大背离了他在合同中所承担的义务的变动，以致没有能力作出该 

变动；建造工程的范围大幅度变动，使得其他合同条款（例如关于风险转移、支付 

条件或履约担保的条款）变得不再适宜；或是由于变动中增加的施工量使竣工时 

间推迟，干扰了承包方在其他项目中承担的建造义务的履行。 提供了工厂设计并 

对产出做出了担保的承包方如果被迫作出一项与设计不符的变动，可能会受到损害。 

变动如果大幅度降低工厂的规模，可能会使项目在财务上失去对承包方的吸引力。

1 3 . 因此，如果当事各方考虑釆纳上文第5 段所述的第一种方式，他们可能会 

认为应该在合同中列入某些条款，以顾及承包方的合法权益（另见上文第8 段 ）。 

例如，当事各方似宜考虑对购买方可以要求的湘承包方将有义务作出的变动的程度 

加以限制。 他们可以用各种方式来施加这种限制。 例如，合同可以规定只有在 

变动对合同价款的影响不超过合同中所定价款的一定百分比的情况下，购买方才有 

权要求这种变动；合同也可规定购买方只有权要求进行涉及工程某些方面的变动。 

合同还可对这一类变动中的某些变动规定数量上的限制，例如，可允许购买方要求 

进行这一类中的将导致改变合同中所规定的工厂生产能力的变动. 但这种改变不得 

超过该生产能力的一定百分比，

1 4 . 如果合同载有如上文第9 至 1 1 段所述的那样一种办法，那么可以规定， 

除非在承包方向购买方递交了关于变动的影响的陈述以后的一段规定时间内购买方 

又以书面通知7果包方不要作出该项变动，否则7果包方有义务作出购买方所要求的变 

动。 如果承包方没有向购买方递交陈述，合同可规定承包方在递交陈述的期限已 

满时有义务作出变动。 合同如果没有列入这样的办法，那么承包方在购买方把变 

动指示递交给他的时候便有义务作出该顼变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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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Ъ)承包方可以合理或特定的理由反对的变动

1 5 . 根据上文第5 段所述的第二种方式，合同可允许承包方以某些理由反对购 

买方所要求的变动。 合同可以仅仅提到“合理的”理由（关于这样一项标准的其 

他可能的阐述方式可以提到承包方如被迫作出变动而将遭受的“重大损害”或“不 

应有的不便”），也可以确定将使承包方有权反对变动的特定理由。 如果当事各 

方决定载明特定的理由，在提出这些理由时他们似宜考虑这一做法：如果承包方所 

关切的是价款和竣工时间，可以在合同中规定对合同的这些因素加以调整的措施， 

以使他得到保护（见上文第8 段 ）。 合同最好指明所列举的使承包方有权反对一 

项变动的理由是说明性的还是详尽的。 下面是这类条件中的几个可行的例子：

(a) 如果变动超出了 7果包方作出变动的能力；

(b) 如果作出变动会妨碍承包方履行其在该合同项下的任何其他义务，或 

不适当地干扰他对这些义务的履行；

( c )如果变动将妨碍承包方实现他所保证的产出目标。

1 6 . 合同可规定出一段时间，其间承包方必须把他对变动的任何反对意见递交 

给购买方，合同还可规定反对意见需以书面形式递交。 如果合同载有如上文第9 

至 1 1 段所述的办法，那么无论承包方反对变动与否，合同均可规定承包方有义务 

向购买方递交一份关于变动的影响的书面陈逸 在变动指示递交给承包方以后承 

包方必须递交其关于影响的陈述的期限最好是不短于承包方必须递交其反对变动的 

意见书的期限。

1 7 . 如果承包方没有及时向购买方递交反对变动的意见书，但是递交了关于变 

动的影响的陈述2 那么合同可以规定承包方有义务作出变动，除非在承包方向购买 

方递交陈述以后的一段规定时间内购买方以书面通知承包方不要作出变动。 如果 

承包方有义务向购买方递交一份陈述但却没有这样做，合同可规定承包方有义务在 

递交陈述的期限巳满时作出变动„ 如果合同没有要求承包方递交关于变动的影响 

的陈述，那么可以规定承包方有义务在不迟于他向购买方递交反对意见的期限期满 

的时候作出变动。 4

1 8 . 当事各方如对承包方为反对变动所提出的理由的合理性有争议，可将该争



议提交上文第7 段所述独立人士、法庭或仲裁庭加以解决。 至于承包方是否应有 

义务在对他的反对意见的理由是否合理做出裁决以前作出变动，如杲承包方被迫作 

出变动，而随后裁决他的反对意见的理由是合理的话，那么他就会受到不应有的损 

害。 因此，当事各方可能会认为最好是规定在承包方提出的理由被裁决为不合理 

的以前，承包方没有义务作出变动。

(с) 须经承包方同意的变动

1 9 . 关于上文第5 段所述第三种方式，合同可规定购买方要求的变动只有经承 

包方以书面形式同意之后才必须由后者作出。 合同还可规定，除当事各方另有书 

面协议，否则变动不得导致合同价款或竣工时间的变更。

с . 7粟包方要求的变动

2 0 . 如果承包方要求的变动不经购买方的书面同意就不得作出，那将符合购买 

方 的 利 氣 5在这种情况下，合同同样可以规定，除非双方另有书面协议，否则变 

动不得导致合同价款或竣工时间的变见

21. 一种可能的情况是：某个潜在的承包人可能会通过在报价中省略某些必要 

的设备、材料或劳务，或以不足量的或不符标准的设备、材料或劳务为其价格基础， 

从而低价投标建造工厂，但期望在建造期间寻求变动和相应地增加价格。 如规定 

承包方所寻求的所有变动均需经购买方同意，会有助于避免这种情况，但程度有限。 

购买方在上述情况下将面临这样一种抉择：或是同意一项可能是必要的或有利的变 

动以使工程湘工厂符合他的要求；或是拒绝同意这项变动而依赖他的权利（如果他 

具有任何这种权利的话），就工厂中的任何缺陷或就承包人的不守信用向承包人索 

赔。

2 2 . 购买方为防范这样一种情况而能采取的最好方式是，采用适当的签订合同 

程序（即投标程序或与可能的承包人进行谈判的程序；见第三章“承包方的选择和 

合同的订立”）。 例如，如果招标文件中关于施工范围以及设备、材料相施工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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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技术特点的条款非常完善而且足够明确，从而能防止潜在的承包人以不足量的 

或不符标准的生产要素为依据报价，那将有助于避免上述情况（另见第五章“工厂 

说明和质量保证”和第八章“设备和材料的供应”，第 6 和 7 段 ）。 如果招标程 

序制订得可以使购买方能够叛别出并排除信誉不佳的或其他不可接受的公司，也将 

有所帮助„ 评价投标的标准和做法最好能够使购买方得以察别不现实的报价，并 

使报价由购买方的人员或购买方所聘请的具备必要专门知识的咨询工程师（见第十 

章 “咨询工程师”）来评价

В, 遇到不可预见的自然障碍相 

当地条例的变化而发生的工程变更

2 3  . 在建造期间可能遇到承包方在签订合同以前按理无法发现的自然障碍，例 

如水文或地下条件。 此外，在建造期间还可能有涉及工厂规模或技术方面问题的 

行政性或其他公共性质的法律规则开始生效，或现行的这类规则犮生改变，合同 

可规定由承包方或购买方承担出现这些情况的风险（见第七章“价款相支付条件”， 

第 4 4 至 4 6 段 ）。 在某些情况下，建造工程必须加以改变才能取得进展。 如 

果出现这类情况的风险由承包方承担，合同可规定承包方有义务以书面形式把必要 

的变更通知购买方并作出变更，除非购买方在变更通知递交给他之后的一段规定时 

间内以书面通知承包方不要作出该项变更。 如果风险是由购买方承担，合同可规 

定购买方有义务要求必要的变动。但是，在由于行政性或其他公共性质的强制性规则 

犮生变化或由于实行新规则而须将工程加以变更的情况下，如果购买方拒绝要求作 

出工程变更，则可视为影响工程继续的一种障碍。 合同还可进一步规定，如果承 

包方合理地反对（见上文第1 5 段 ）或没有同意（见上文第1 9 段 ）一项变动，购 

买方可以终止合同（见第二十五章“合同的终止”）。 变动是否应该导致合同价 

款的相应增加或竣工时间的延长可取决于出现使变动成为必要的情况的风险是否由 

承包方承担。



Е. 确定变动对合同价款和竣工时间的影响

2 4 . 如上文第8 段所指出，当事各方似宜在合同中规定在发生一项变动时应对 

合同价款和竣工时间所做的合理调整。 对于总付合同来说，列入关于调整价款的 

规定尤其有利，因为除非明确制订出调整价款的规定，否则这种合同的价款将保持 

不变（见第七章“价款相支付条件”. 第 2 段 ）。 同样，单位定价合同中的单位 

价格在发生变动时也可能须加改变（见下文第3 0 段），如杲合同中没有明确的规 

定，这通常是做不到的。 当事各方还会认为应该在一些规定有价款上限的费用偿 

还合同中列入这样一顼条款，因为根据这种合同，在变动导致建造费用增加的情况 

下，可以偿还给承包方的增加的费用是以不致使合同价款超过上限为限的（见下文 

第 3 2 段 ）。

1 . 合同价款

2 5 . 在变动将导致合同价款调整的情况下，合同最好是规定调整金额应该合理。 

合同最好载有一些准则，以便于确定什么样的调整金额是合理的。 这些准则可以 

帮助当事各方解决这个问题（见上文第1 1 段 ），并可在当事各方不能达成协议时 

提供由法庭或仲裁庭采用的标准。这样的准则可适用于涉及设备、材料和竣工服务 

的性质相数量的变动，但可能不适用于设计方面的变动。

红） 一次总付合同

2 6 . 如果合同载有具体类型的设备，材料或施工服务的价目表，可以规定建造 

工程中的变动在这些项目的必需数量中引起的任何变动均应依照价目表中开列的价 

格估价。然而，这些价格并非总适用。 例如，为具体类型的施工服务规定的价格 

可能是以按某一具体程序进行的工作为依据，该程序中的某种变动会使价格不再适 

宜。 因此，如果对其价格在合同价目表中已有规定的项目要作的数量变动将依据 

这些价格进行估价，那么也许应该允许在价格由于和刚才提到的相类似的原因而不



再适宜的情况下不以这价格为根据。

2 7 . 如果合同载有设备、材料湘施工服务价目表，而必需的数量变动是涉及表 

中没有开列的项目，只要这些项目与表中开列的项目类似，便可把表中所定的价格 

作为基础来对变动进行估价。

2 8 . 如果合同没有载入价目表，或是没有采用价目表来确定合同价款的调整量, 

合同可规定调整量应以所涉项目费用的变动湘下列附加因素为依据：

( a )可以酌情增减涉及变动的工程的间接费用相利润的增额。

( b )建造工程中一个方面的变动可以影响其他方面的价格。 例如，由于 

将安装在工厂中的一台设备发生变动，为安装这台设备所需的施工服 

务可能会与合同中原来预计的有所不同并更为昂贵。 这种影响也可 

以被考虑在内。

( c ) 可以把承包方承担的其他损失湘费用考虑在内，例如因中止建造工程 

所引起的损失，以及在取消某些工作时终止同分包人的合同所引起的 

费用。 6

2 9 . 如果在确定变动对合同价款的影响时应考虑到建造费用，合同最好是规定 

承包方有义务将他因作出一项变动而支付的费用准确地记帐，并在购买方提出要求 

时向其提供该帐目。

Оэ) 单位定价合同

3 0 . 单位定价合同中的单位价格可在提供具体数量的、按此方法计价的项目时 

预计。 因此，合同可规定如果将提供的这些项目的数量有很大变化，应对项目的 

单位价格进行合理的调整。 在某些情况下，当事各方有可能在合同中对将导致单 

位价格调整的项目变化的程度加以定量，也许还有可能规定调整的金额。

3 1 . 在包含土木工程的合同中购买方往往有权要求承包方完成另增加的土木工 

程，直至该工程占原有土木工程的一定比例而又不需调整单位价格。



( 0 费用偿还合同

3 2 . 如上所述（第 2 4 段），费用偿还合同也可规定在发生变动时对价款的某 

些方面进行调整。 合同可以规定，在应提供的设备、材料或劳务出现规定幅度的 

增加或减少时，指标费用湘成本上限（如果有的话）以及承包费应该按照某种规定 

的方法予以调整（对照第七章“价款相支付条件”. 第 1 5 和 2 2 段）。

2 . 竣工时间

3 3 . 变动对竣工时间的影响在第九章“现场施工”，第2 4 和 2 5 段中讨论。

第二十三章注

1 说明性条款

“⑴ 本 合 同 所 用 ‘变 动 ’一词是指施工范围的任何变动或者拟由承包方提供 

的设备、材料或施工服务的技术性质的任何改动。

“ ( 2 )承包方必须按照本条规定作出购买方要求的任何变动。

“⑶ 购买方如非按照本条提出要求，或未经购买方的书面同意，承包方不得 

作出注何变动。 ”

2 说明性条款

“⑴ 购 买方得送交承包方一顼书面的变动要求，列出变动的所有有关的细节。 

“⑵ 如果，按照本条第〔 〕款 〔见下文注4 〕，书面变动要求所指的变动 

对合同价款的影响未超过第〔 〕条规定的价款的〔 〕钩时，承包方在收到 

变动的要求时必须作出这项变动。

‘‘⑶ Ы 如果，按照本条第〔 〕款，书面变动要求所指的变动对合同价款 

的影响超过了第〔 〕条规定的价款的〔 〕％，但低于该价款的〔 〕钩， 

承包方得于收到变动要求后〔 〕天之内，向购买方提交对变动的书面反对， 

明确〔合理的理由〕〔下述理由之一或数个……〕。

( b )如果承包方未按照上文(а)项向购买方提出反对，它应在包)项规定的 

期限到期之前开始作出变动。

(c) 如当事各方之间对于承包方提出的反对变动的理由是否成立发生任



何争议，任何一方可将之提交〔列出解决争端的机关〕。 在这项程序中如确 

定承包方提出的理由无效时，承包方必须作出变动。

“(4) (а)如购买方要求的任何变动不符合本条第⑵或第⑶款规定的标准时， 

不经承包方书面同意变动，承包方无义夯作出。

(Ъ )当事各方如对关于购买方要求的变动是否符合本条第⑵或第⑶款规 

定的标准发生任何争议时，任何一方可将之提交〔列出解决争端的机关〕。 ” 

见脚注2 。

见脚注2 。

见脚注 1 湘 2。

说明性条款

〔适用于一次总付合同〕

‘‘⑴ 在出现变动的情况下，应考虑到本条第⑵ 款所规定的标准，对第〔 〕 

条中规定的价款做金额合理的调整，除非本合同另有规定。 但如果考虑到上 

述标准任何调整均不合理，则不应调整该价款》

“⑵上款所述标准如下：

如果因为变动而提供的设备、材料或劳务同〔合同价目衰〕规定的 

设备、材料或劳务的性质湘提供条件相同，则应采用价目表中为这些设备、材 

料或劳务规定的价格，除非釆用这些价格是不合理的，在后一种情况下，应酌 

情依据下文(0项所列因素估计变动对合同价款的影响。

Ы 如果因为变动而提供的设备、材料或劳务不具这种相同的性质或相 

同的提供条件，〔合同价目轰〕中的价格只要合理均应采用。 如果采用这些 

价格是不合理的，则应酌情依据下文(с)项所列因素估计变动对合同价款的影响。 

( О 以上(а)和(Ъ)项提到的因素是：

㈠ 变动的设备、材料或劳务的实际成本（或，如属省略的设备或 

材料，其市场成本）；

㈡ 合理的利润；

㈢ 变动对承包方施工其他方面的任何财务影响；

㈣ 由于变动而中止工程造成承包方的任何费用和开支；

㈤ 由于变动而造成承包方的任何其他费用和开支；

㈥ 有关变动的、应公平地予以考虑的任何其他因素。 ”



第二十四章施工的中止

提 要

本章仅论述施工的中止而不涉及任何其他合同义务的中止。 

由于大多数法律制度都没有关于中止的成熟原则，因此当事各方 

似宜考虑在合同中列入允许中止施工的条款，说明可要求中止的 

情况命中止的法律后果（第 1 和第 2 段 ）。

当事各方可以同意购买方只能依据合同明确规定的理由指示 

中止施工（第 3 段 ）。 或者，当事各方可能愿意订立使购买方 

可为其方便而指示中止施工的条款（第 4 段 ）。

合同可规定承包方在两种特定情况下有权中止施工。 第一 . 

如购买方不履行某项合同义务，情节严重到足以使7?(包方终止施 

工，则 7|1 包方有权中止施工而不采取终止施工这科更严厉的补救 

办法。 第二是购买方不履约，以致给承包方继续施工造成不合 

理的困难（第 5 至第7 段）。

合同可规定中止所采用的程序。 例如，可规定中止一方以 

书面形式将中止通知另一方。 可要求购买方以书面形式将中止 

通知承包方，说明中止生效之日湘中止的施工活动（第 9 段 ）。 

此外，当事各方似宜考虑，对于购买方不履约，承包方行使中止 

施工的权利是否应从属以下条件，即以书面通知购买方，要求在 

规定时间内履行合同，这项规定将有什么例外情况（第9 段 ）。

合同还可以规定确定中止期限的方法（第 1 0 湘第1 1 段

合同可以规定，施工经指不中止时，指不有关的一切施工活 

动即应停止，但其他部分的施工应继续进行（第 1 2 段 ）。 承 

包方根据合同规定可以有权延长工程竣工时间，以弥补施工中止 

时间相重新调度人员湘设备所需要的时间（第 1 3 段

合同可规定在中止期间结束后，合同条款应适用于恢复的工 

程。 但除了中止直接影响的条款外，其他合同条款也可能需要 

与中止条款相协调（第 1 4 段 ）。

中止对建造工程可能具有严重的破坏性后果，以致合同对承 

包方的经济可行性可能出现问题。 因此，合同可规定购买方对 

承包方所受一切损失承担责任。 在中止情况发生后确定购买方



应赔偿的损失可能会有困难。 因此，合同最好是列明应予赔偿 

的损失（第 1 5 和第1 6 段）。

在某些情况下，合同可允许承包方终止合同而不保持中止（第 

1 7 段 ）。 合同可要求承包方在中止结束后经过一段合理的时 

间后才恢复工程（第 1 8 段 ）。

А. 概述

1 . 本章仅论述中止建厂工程的问题，而不涉及建厂合同规定的其他义务，例 

如，购买方向承包方付款的义务的中斩》 按照本《指南》的设想，中止是指购买 

方为自己方便或根据合同中规定的理由，以及承包方因购买方不履约，而中断施工。 

中止的概念不包括依据困难条款中断工程以便当事各方能够重新谈判合同的某些条 

件 （见第二十二章“困难条款”，第 1 4 和 2 2 段 ），或因发生某一事件而不可能 

继续施工( 见第二十一章“免责条款”）等情况。 此外 .中止的概念也不包括购 

买方有权指示承包方停止有缺陷工程的情况(见第十八章“迟延、缺陷和其他不履 

约”，第 2 8 至 3 1 段 ）。

2 . 大多数法律制度都没有关于中止的成熟原则。 因此如当事各方愿葛规定 

中止的可能性，合同内应订立条款，说明可以中止工程的情况如中止造成的法律后 

果。

В。购买方的中止

3 . 当事各方似宜使购买方能够中止建厂工程，以使他得以解决可能遇到的但 

并非因承包方不履约而出现的种种问题。 当事各方似宜规定购买方只能有权以合 

同中规定的某些理由来指示中止。 1例如.合同可允许购买方在预期经济政策会犮 

生变化的情况下中止工程，以便使购买方有时间对情况作出评估。 合同中规定的 

理由不应包括按照免责条款可被视为免责障碍的那些情况。 为了避免解释含糊不 

清相减少发生争端的可能性，合同宜明确列出购买方可中止工程的理由。

4 . 当事各方似宜考虑规定购买方可为自己方便，即不申明任何理由，而中止



施工》 尽管利用方便条款中止的权利范围很广，但购买方不会任意援用这项权利, 

一方面由于指示中止会增加费用（见下文第1 5 相 1 6 段 ），另一方面由于工程竣 

工日期可能因而推迟（见下文第1 3 段）。 如果没有指示中止的权利.购买方可 

能得采取终止合同这种更严厉的补救办法，但假如他有这项权利，购买方可能只希 

望中止施工（见Ж二十五章“合同的终止”，第 1 7 湘 1 8 段中关于为了方便而终 

止的讨论）。

С. 承包方的中止

5 . 承包方中止施工的权利与购买方这项相应权利的范围可能不同，反映了承 

包方所承担的义务，即尽管他可能面对资金方面或其他方面的困难，他应不中断地 

继续施工和在议定的时间内竣工。 但在两种情况下，当事各方可能会觉得应允许 

承包方中止施工。 2

6 . 首先，如购买方未能履行某项合同义务，情节严重到足以使承包方有理由 

单方面终止合同（见第二十五章“合同的终止”），当事各方可能愿意使承包方有 

权中止施工. 作为采取终止合同这一补救办法的替代办法„ 不履行合同义务的例 

子可以是购买方不支付其到期应付的很大一部分合同价款。

7 . 第二种情况是，当事各方可能认为允许承包方中止施工是适宜的做法，如 

果购买方不履约而影响建厂工程，以致使承包方继续施工是不合情理的。 例如， 

在购买方提供一顼有缺陷的设计的情况下，如据此施工将危及工程或工作人员的安 

全，适宜的做法可能是允许承包方在有缺陷的设计获得修改前中止施工。

С. 中止的程序

8 . 关于购买方中止施工的程序，合同可规定购买方将中止以书面通知承包方, 

说明中止生效日期相应予中止的建造工程。 如合同仅允许购买方根据规定理由中 

止施工，合同也可以规定购买方在中止通知内说明中止的理由。

9 . 当事各方似宜规定承包方中止施工的权利应从属于以下条件，即承包方以



书面通知购买方，要求购买方在通知规定时间内履行其未履行的义务。 规定时间 

应合乎情理，并从通知送交时开始计算。 如购买方在规定时间内未履行合同义务, 

承包万得通知购买方，说明他将中止施工后中止施工。 1财Р釆取这个做法，合同 

可能也应该规定，如购买方不履约以致工程必须立即中止时（例如根据购买方提供 

的一项有缺陷的设计继续施工将危及承包方的人员），承包方在将立即的中止以书 

面通知购买方后即可立即中止施工。

1 0 . 当事各方似宜考虑关于中止时间的各种可能性》 如中止是基于合同规定 

的理由，合同可规定中止一直有效，直至中止理由不再存在时为止。 例如，如果 

合同允许承包方由于购买方未付价款而中止施工，合同可以规定中止在有关价款清 

付后即告结束。

1 1 . 如购买方为其方便而中止施工，合同可规定购买方在其中止通知内说明中 

止结束的日期。 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应允许购买方在向承包方递交后续的中лШ 

知书后将中止时间予以延长。在一切情况下，似宜允许购买方通过向承包方发出中 

止结束的通知书，在合同规定的时间或中止通知规定的时间之前提早结束中止，但 

购买方须对这样提早结束中止所造成的任何损害或引起的费用向承包方作出适当的 

补偿（关于在中止结束后恢复工程的问题，见下文第1 8 段 ）。

Е. 中止的后果

1 2 . 关于施工中止时合同双方的义务问题，合同可规定中止指示所涉的一切建 

造工程在中止期间内应予停止，但不受中止指示影响的其他莫厂工程则应继续进行。 

在购买方指示中止的情况下，合同可规定承包方在指示中止的通知所规定的日期停 

止有关施工活动（见上文第8 段 Ь 合同也许可以规定，合同任何一方即使采用 

中止施工的措施，他仍然可以根据合同规定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1 3 . 作为上述的方法的结果，合同可规定被中止履行的义务在中止期间无需履 

行，因此不履行这些义务并不构成履约延迟（对照第十八章“迟延、缺陷相其他不 

履约’’，第 4 段 ）。 合同还可以规定工程竣工时间起码应根据中止期间的长短相 

应地予以延长，或在这段时间外另加一段合理时间使承包方可为恢复工程重_ 度



人员和建造设备。 合同也许应要求承包方以书面通知购买方他认为完成工程需要 

多少额外时间，并详细说明他认为需要这一段时间的理由。

1 4 . 合同可规定在工程恢复时，除非另有规定，合同条款的适用将与中止前一 

样。 但若千合同规定可能需加修改以适应中止所造成的情况。 例如，合同可能 

要求当事各方在指示中止时延长各自的履约担保以将工程所需的额外时间包括在内 

(见第十七章“履约担保”，第 3 6 段 ）。 合同还应规定由哪一方来承担延长履 

约担保的费用。

1 5 . 虽然中止这种办法可能有用的，但对承包方的建厂工程也可能具有破坏性 

后果 例如，如果承包方在建造工程时雇佣几个分包人. 中止可能使他不能很好 

地协调他们各自的任务， 由于停止湘重新恢复工程所造成的开支. 对承包方来说， 

合同的经济可行性也可能受到不利影响。 因此，合同可规定购买方对承包方因上 

文В和 С节所述情况的中止而遭受的损失负赔偿责任。

1 6 . 在中止犮生后确定购买方应予赔偿的损失也许会有困难。 因此，合同也 

许应详尽或说明性地列出应予赔偿的损失类别，或以另一种做法，列出不在赔偿范 

围内的损失类别。 这种逐项列出的做法也将有助于购买方事先估计如果他指示中 

止会涉及哪些经费问题。 应予赔偿的损失可包括下列的一些或所有类别：7?(包方 

由于迟延履行他签订的其他合同而遭受的损失；维修相保养工程湘建造器材的费用； 

遣散工作人员的费用，包括承包方工作人员承付的开支（如这些工作人员为由于中 

止而不需要的住宿所预付的租金如交通费）；在合同签订之日湘中止期结束后恢复 

工程期间设备和材科费用的增加；留在工地的建筑设备的租金；复工命重新调度人 

员的费用，包括交通费在内；额外管理费用；分包人由于中止而使其履约行动受延 

误或使其合同被终止所应获得的赔偿；建厂工程竣工迟延所引起的费用（例如，承 

包方可能得以更高价雇佣另一分包人以取代其合同因中止而终止的分包人）。 合 

同还可规定承包方采取一切合理步骤减少中止所造成的损失相费用，并规定合同双 

方就此互相磋商。

1 7 . 合同可规定如果中止或中止累计超过合同规定的期限，承包方有权终止合 

同 （见第二十五章“合同的终止”）。 5

1 8 . 合同可规定承包方在中止结束后的一段合理时间内恢复工程, 因为立即恢



复工程可能有困难。 例如，承包方可能因为中止而取消材_ 订单，所以可能需 

要重新订货。

第二十三章注

1 说明性条款

“购买方可随时根据下述任何一项理由指示中止建厂工程或工程的任何部分， 

但他应以书面通知7粟包方，说明应予中止的工程或工程部分、中止理由，和中 

止生效日期。 合同效力不受中止所影响。 购买方可据以指示中止的理由如 

下： … … ，’

2 说明性条款

“⑴在本条第⑵和⑶款的限制下，如购买方不履行以下任何一项义务，承包 

方可中止建厂工程或工程的任何部分：……

“⑵中止不影响合同的效力.， 承包方必须以书面通知购买方其不履约证明 

所提出的中止是正当的，并要求购买方在规定的时间内履约，和说明将予中止 

的工程或部分工程。 如购买方未在规定时间内履约，承包方以书面通知购买 

方，说明他将按照巳发出的通知中止施工，即可中止建厂工程。

“⑶ 如购买方不履约因而有必要 立 即中止建厂工程或工程的任何部分，承包 

方在书面通知购买方后即可中止工程。 该通知书必须通知购买方其不履约证 

明所提出的中止是正当的。 ”

5 说明性条款

“如中止或中止累计超过— 天，承包方有权终止合同，并有权获得因终止而 

蒙受损失的赔偿，赔偿金额与合同因购买方为方便而终止的情况一样。 中止 

累计系指在不同时间内发生的中止的期间的总命，无论这些期间涉及工程的同 

一部分或不同部分。 ”



第二十五章合同的终止

提 要

合同中宜订入终止条款，以便规定一个有条理且公正的程序 

来处理发生某种为审慎起见或者有必要终止合同的情形。 在终 

止合同之前’诉诸合同规定的其他措施或补救办法来处理情况是 

合乎双方利益的。 此外，在许多情况下’合同最好规定打算终 

止合同的当事一方应将证明这种终止有正当理由的情形通知当事 

他方，并且给予当事他方一段时间,使其可在该当事方有权终止 

合同前，对这种情况加以克服或补救（两次通知制）。 在起草 

终止条款时，当事各方应考虑合同的适用法律有关这个问题的任 

何强制性规则，并且应当知道任何有关的非强制性规则（第 1 至 

6 段 ）。

当事各方似宜对尚未履行的义务终止合同，以及对有缺陷地 

履行的义务规定终止合同（第 7 段 ）。

在某些情况下，如承包方不履约，承包方违反关于合同转让 

的限制并且可能违反关于分包的限制，则合同可规定购买方有权 

终止合同（第8 至 1 0 段 ）。

合同也许最好规定遇有承包方宣告破产情事，购买方有权终 

止合同。 当事各方似可考虑对承包方提起破产诉讼时，购买方 

应否有权终止合同（第 1 1 至 1 4 段 ）。 此外，各方似可考虑 

遇有对承包方提起类似破产或有关破产的诉讼时，或对担保人提 

起破产或类似的或有关的诉讼时，购买方应否有权终止合同（第

1 5 和 1 6 段 ）。

当事各方似可考虑购买方应否有权为其方便起见终止合同(17 

和 1 8 段 ）。

合同可规定承包方有权在购买方不履约、购买方干涉或阻挠 

承包方工作的情况下，及对购买方提起破产或类似的或有关的诉 

讼的情况下终止合同（第 1 9 至 2 1 段 ）。

遇有免责障碍妨碍履行合同项下的义务的情事，当事各方似 

可规定如免责障碍持续达规定的时限，或者两次或两次以上的障 

碍的累计时间超过规定的时限，任一当事方均有权终止合同（第

2 2 段 ）。



合同可规定终止合同时当事各方的权利与义务。 合同最好 

规定，任一当事方终止合同后，承包方必须停止施工并离开工地。 

合同可规定购买方可使用承包方的施工设备和工具（或许购买方 

须支付合理的租金) 并且可向承包方购买将用于建造工厂的设备 

和材料（第 2 3 至 2 5 段）。

合同可规定遇有终止合同，购买方有义务接收工程巳完成都 

分及不受合同终止影响的部分。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由于购 

买方不履约而终止合同，可对上述规定作例外处理（第 2 6 段 ）。

当事各方似可考虑规定：在由于承包方负有责任的原囡而终 

止合同的情况下，承包方有义务将其与分包人及供应商的合同转 

让给购买方.合同宜明确授权购买方向分包人及供应商直接支 

付承包方所欠款项，并规定购买方有权要求承包方偿付这些款项 

( 第 2 7 和 2 8 段 ）。

对于购买方由于不属本身责任的原因而终止合同的情况，合 

同可责成承包方交出其所拥有的图纸、介绍材料和与工程有关的 

其他类似材料，并规定其制作尚未制作的材料并将之交给购买方 

( 第 2 9 段 ）。

合同可规定终止合同时应由当事一方向另一方支付的款项。

是否要支付和支付的金额可视终止合同的原因而定（第 3 0 至3 5  

段 ）。

合同可规定在合同终止后继续有效并继续约束当事各方的条 

款 （第 3 6 段 ）。

А . 概述

1 . 可能出现某些情况，为审慎起见或有必要在合同尚未履行完毕以前予以终 

止。 最好在合同中列入一项终止条款以便在发生这种情况时，可按规定做到有条 

理和公正的终止。 本童论述可能列入合同终止条款中的各项规定„ 除本童所述 

的各种情况外，还有另一些可以终止合同的情况，这些情况在本《指南》的其他童 

节中讨论。

2 . 终止建厂合同可视作一种作为最后手段的补救办法。 即使出现某趣情况 

使之有正当理由终止合同，但是为了当事双方的利益，通常总是力图依靠合同规定



的其他措施或补救办法（诸如要求按合同履约1 中止履行合同、要求弥补缺陷、重 

新谈判并变更合同条款或者索取损害赔偿金）夹处理这种情况。 此外，在多数情 

况下，合同似宜规定打算终止合同的当事一方通知另一当事方关于存在着被断定作 

为终止合同正当理由的某种情况’ 并且给予另一当事方一段时间使其可在第一当事 

方有权终止合同以前对这种情况加以克服或补救（如见下文第9 、 2 0 和 2 1 段 ， 

对照下文第1 2 和 1 7 段 ）„ 合同宜规定凡因任何理由终止合同均须以书面作出。

3 . 当事各方在起草终止条款时，应考虑合同的适用法律有关这个问题的任何 

强制性规则。 当事各方还应了解到适用法律与终止有关的任何非强制性规则，并 

应考虑到这些规则是否足以和适合于管制合同的终止。

4 . 关于终止合同的一般法律规则都是就销售和远不如建厂合同复杂，期限也 

短得多的其他类型的合同而拟订的，而这些规则可能不适合于建厂合同。如本《指 

南》各章所讨论的，可能在一些情况下，宜允许建厂合同的当事一方在这些法律制 

度未确认的情况下终止合同。 另一方面，也可能在有些情况下宜限制根据一般法 

律规则所允许的终止合同的可能性。 而且，一般法律规则通常并不规定有条理地 

终止建厂合同的适当程序，也不以建厂合同当事各方均满意的方式夹处理其他问题， 

如在合同终止时当事各方的权利和义务问题。

5 . 如果当事各方在合同中列入终止合同的条款，则合同宜明确这些条款所列 

的终止合同的理由是作为合同的适用法律所规定的终止合同的理由的补充，还是要 

取代这些理由。

6 . 在有些法律制度中,只有经司法同意才可终止一项合同，除非该合同明文 

授权当事一方可不经司法同意终止合同。 在这种法律制度中，如果希望当事方能 

不经司法同意即可终止合同，则合同必须有明文规定。

В. 终止的范围

7 . 当事各方似可对尚未履行的义务以及对有缺陷地履行的义务规定终止合同。 

如承包方不能按强制性的标志日期完成部分工程（见第九章“现场施工” ，第 2 1 

段 ），则合同可规定购买方有权终止工程延迟部分的合同。 或者，如因工稆的性



质不宜将工程延迟部分同应完成的工程其余部分分隔开夹，合同可规定购买方有权 

终止工程中所有尚待完成部分的合同。

С. 终止的理由

1 . 购买方终止合同

(а)承包方不履约

8 . 合同允许购买方在承包方不履约的情况下终止合同的条件在其他各章，特 

别是第九章“现场施工” ，第 2 2 段和第十八章“迟延、缺陷和其他不履约”中讨 

论。

9 . 在一些情况下承包方不履约，合同可允许承包方一段时间，使其可在购买 

方有权终止合同前进行补救。 在这种情况下，合同可釆取两次通知制。 按照这 

种办法，合同可规定购买方应向承包方递送通知，指明承包方不履约行为，并告知 

他如不在一段合理期限内或在合同订明的期限内进行补救，购买方则将终止合同。 

如杲承包方在期限届满时仍然不补救该不履约行为，购买方有权向承包方发出终止 

合同的书面通知。 但是，所允许的这段时间不宜看作合同订明的履行义务时间的 

延伸，也不应妨碍购买方由于承包方延迟履行义务而享有的权利和补救措施.'。对 

承包方不餍约而终止合同的其他情况（例如，承包方在规定动工的日期仍不开始动 

工 ，并声明将不动工），规定购买方在终止合同前等待是毫无好处的；可允许其在 

承包方不履约之时立即向承包方递送终止合同的书面通知从而终止合同’需要有两 

次通知或允许购买方立即终止合同的情况在第十八章“迟延1 缺陷和其他不履约” 

也有说明。

№ )承包方违反关于合同转让和分包的限制

1 0 . 第二十七童“合同权利和义务的转让” ，第 1 2 段论述了由于承包方违反



关于合同转让或特定的合同权利和义务转让的规定而终止合同的情况。 关于合同 

对承包方分包的限制（见第九章“分包” ，第 7 至 9 段 ），当事各方似可考虑应否 

允许购买方在承包方违反这些限制实行分包时有权终止合同。 合同可规定，即使 

承包方违反合同规定进行分包，但购买方巳同意这项分包’则购买方无杈终止合甩

(。） 承包方破产或无力清偿债务

1 1 . 如果当事一方破产，合同及其履行将受强制性法律规则管辖。 重要的是 

当事各方在起草关于终止合同的合同条款时考虑这些法律规则. 例如，有些法律 

制度可能不允许当事一方仅因当事他方破产而终止合同。

1 2 . 根据多数法律制度，已宣告破产的个人或公司的资产，包括，就承包方夹 

说 ，承包方在合同项下的权利，将从其控制下转到依有关法律制度规则指定的官员 

控制之下。 这名官员通常将停止破产者的日常营业，但为保护破产者的资产和债 

权人的权利所必要的情况除外。 因此，合同宜规定购买方有权在承包方宣告破产 

时终止合同，条件是这类终止与适用法律的强制性规则不相抵触。 合同可允许购 

买方在破产宣告后，向承包方递送终止合同书面通知，从而立即终止合同。

13 . 即使在宣告破产之前，根据一些法律制度提起破产程序本身就可能限制承 

包方分包或从第三方购买施工所需材料的能力，限制支付应付款项或者在其他方面 

继续其、丨к务的能力。 因此，当事各方似可考虑是否规定，对承包方提起破产程序 

将使购买方有权终止合同- 一方面，当另一公司或个人对承包方强制地提起破产 

程序时，承包方或许成功地驳回宣布破产的行动；所以当事各方可能认为宜于规定 

购买方应等待宣告破产后才能终止合同。 在承包方自愿提起破产|程序的情况下， 

关于破产的宣告也许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出，而如果规定购买方等待宣告破产， 

他也不会受到妨害。 另一方面，如果破产程序的提起严重限制承包方履行合同的 

能力，当事各方也许认为宜于规定即使仅提起破产程序，购买方也有杈终止合同。

1 4 . 如果当事各方决定允许购买方在承包方提起破产程序或由他方对其提起破 

产程序时终止合同’各方似可考虑购买方是否应有权在程序一提起时便立即终止合 

同，还是，在这种情况下终止合同应釆取两次通知制（见以上第9 段 ）。 在对承



包方强制提起破产程序的情况下，如果购买方只能在通知承包方之后一段时间才有 

权终止合同，承包方将有机会撤消破产程序。 然而应注意的是，这种方式在一些 

情况下可能造成购买方的损失，例如，由于在这段时间之内购买方无法聘用另一承 

包方。 在承包方自愿提起破产程序的情况下，合同可允许购买方在程序提起后立 

即终止合同。

1 5 . 除了破产外，根据许多国家的法律，还有各种类似或有关的程序（例如破 

产诉讼中财产的接管、清算、无力清偿债务. 资产转让和改组）可能干扰承包方履 

行合同。 当事各方似可考虑购买方遇有这种程序时是否应有权终止合同。 在这 

方面，上文第 1 1 至 1 4 段中讨论的关于破产的问题，也将与这些其他的程序有关。

1 6 . 如果合同规定承包方提交履约担保书（见第十七章“履约担保” ，第 1 0 

至 1 2 段 ），当事各方似可考虑在担保人卷入破产或类似或有关的程序，而承包方 

无法在合理的或已明确规定的时间内安排由可为购买方接受的另一担保人夹提供替 

代性履约担保书时，允许购买方终止建厂合同。

(4) 为方便而终止

1 7 . 当政府或政府企业作为购买方时，它可能希望合同规定购买方有杈为了方 

便而终止合同，即不必为此如在合同内所述的其他情况一样确立任何理由。 根据 

有* 法律制度，这样的购买方可囡合同内并无明确规定的理由终止合同，即使合同 

内并未规定该方可如此终止，只要他全数赔偿当事他方因终止合同而蒙受的损失。 

但是，按照另一些法律制度，除非合同规定可如此终止合同，这样的购买方不得终 

止合同。 另外，即使合同是受上述第一类法律制度制约的，当事各方似可排除一 

些种类的赔偿（如，所损失的利润，见下文第3 4 段 ），因方便而终止合同的购买方 

将无须向承包方支付这类赔偿。 为诸如此类的原因，当事各方似可考虑在其合同 

内列入关于这样的购买方因方便而终止合同的条款。 如果允许购买方因方便终止 

合同，合同可允许在向承包方发出终止通知之后终止立即生效。 2

1 8 . 购买方行使因方便而终止合同的杈利所产生的后果可能不同于因其他具体 

原因而终止合同所产生的后果（见下文第3 4 段 ）。 特别是，购买方行使这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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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所需的代价也许相当大，以致非有特殊情况则不会这样做》

2 . 承包方终止合同

(a) 购买方不履约

1 9 . 合同规定的购买方的主要义务是支付约定的价款，但是，他还可能负有与 

承包方接受付款权利有关的义务，诸如提供信用证或者接收或验收竣工工程。购买 

方在合同项下还可能有其他义务，诸如向承包方提供设计或设备和材料。 合同在 

何种情况下允许承包方因购买方不履行这些义务而终止合同，在第十八章“迟延、 

缺陷和其他'不履约”中讨论。 合同可规定两次通知制（见上文第9 段 ）, 允许承 

包方因购买方不履约而终止合同。

(b) 干扰或阻碍承包方的工作

2 0 . 合同可规定如果购买方严重干扰或阻碍承包方的工作，承包方有权终止合 

同。 在这类情况下，合同可规定两次通知制（见上文第9 段 ) 。

(c) 购买方破产或无力清偿债务

21 . 当事各方似可考虑如果购买方遭到破产、无力清偿债务或类似的程序，承 

包方是否应能终止合同。 上文第 1 1 至 1 5 段所讨论的许多关于购买方因承包方 

破产而终止合同的考虑因素，也适用于此。

3 . 由于免责障碍而妨碍履约

2 2 . 在工程建造进程中可能发生一些事件妨碍任一当事方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 

合同可规定在构成免责障碍事件时（见第二十一童“免责条款” ，第 9 至 2 6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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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当事方免除对不履行合同造成的损失承抠付款责任。 合同还可规定该当事方有 

义务将发生免责障碍一事通知另一方，并规定当事各方讨论应釆取何种措施处理免 

责障碍（见第二十一章“免责条款” ，第 2 7 和 2 8 段 ）。 当事各方似可在合同 

内规定，如果免责障碍持续一定的时间，或者如果两次或两次以上免责障碍合起夹 

超过了一定的时间，当事任何一方均可立即向另一方递送终止合同通知书，从而终 

止合同。 合同可确定允许一方终止合同的时间。 在这方面，各方可确定一段可 

造成严重的工厂竣工延迟的时间。 如果免责障碍只影响到一部分施工，合同可仅 

允许该方终止涉及该部分的合同。

0 . 终止合同时当事各方的权利与义务

1 . 承包方停止施工和撤离现场

2 3 . 合同最好规定，在任一当事方终止合同时，承包方必须停止施工。然而， 

在许多场合下，承包方在终止合同生效时即停工并离开现场，并不是可行的或可取 

的做法。 某些正在进行的作业可能必须完成，对部分竣工工程的各个部分可能必 

须釆取措施予以保护或保证安全。 如果当事各方约定承包方有义务釆取这些措施， 

最好在合同中予以明文规定。 关于应由哪一当事方对釆取这些措施承担费用的问 

题 ，见下文第5 小节。 合同还可明文规定承包方有义务一俟施工最后停止时或当 

购买方命令其撤离时立即撤离现场，而且承包方应确保其所聘用的人员或公司也在 

这种情况下撤离现场。

2 4 . 规定承包方必须撤离现场的合同条款和购买方关于撤离现场的命令也可规 

定承包方有义务将其施工设备和工具、承包方所拥有的将用于建造工厂的设备和材 

料搬离现场。 合同可规定如果承包方不这祥做，购买方有权将它们搬离现场和存 

放入库5 费用由承包方负担。 如杲合同系因承包方的原因终止，合同还可规定， 

购买方可诜择使用承包方的施工设备和工具继续施工，购买方可能须支付合理的租 

金 ，也可以按合理的价格购买在现场的用于工厂的设备或材料。 但是，当事各方 

应认识到，这些办法都可能受适用法律的强制性规则所管辖或限制。



2 5 . 在有些情况下，当事各方可能认为，最好规定购买方或新的承包人使用承 

包方施工设备和工具的权利受到第三者（例如出租人）的权利的限制. 然而在其 

他一些情况下，当事各方可能认为最好不把这一条件写入合同，而实际上若承包方 

同意购买方或新的承包人可使用施工机械相工具，则要求承包方弄清楚，这样做不 

会妨碍第三者的利益，并要求承包方承担妨碍第三者利益的风险。

2 . 购买方接收工程

2 6 . 除了下文所述例外情况外，合同可规定，在终止合同时，购买方有义务接 

收已完成、不属于终止对象的各部分工程。 合同可明确规定，在终止生效后一个 

短时期内，承包方必须把工程移交给购买方，而购买方必须接收该工程。 然而， 

如果承包方终止是由于购买方不履约，合同可规定，如果购买方接收工程与承包者 

因购买方不履约而拥有的权利有抵触（例如，承包方根据保留所有权条款拥有的权 

利；见第十五章“财产所有权的转让” ，第 8 段 ），购买方则无杈接收工程。

3 . 转让同分包人和供应商签订的合同以及购买方支付欠分包人和供应商的款项

2 7 . 当一项工程合同终止时，可能还有承包方与分包人和供应商签订的一些合 

同尚未履行。 在有些情况下，购买方由于工程合同终止而对上述合同没有兴趣。

然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例如，如果这工程将由购买方或购买方聘用的新承包人来 

完成，购买方或新的承包人可能愿意接收其中的某些合同。 另一种可供选择的办 

法是，购买方或新的承包人也可能愿意与这些分包人或供应商签订新的合同。 如 

果原来的合同是不可转让的，或者如果购买方或新的承包人不愿意转让合同而承担 

巳终止合同的承包方对分包人或供应商应尽的全部义务，就会这样作（另见下文第

2 8 段 ）。 只要分包人或供应商与原承包方所签合同的义务已获解除，签订新合 

同将是可行的。 因此，遇有由于属承包方责任的理由（例如，由于承包方不履约 

或承包方破产或无力清偿债务）终止合同，如果购买方在其终止合同通知书中要求 

承包方转让或终止上述合同，以及如果转让或终止是可能的，当事各方不妨考虑责



成承包方把这些合同转让给购买方或新的承包人，或终止这些合同。 工厂合同中 

最好规定承包方在他与分包人或供应商签订的合同中列入一条条款，使他在工厂合 

同终止时有杈终止这些合同。

2 8 . 在打算转让合同或与分包人或供应商签订新的合同时，可能由于承包方所 

欠各该第三方的债款而引起困难。 第三方可能不愿意继续参与该工程，除非原承 

包方过去所欠他的债款巳予还清。 再者，第三方可能拒绝交付在终止合同前巳经 

承诺提供但尚未获得付款的购置项目，或者甚至收回巳经交付的设备和物资。 所 

以，购买方需要有权直接向第三方支付原承包方过去所欠第三方的款项，并由原承包 

方偿还这些支付款。 如果购买方接受了与第三方所签合同的转让，根据某些法律 

制度的规定，将有义务支付过去应付的偾款。 工厂合同最好明文授权购买方直接 

支付这些债款并规定购买方有权得到承包方偿还这些款项。

4 . 图纸、介绍材料和类似的各项材料

2 9 . 如杲购买方打算完成已终止合同的承包方所留下的未完成的工作，购买方 

可能希望莸得设计、图纸、计算书. 说明书、专有技术的和工程的文件以及其他与 

承包方业已完成或有待完成的建造工程有关的各项材料。 如杲谇项工程或技术只 

有承包方知晓，或者如果由于其他原因工程师或新的承包人不能制作这类材料，则 

荻得这类文件资料就会是很重要的。 因此，当事各方似宜规定，如果购买方囡为 

应由承包方负责的原因，或者更加广义地说，因为购买方不承担责任的原因（即不 

是由于其不履约、破产或无力清偿债务）而终止合同，则承包方有义务向购买方提 

交承包方所拥有的这类材料。 承包方在履行这种义务时，如第三方对将提供给购 

买方的材料拥有工业产权或其他知识产权，承包方可能必须征得第三方的同意。此 

外 ，合同最好规定承包方有义务安排制作那些尚未制作的图纸和文件（例如操作手 

册 ），并将这些图纸相文件交给购买方，牿别是当另一承包人难于或根本无法制作 

这类图纸和文件时，更应如此。



5 . 当事一方对他方的支付

(a) 囡承包方负有责任的理由引起的终止

3 0 . 当事各方似宜规定，如果因承包方负有责任的理由（例如承包方不履约或 

者破产或无力清偿债务）而终止合同，承包方无权取得他尚未完成的建造工程的付 

款。但是，合同可规定承包方有权接受他在终止合同前圆满完成的建造工程的该部 

分价款。 在费用偿还式合同或单位定价合同的情况下，确定这部分价款应不特别 

难。在一次总付合同的情况下，如果把价款按工程的具体构成部分划分，将便于确 

定属于已完成部分的价款（见第七章“价款和支付条件” ，第 7 段 ）。

3 1 . 购买方终】Ь合同时，他可能要支付一些费用和蒙受损失，如果不终止合同 

并且如承包方完成工作，购买方就不致支付这些费用和遭受损失。 如果是因为承 

包方不履约而终止合同，合同中可规定以损害赔偿金的方式（见第二十章“损害赔 

偿” ）赔偿购买方的这些费用和损失。 如果是由于承包方破产或无力清偿债务而 

终止合同，合同最好明文规定承包方必须赔偿购买方哪些种类的费用和损失。例如， 

合同可规定承包方有义务赔偿购买方为使部分竣工的工程在由新的承包人复工前得 

到保护或保证安全而支出的费用，以及因终止合同而欠其他承包人或供应商的罚金 

或费用。 此外，合同还可规定，如聘用新的承包人完成该工程的造价超过了根据 

合同本应付给承包方的费用，承包方则有责任补偿购买方这笔额外费用。 合同还 

可规定，承包方必须赔偿购买方由于终止合同引起工程竣工延迟和由于必须聘用新 

的承包人完成工程而遭受的损失э

(b) 因购买方负有责任的理由引起的终止

3 2 . 如粜因购买方负有责任的理由（例如购买方不履约或破产或无力清偿债务） 

而终止合同， 合同可规定承包方有权荻得属于其已圆满完成的工程部分的该部分 

价款。 如果是因为购买方不履约而终止合同，合同可规定以损害赔偿金的方式(见 

第二十章“损害赔偿” ）赔偿承包方因合同终止而支付的费用和遭受的损失。如果 

是由于购买方破产和无力清偿债务而终止合同，合同最好明文规定购买方必须赔偿



承包方哪些种类的费用和损失。 例如，其中可包括：对工程进行保护或保证安全 

需要釆取的任何措施或购买方要求采取的任何措施所需的费用’遣返人员以及施工 

设备和工具的费用，只要该费用尚来包括在已付或应付承包方的金额中，以及承包 

方因终止与分包人或供应商的合同而应付的罚金或费用。

(С) 因任一当事方均不负有责任的情况引起的终止

3 3 . 合同可规定，如果因任一当事方均不负有责任的情况而终止合同（例如， 

免责障碍），承包方有权荻得属于其已圆满完成的工程的该部分价款。 但是，当 

事各方应考虑以最公平的办法来处理因终止合同而引起的各自的费用和损失。一种 

可能办法是平均分担或按照商定的办法分担这些费用和损失。 另一种可能办法是 

由当事各方承抠各自的费用和损失。

(а) 为方便而终止

3 4 . 如果合同允许购买方在其方便时终止合同，合同可规定遇有这种终止，购 

买方须向承包方支付属于在合同终止前业巳圆满完成建造工程的该部分价款以及赔 

偿承包方由于合同终止而承付的费用和遭受的损失（见上文第3 3 段 ）。 当事各 

方似宜考虑承包方是否应有权就因方便而终止的合同部分的利润损失得到补偿。一 

方面，承包方为履行整个合同可能已放弃了其他承包机会。 另一方面，购买方有 

义务补偿承包方的利润损失，这可能从财务上阻止购买方行使其因方便而终止的权 

利。也可以釆用下述办法；合同中规定购买方须支付承包方的利润损失赔偿金比额 

表 ，赔偿金额的多寡依为方便而终止合同时所完成的建造阶段而定。 支付这种赔 

偿金时，承包方无须证明他损失的利润数额。 与取得损失利润赔偿金有关的各种 

问题在第二十章“损害赔偿” ，第 8 段中讨论。

3 5 . 在为方便而终止合同时，购买方可能已收到承包方的工厂设计，但是设计 

的价值可能还未在根据承包方业已圆满完成的工程购买方已经支付或应支付承包方



的价款中充分反映出夹。 为处理这些情况，合同可规定购买方必须就设计补偿承 

包方，只要在已付或应付承包方的价款中并未另外体现这种补偿。

Е. 某些合同条款的继续有效

3 6 . 在某些法律制度下，终止合同可解释为使所有合同条款终止，其中包括当 

事各方可能希望其继续有效的条款，诸如关于终止合同时当事各方的杈利与义务的 

条款、对已建造工程的质量保证、对有缺陷的履约的补救办法、以及诸如关于解决 

争端和保密的条款.当事各方最好注意确保其所希望继续有效的杈利、义务和补 

救办法不因合同终止而失效。 为此，当事各方可在合同中规定这些条款即使在合 

同终止之后仍将继续有效并对当事各方有约束力。

第二十五章注

' 说明性条款

“⑴购买方可不经法院授权或其他任何方面授权’按照下列条款规定就尚未 

履行的义务终止合同：

( a )如果承包方未能按本合同第一条规定的时间开始施工，购买方可向承包 

方递交书面通知，要求他开始施工，并指明如果承包方未能在递交这一 

通知后的〔一段合理时间〕〔一 天 〕之内开始施工，购买方将终止本合 

同。 如果承包方在该期限届满时尚未开始施工，购买方可向承包方递 

交书面的终止通知，终止合同。 但是，如果承包方向购买方表示他将 

不开始施工，则购买方有权立即终止本合同。

( b )如果承包方不能按本合同第〔 〕条所列强制性的标志日期完成某一部 

分的施工任务，购买方得向承包方递交书面通知，要求他完成这部分施 

工任务，并指明如果承包方未能在递交这一通知后的〔一段合理时间〕

С — 天〕之内完工，购买方将终止本合同。 如果承包方在该期限届满 

时尚未完成这部分施工任务，则购买方可向承包方递交书面的终止通知， 

终止〔工程延迟部分的〕〔工程中所有尚待完成部分的〕合同。

“⑵ 上 文 第 (1)(а)和Ш款中提出的给予承包方额外时间履约的规定不й看作第 

С 〕条明确规定的履行义务时间的延伸，也不应妨害购买方由于承包方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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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履行义务而享有的权利和补救措施。

(3) 本条所列终止理由是购买方依本合同的适用法律可提出的终止理由的补 

充 〕〔替代〕。” 

г 说明性条款

“购买方可在任何时候，不经法院授权或任何其他方面授杈，通过向承包方递 

送终止通知书，以第…条所列理由之外的任何理由终止本合同或本合同的任 

何部分。”



第二十六章建造后备件和服务的提供

提 要

购买方在工厂竣工并接收工厂后，将需取得备件来替换磨损 

或损坏了的部件，并对工厂进行保养、修理和操作。 购买方似 

宜从承包方那里获得他所需的备件和修理、保养及操作服务。在 

工厂竣工后，购买方需要承包方在供应备件和服务方面提供多少 

援助.将取决于购买方所拥有的或可能获得的技术和熟练工作人 

员 （第 1 至 3 段 ）。

发展中国家的购买方最好能在本地荻得或备有为对工厂进行 

保养、修理和操作所需的备件和技术及拮能。 为此，他可争取 

在同承包方签订的合同中荻取为制造这些备件和提供这些服务所 

需的技术拮能的转让。 向购买方人员转让技术和技能可通过承 

包方承担的培训义务来实现。 这类转让对发展中国家非常有用, 

Й为这可促进它的工业化进程（第4 和 5 段 ）。

如果双方能预测购买方在工厂竣工后需要什么备件和服务并 

在工厂合同中作出规定，则会大大有利于双方在这方面作好规划。 

如果不能预测，则应采取其他办法（第 7 至 9 段 ）。 能否在工 

厂运行寿命期内继续不断荻得备件，对于购买方来说极为重要(第

1 0 和 1 1 段 ）。

可以要求愿意承建工厂的人指舟在一段规定的运转时同内需 

要什么备件. 以及他以何种价格和在什么时间内可以提供这些备 

件 （第 1 2 和 1 3 段 ）。 能继缍不断获取备件对发展中国家的 

购买方来说极为重要。 因此，他必须采取步骤.通过适当的合 

同规定，确保承包方或供应这些备件的供应商能不断提供(笫1 4 

段 ）。

如果备件不是承包方制造而是供应商为承包方制造的，购要 

方也可宁愿同这些供应商订立合同而不愿从承包方那里荻取这些 

备件。 或者，另一办法是，购要方似宜请承包方作他的代理人 

采购这些备件（第 1 5 和 1 6 段 ）。

当事各方可在合同中涉及与备件的定货和交货有关的问题。 

合同可载明将供应的备件的规格，并规定对它们提供质量保证



( 第 1 8 至 2 0 段 ）。

可要求未来承包方说明他准备提供什么保养服务以及他在多 

长时间内提供这些服务。 可要求承包方提出一项旨在确保工厂 

在整个寿命期内正常运转的保养方案，并根据这项方案来确定承 

包方的保养义务（第 2 2 至 2 4 段 ）。

合同可明确规定承包方在进行保养时应遵守的标准。 可要 

求承包方在每次保养工作完成后提交报告。 合同可写明保养服 

务的费用如何确定以及适用的付款条件（第 2 5 至 2 8 段 ）。

合同还应清楚确定承包方的修理义务的范围。达成确保工厂 

在发生故障时能迅速得到修理的合同安排是符合购买方利益的餚

2 9 和3 0 段 ）。 为确保修理迅速进行，应在合同中规定购买 

方将需要修理一事通知承包方的程序以及承包方将需要进行进一 

步修理一事通知购买方的程序。 可要求承包方向购买方提交一 

份修理报告。 还可要求承包方提供保证，保证对修理上的缺陷 

承担责任（笫 3 1 至 3 5段 ）。

合同似宜仔细限定承包方应对工厂的技术操作承担的任何责 

任的范围。 这可根据一份分工表来进行，这份分工表载明在进 

行这类技术操作时分配给承包方工作人员的职责。 购买方和承 

包方在工厂投产期间的管理分工也应清楚订明（第3 7 和 3 8段)。 

合同可规定这类服务的费用如何确定以及适用的付款条件(第3 9 

段 )。合同可规定购买方为承包方对工厂进行的保养、修理和操 

作工作提供方便。 在保养和修理方面.购买方似宜考虑提供本 

地可得到的设备和材料( 第4 0 段 ）。

合同应订明承包方应于何时开始承担供应备件、保养.修理 

及操作的义务，并确定承包方承担这些义务的期限，或建立一些 

办法以便在较后时间决定这个时限。 如果合同规定承包方在一 

个较长的时限内承担义务，似宜列出一些修改承仞方的义务的办 

法，特别是修改这些义务的范围和购买方应付的费用的办法。如 

果义务期限较短，可商定自动延续（第 4 1 和 4 4 段 ）。

当事各方似宜在合同中涉及有关供应备件. 保养.修理和操 

作的义务的终止问题。 合同可规定购买方有权在送交通知一段 

时间后终止这些义务（第4 5 段 ）。 当事各方似宜对当事一方 

不履行有关供应备件、保养、修理和操作的合同义务规定一套除 

终止之外的补救办法（第4 6 段 ）。



1 . 购买方在工厂竣工并接收工厂后（见第十三章“竣工、接收和验收”，第 

1 段 ）. 将需取得备件来替换磨损或损坏了的部件，并对工厂进行保养、修理和操 

作。 在某些情况下，购买方似宜要求承包方负责提供部分或全部备件和必要的保 

养. 修理和操作服务。 关于备件供应和工厂维修，购买方也许需要承包方在整个 

工厂运行寿命期间提供这类援助，而关于工厂的保养和操作，也许只在工厂开始投 

产后一段有限时间内需要这类援助。

2 . 虽然备件供应以及工厂的保养、修理和操作分别在本章不同节内论述，但 

它们在某些方面是相互关连的。 例如，定期保养主要是一项预防性工作，它有助 

于防止工厂某些部分或设备发生故障而需要花很多钱修理。 因此，购买方有极大 

兴趣确保定期对工厂进行保养，以期尽量减少修理。 此外，工厂和设备的保养及 

修理都需要备件。

3 . 在提供备件和服务方面. 购买方究竟需要承包方提供多少援助，将取决于 

购买方拥有的或可获得的技术和熟练工作人员。举例说，当购买方接收工厂时，他 

可能没有熟练工作人员来对工厂进行技术操作。 在这种情况下，购买方也许希望 

承包方至少在开始阶段协助操作工厂。在某些情况下. 购买方也许希望承包方提供 

工作人员来担任工厂的许多技术工作，而在其他情况下，他也许希望承包方只提供 

技术专家，以咨询人员的身份同购买方的人员协同逬行若干专业性很强的操作。关 

于提供备件和修理及保养服务，购买方也许在当地或从其他来源得不到这类备件和 

服务，因此他不得不依赖承包方提供。

4 . 发展中国家的购买方最好能从当地来源获取必要的技术和技能以制造为保 

养及修理工厂所需的备件。 从长远来说，这样做可减少购买方的外汇费用及其对 

承包方的依赖。 为此，购买方似宜签订这样的合同安排，根据这些合同安排，必 

要的技术和技能将转让给购买方自己的工作人员，或转让给设在他的国家的专门制 

造备件的企业。 这类转让对发展中国家本身来说也比较有用，因为通过掌握技术 

和传播工业技能，它将增强其自力更生能力，从而促进其工业化进程。

5 . 向购买方的人员转让技术和技能可通过承包方承担的培训义务来实现。某



些合同规定，承包方有义务培训购买方的工作人员，以便对工厂某些特定部分或特 

别的设备进行保养和操作( 见第六章“技长转让”，第 2 6 至 3 2 段 ）。 而在其 

他合同里，承包方可能有更多义务。 例如，按照产品到手合同，承包方可能有义 

务不仅要培训购买方的人员，而且还要表明购买方人员使用合同规定的原料和其他 

投入能够使工厂运转并实现商定的生产指标（见第二章“缔约方法的选择”，第 7 

段 ）。

6 . 当事各方应注意工厂所在国也许有一些涉及与备件供应和工厂的保养、修 

理和操作有关的某些问题的强制性法律条例（例如为了确保工厂的安全操作的目的)。 

当事各方在制定关于这些问题的合同条款时应考虑到这些条例。

в . 合同安排

7 . 如果当事各方能预测购买方在工厂竣工后需要什么备件和服务并在工厂合 

同中作出规定，则会大大有利于当事各方在这方面作好规划。购买方可能发现.他 

在签订合同前的谈判期间比在此之后期间更容易就承包方提供的备件和服务的多少、 

此项供应义务的期限湘支付的价格等问题同承包方达成协议。

8 . 但是，在许多情况下，购买方究竟需要什么备件和服务，在谈判时还不太 

明确（例如，也许不能预测工厂竣工时是否能在当地获得技术人员，或所需备件的 

准确数量）。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可行的办法是，在合同中确定可能需要的援助 

种类，并规定如购买方在工厂竣工之前需要这类援助，承包方有义务在自己的能力 

范围内提供这些援助。 合同可规定借以确定购买方为这些服务所支付的价格的办 

法。合同似宜对在签订合同时能就其达成协议的各项问题（例如备件或服务的质量 

以及付款的条件）作出规定。 如果有关某些问题的合同条件拟在将来询定，则合 

同可确定当事各方《无法达成协议时应遵循的程序（见第二十九章“争端的解决”， 

第 3 段 ）。

9 . 处理购买卞在签订合同时对备件和服务的需要的不确定性的另一办法是， 

当事各方就这些问题签订另一份合同。 这份合同可在工厂接近建成时签订，因为



那时购买方对其需要可能比较清楚。 1 如果关于提供备件和保养或修理服务的合 

同安排不是同承包方签订而是同备件或服务供应商签订， 那就必须另外签订合同 

( 见下文С节和В节 ）。

с • 备 件

1 0 . 在工厂运行寿命期间能不断取得备件对购买方来说极为重要。 发展中国 

家的购买方比发达国家的购买方往往期望工厂的运行寿命更长一些，因此能否取得 

备件对这些购买方来说尤其重要。 为此，购买方可要求参加投标的企业或正在与 

他谈判的企业在其投标书或报价内列入一项建议，说明在一段规定时间内（例如在 

工厂投产的头两年时间内）所需备件的种类和数量，在工厂开始投产后该企业准备 

在多长时间内负责供应这些备件，它准备以何种价格供应这些备件以及它准备在多 

长时间内维持这些价格。 购买方也可要求该企业指明哪些备件将由它自己制造， 

哪些备件将由供应商提供，并提供这些供应商的名字。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承 

包方也许不能肯定地预测购买方所需备件的种类或数量。 这些需求可能因工厂的 

操作方式不同而有差异。 此外，虽然可对例常磨损因而需要定期更换的部分所需 

备件的数量作出相当准确的估计，但是很难预测哪些备件或有多少备件将由于例外 

原因（例如由于事故或设备使用不当而出现破损）而必须更换。

1 1 . 合同也可能载列一些条款，保护购买方不会因承包方对需要例行更换的备 

件估计不准确而受到损失。 例如，合同可规定承包方应按成本回收根据其估计过 

量供应的备件。 相反地а合同也可规定，购买方有权按原价或减价购买额外的备 

件，以补足承包方估计的数量与实际所需数量之间的差额。

1 2 . 备件通常分两类。 第一类是既可从承包方那里也可从某些其他来源莸得 

的标准备件。 第二类是承包方或承包方指定的其他企业制造的非标准备件，而且 

这些备件只适用于安装在为购买方建造的特定工厂里的设备。 对于标准备件来说, 

在许多情况下，向承包方以外的来源购买会方便一些，而且较为便宜。 但是，购 

买方似宜要求承包方承担义务在工厂竣工时提供一批数量有限的标准备件，以满



足工厂开始投产后直至购买方建立了自己的供应来源之前这一段时间的需要。 合 

同还可要求承包方将能供应各种标准备件的供应商的名字以及向这些供应商购买备 

件的好处告诉购买方。 合同还可进一步要求承包方提供备件规格说明书和其他资 

料，使购买方能从供应商那里获得最佳价格和服务。

1 3 . 关于非标准备件，购买方似宜要求承包方在工厂竣工时提供足够数量的这 

类备件（例如够工厂投产两年之用) 。 这类备件可与拟用于工厂的设备同时生产， 

并同这些设备一齐运到工地，这样做通常可节省生产和运输费用。 如果承包方的 

价格在合同签订后很可能大幅度上涨，则购买方似宜大量购买这些备件。 但购买 

方在决定拟提供的备件数量时，似宜考虑这些备件的搁置寿命。

1 4 .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购买方来说，能否继续不断地获取备件极为重要，因此 

他必须采取步骤在合同签订时确保能获得这些备件。 购买方尤其宜于确保非标准 

备件的不断供应（见上文第1 2 和 1 3 段 ）。 购买方也许需要提防承包方可能停 

止生产这类备件。 确保供应的一个办法是，合同规定承包方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 

内，甚至在工厂运行寿命期内提供备件。 另一办法是，购买方可设法要求承包方 

承担义务向他提供必要的图纸、规格说明书、技术资料和许可证，使他能够自己制 

造或请人为他制造非标准备件。 但是，对企业没有能力制造这些备件的发展中国 

家的购买方来说，这后一种办法是不适当的（见下文第1 7 段 ）。关于由承包方指 

定的供应商制造的非标准备件，购买方可设法要求该供应商承担义务在一段相当长 

的时间内提供这些备件，或者设法荻取为制造这些备件所需的图纸、规格说明书、 

技术资料和许可证。

1 5 . 关于由承包方指定的供应商制造的非标准备件（见上文第1 2 段 ），工厂 

合同还可要求承包方承担义务提供这些备件。 承包方将通过向供应商获取备件的 

办法来履行这项义务。 在这种情况下，合同宜规定承包方象对其制造和提供的设 

备那样对这些备件负责（见第八章“设备和材料的供应” ）。 这个办法的好处是 

购买方已知道承包方的资信，而且在承包方提供备件之前巳与承包方有长期的合同 

关系，如果备件有缺陷，承包方将要负责。 另一办法是，^买方也许愿意同这些 

供应商签订合同（关于这类合同可列入哪些义务，可见上文第1 4 段 ）。 如果承 

包方已向供应商提供非标准备件的规格说明书，则购买方必须征得承包方的同意才



能同这些供应商直接交易。 在这种情况下，合同可规定承包方不得无理拒绝这项 

要求。

1 6 . 如果购买方想同供应商订立合同，他似宜请承包方做他的代理人，向这些 

供应商釆购备件。 工厂合同可规定承包方提供有关采购的服务。 这些服务可包 

括例如同可能的供应商接触，确定所需备件的数量，取得竞争性报价，评价这些报 

价，就采购、交货安排和对购买方人员进行库存管理培训等问题提出建议。 也可 

授权承包方代表购买方同供应商订立合同。

1 7 . 在特殊情况下. 购买方或其国家的其他企业可能具有制造工厂所需备件的 

专门技术知识。 在这种情况下，合同可要求承包方向购买方提供为进行这类制造 

所需的规格说明书、图纸和技术数据。 对于供应商为承包方制造的产品.特别是 

如果供应商对该产品的工业产权在承包方国家或购买方国家可强制执行时.这一方 

法是不适用的。 在这种情况下. 购买方宜在合同生效之前获得制造备件的许可或 

供应商对其制造的认可。 应当注意，承包方的质量保证或其他保证可能因购买方 

使用承包方没有授权使用的备件而无效。

1 8 . 工厂合同可涉及与备件的定货和交货有关的问题。 例如，它可确定什么 

时候交货（例如. 它可要求有些备件每隔一段规定时间自动交货.而另一些备件则 

根据购买方的定单交货）。 合同也可规定定货的方式以及在收到定单后在多长时 

间内应发货（例如在收到定单后一个月内）。 购买方似宜规定，如果交货逾期， 

应付一笔约定的款项（见第十九章“约定违约金和罚金条款” )。 合同可规定， 

诸如风险转移、包装.缴付关税和税款以及其他备件交货事故等问题将根据公认的 

贸易条件（例如船上交货，成本、保险费加运费）来解决。 2 备件价格可按承包 

方的报价来商定（见上文第1 1 段 ）。 当事各方还可商定适用的付款条件（如付 

款的货币、时间和地点；见第七章“价款和支付条件”）。

1 9 . 合同可说明将提供的备件的技术规格，也可规定备件的规格必须同最初用 

于工厂的备件的规格一样。 此外，合同可列入一项有关备件的保证..规定凡在保 

证期届满以前发现并向承包方发出通知的缺陷，均应由承包方承担责任（见第十八 

章 “迟延、缺陷和其他不履约”）。 由于在某一日期供应的备件可能在较后时间 

才使用，因此要确定保证期的长短和从何时起算可能会有困难。 一种可能的办法



是，规定较短的保证期，从备件使用之日起算，另外再规定一个较长的期限..从备 

件交货之日起算，无论备件是否巳使用，此期限终止时，保证期即告期满。 对不 

同备件应规定不同期限. 这取决于备件的性质和使用情况。 另一个较简单的办法 

是，规定单一的保证期，从备件交货之日起算，这里，对不同的备件也应规定不同 

期限。

2 0 . 在工厂建成后，承包方对自己制造并负责作为备件提供的某些产品，可能 

作出改进或重新设计。 当事各方可能都有兴趣以改进的或重新设计的产品取代原 

先供应的备件。 合同似宜规定承包方随时将所作改进或重新设计通知购买方，如 

果购买方愿意，双方可进行谈判，以改进的或重新设计的备件取代原先商定供应的备 

件。

2 1 . 购买方工作人员最好能开发技术能力来安装备件。 为此，合同可规定承 

包方承担义务提供必要的操作说明书、工具和设备。 这些说明书应以购买方工作 

人员马上能明白的格式和语言编写。 合同也可规定承包方承担义务提供“如建造 

的”图纸3 指出各设备部件如何相互连结，如何使用设备的不同部件来安装备件以 

及进行保养和修理。 在某些情况下，还宜于规定承包方承担义务对购买方人员进 

行备件安装方面的培训。

2 2 . 为了帮助购买方保养工厂，合同可规定承包方有义务在工程竣工之前提交 

一项保持工厂在整个寿命期内按合同规定效率运转的保养计划。 保养计划将包括 

如下事项：工厂的定期检查；润滑、清洁和调整；更换有缺陷或损坏的备件等。保 

养还可包括组织方面的工作，例如制定保养日程表或建立保养记录。.合同还可规  

定承包方提供标明适当保养程序的保养手册。 这些手册应以购买方工作人员易懂 

的格式和语言编写。

23 • 购买方可要求投标人或进行合同谈判的企业说明其是否准备提供保持工厂 

正常运转所必需的保养服务、准备在多长时间内提供这些服务以及准备以什么价格 

提供这些服务。



2 4 . 购买方似宜请一名咨询工程师来审查承包方提出的保养计划和程序С见第 

十章“咨询工程师” ）。 咨询工程师的报告可使购买方能够一方面确定哪些保养 

工作可由他自己进行（考虑到他所拥有的技术力量、承包方承担的培训义务（见第 

六 章 “技术转让”，第 2 6 至 3 2 段 ）以及他所拥有的保养设备) , 另一方面确定 

哪些保养工作需要承包方的援助。 涉及保养工作的合同条款宜于具体说明拟由承 

包方保养的项目（例如整个工厂，或只是某些特定设备），并规定承包方将承担的 

保养义务。 如果主要设备是由供应商为承包方制造的, 则购买方最好是另外同 

供应商签订保养合同，因为他们更有资格保养这些设备。 为了使购买方能够签订 

这些合同，工厂合同可规定承包方承担义务在工厂竣工之前，将需要保养的设备的 

供应商的身份告诉购买方。

2 5 . 工厂合同宜于具体说明承包方在进行保养工作时应遵守的标准。 如能 

得到专业机构制订的保养规范或标准，就可参照这些规范或标准来拟订承包方的义 

务。 如果没有这些规范或标准，合同可规定保养工作应按专业工程师在承包方国 

家进行这类保养时所遵守的标准来进行》 另一个办法是规定保养工作应产生的结 

果。 例如，合同可规定承包方对工厂( 或工厂一部分）所进行的保养达到这样的 

标准3 即在一固定时期内该工厂（或该部分）按合同规定运转的时间达到预期运转 

时间的某一规定百分比。 由承包方不为之负责的原因造成的工厂不能运转的情况 

( 例如购买方工作人员操作上的过失），则不应属于这类承诺的范围。

2 6 . 承包方可承诺在每次保养工作结束后立即提出一份保养报告。 合同可要 

求该报告陈述已进行的保养活动，并附上列明各工种人员所花时间和使用工艺的记 

录。合同还可要求该报告列出在该工厂中发现的任何缺陷，以及需要在承包方义务 

范围外进行的任何修理或保养工作，如果承包方能进行这些修理或保养工作，还应 

列出估计费用。

2 7 . 合同如规定购买方工作人员同承包方工作人员一起进行保养工作，则有助 

于证明工厂获得妥善保养。 这也可作为对购买方工作人员进行保养程序培训的有 

效手段。 购买方所付保养费用可以规定为对承包方所承担一切义务一次总付的款 

额另加承包方进行保养活动所花费用。 这一办法适用于例行性质的保养工作。另 

一办法是当事各方商定花在保养工作所涉各工艺的时间的单位价格。 还有另一办



法是，合同规定付给承包方一笔费用，作为他的间接费用和利润，并规定按费用偿 

还法补偿费用。 在这种情况下，合同宜明确规定承包方的哪些费用应予偿还（见 

第七章“价款和支付条件”，第 1 6 至 2 0 段 ）。

2 8 . 合同可对应付保养费用规定支付条件。 诸如支付货诈、时间和地点等问 

题可在合同中加以解决（见第七章“价款和支付条件” ）。 关于支付时间，合同 

可规定在承包方完成每一次保养工作随即提交发票和上文第2 6 段所述报告后的一 

段规定时间内付款。

Е. 修 理

2 9 . 达成确保工厂在发生故障时可迅速获得修理的合同安排是符合购买方利益 

的。 在许多情况下，承包方比第三者更有资格进行修理。 此外.如果合同不准 

购买方将承包方提供的技术透露给第三者. 那么对进行修理的第三者的选择只能以 

保证不透露承包方的技术且为承包方所接受的人为限。 此外.如果主要设备是供 

应商为承包方所制造的，购买方最好同供应商单独签订修理合同，因为他们更有资 

格进行修理。 在确定承包方应承担的修理义务时，宜明确规定这些义务，并将这 

些义务同承包方根据质量保证对补救工厂缺陷承担的各项义务区别开来（见第五章 

“工厂说明和质量保证”，第2 6 至 3 1 段 ）。

3 0 . 承包方将承担的修理义务的范围取决于购买方是否愿意由自己来进行某些 

修理工作（例如更换有缺陷的次要设备)。 此外，承包方在质量保证期内承担的 

修理义务可能比他在保证期届满后承担的修理义务要少，因为许多故障将属于弥补 

缺陷的义务范围（见上一段）。 承包方的义务无法写成具体的修理工作，因为所 

需的修理工作将由特定故陳的性质来决定。 即使购买方自己来进行修理，他在完 

成修理之后仍可能需要承包方葙助启动工厂。 因此，购买方似宜考虑列入一项规 

定，规定承包方在购买方完成修理后提供协助。

3 1 . 由于有些修理工作可能需要从速进行，因此合同宜清楚订明购买方据以要 

求承包方进行修理的程序。 合同可具体写明在发生故障时通知承包方的方式（如 

电传. 电话），以及承包方在接到通知后多长时间内必须检査故障和开始修理。双



方可商定修理按费用偿还办法来进行，即购买方支付承包方由于进行修理而合理支 

出的费用，另加一定数额作为劳务费。 合同还可规定，在进行修理之前，购买方 

有杈使用工厂或工厂的某些部分，只要工厂或这些部分仍能运转，而且不会无理地 

妨碍修理工作。

3 2 . 有时，尽管存在缺陷，如果工厂仍能运转，也无需立即进行修理。 在这 

种情况下，合同可规定承包方提出一份报告，载述所需修理工作、估计费用湘排定 

修理时间表（见上文第2 6 段）。 根据这份报告，当事各方将可商定据以进行修 

理的条件。 当事各方宜在合同中规定，如果当事各方对技术问题有不同意见，从 

而使他们不能就修理时间表取得一致意见，则由一公断人来确定时间表（见第二十 

九章 “争端的解决”，第 1 6 至 2 1 段 ）。 如果双方不能就付给承包方的修理费 

用达成协议，合同可规定按费用偿还办法支付。 当事各方最好将他们就修理达成 

的协议写成书面文件。

3 3 . 工厂合同可规定有关修理费的付款条件。 付款的货币、时间和地点均可 

在合同中加以规定（见第七章“价款和支付条件” ）。 关于付款的时间，合同可 

规定，在承包方完成修理工作并提交发票和修理报告后一段规定时间内付款С见下 

文第3 4 段 ）。 如果承包方承担义务在收到故障通知后很短时间内检査该项故障 

则当事各方似宜商定由谁来支付承包方因设置专职人员以便随时前往检査而承担的 

费用。 当事各方似宜规定承包方进行修理时所应遵守的标准（另见上文第2 5段)。

3 4 . 购买方宜荻得修理工作巳妥善完成的证明，因此当事各方应商定提供此种 

证明的方式。 合同可规定承包方在完成修理工作后提出一份报告，陈述故障原因、 

巳做的工作以及修理所用材料。 合同还可规定该报告附有一些记录，证明各工种 

人员所花时间以及使用的工艺。 在某些情况下，可由当事各方对修理工作进行联 

合检查，以查证修理是否妥善；在另一些情况下，承包方可通过工厂正常运转来提 

供这类证明。 也可象上文第2 7 段就保养问题所说那样，购买方工作人员同承包 

方工作人员一起进行修理工作，从而证明修理妥善完成。 合同可规定，如果当事 

各方不能就修理是否妥善完成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则将此问题提交一公断人去解决 

( 见第二十九章“争端的解决”，第 1 6 至2 1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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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 合同还可规定承包方向购买方提供一项保证，根据这项保证，承包方对在 

规定的修理保证期届满之前发现并向他发出通知的修理上的缺陷承担责任。 此外, 

如果承包方安装新设备或在现有设备上安装新部件是修理工作的一部分，则应规定 

他对新设备或部件提供质量保证（见上文第1 9 段 ）。 合同宜规定，如果承包方 

在进行修理时发现还需进行更多的修理工作，他必须向购买方提出有关这些修理工 

作的报告。

3 6 . 虽然修理工作通常在现场进行，或在工厂所在国的其他地方进行，但有时 

也可能需要将某一部件送至承包方的国家修理。 合同可规定购买方负责作出安排， 

将该部件运往承包方国家. 并在该部件交付承包方之前为该部件买必要的保险。合 

同也可规定承包方负责帮助购买方作这类安排（例如提出有关妥善包装的意见，荻 

取承包方的囯家所需的进口许可证）。 还可规定承包方负责作出安排，将修理好 

的部件运回购买方的国家，并买必要的保险。 合同宜确定由谁来承担运输所涉的 

风险和费用以及为这些风险保险的费用。 合同也可规定当事各方在与运输有关的 

各种事项（如结关）上互相合作。

操 作

3 7 . 合同宜仔细规定承包方对工厂的技术操作承担义务的范围。 为此目的， 

购买方和承包方应相互磋商，拟定一份分工表，载明工厂技术操作上所需的关键工 

作人员以及每一个人担负的职责。然后，可确定承包方所雇人员将担任的职位，并 

具体规定这些人员应具有的资历和经验。 分配给承包方的雇员担负的职位尤应认 

真确定。 在确定承包方应提供何种人员时，双方应考虑到购买方的国家现行的有 

关雇佣外国人的任何强制性条例。

3 8 . 为了避免发生摩擦和影响效率，宜清楚限定每一方的工作人员对另一方工 

作人员行使的权力。 例如，购买方雇佣的工厂总经理可能需要向承包方雇佣的工 

程师发出某些政策指示。 相反地，承包方雇佣的工程师可能需要向购买方雇用的 

下属工程师发出指示。 当事各方似宜商定一项程序，根据这项程序，当事一方可 

按具体理由辩驳另一方工作人员对其工作人员发出的指示。 此外.当事各方似宜



商定一项处理当事一方对另一方提出的投诉（例如不称职、效率低、未遵照指示执 

行等）的程序。 这项程序可以是，例如，由各方的一名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小组 

进行调杳。 合同可规定. 如果针对某些雇用人员的严重投诉查明属实，则雇用他 

们的一方必须在一个规定的期间内把有关人员撤换，费用自负。 此外，合同可规 

定购买方有权要求承包方撤换其任何工作人员，即使对该工作人员无查明属实的投 

诉。 双方似宜确定这项撤换所涉费用应如何由双方分摊。

3 9 . 如果在签订合同之前能对承包方在提供需要他提供的操作服务方面所花的 

费用作出合理的估计. 则合同可将这类服务费用明确规定为对承包方在一段规定时 

期内承担的所有义务一次总付的金额。 另一个确定费用的办法是，将支付固定金 

额与费用偿还法结合起来（见第七章“价款和支付条件”，第2 段 ）。 对于其 

费用可合理佐计的项目（例如工厂操作人员的薪合、住宿费和旅费）. 可按固定金 

额支付，而对其余的支出项目，则按费用偿还法支付。 如果承包方承担的操作 

责任与工厂的生产能力和盈利能力有密切关系. 购买方似宜考虑支付承包方一笔奖 

金 （例如占每年营业额的一定百分比），但是购买方也同样要向自己的雇员支付奖 

金， 当事各方宜在合同中规定适用的付款条件（例如关于付款的货币，时间和地 

点的问题）（见第七章“价款和支付条件”）。

0 . 购买方对承包方的服务提供方便

4 0 . 购买方可承诺以某些具体方式为承包方进行的工厂保养、修理和操作提供 

方便。 例如，他可同意协助承包方为其工作人员领取入境签证或工作证，协助承 

包方安全进入工厂，把对该工厂的原结构进行的、可能影响到其保养、修理和操作 

的更改通知承包方，并把当事各方在保养、修理和操作过程中应遵守的强制性和其 

他安全条例通知承包方。 在保养和修理方面，购买方似宜考虑提供本地可得到的 

设备和材料，因为这样做可减少费用。 如果这样做，合同可确定购买方承担提供 

的设备和材料。 此外. 购买方可考虑向承包方的工作人员提供其他方便，例如住 

宿和交通。 如果购买方愿意提供这类方便.合同似宜确定这类方便所涉费用如何 

由双方分摊。



Н. 当事各方义务的开始和期限

4 1 . 合同宜订明承包方应于何时开始承担供应备件、保养、修理及操作的义务。 

关于备件的供应，见上文第1 3 和 1 4 段。 保养义务开始日期可能取决于承包方 

所担负的其他义务。 例如，如果承包方在购买方验收工厂后一段规定时间内对工 

厂操作承担全部责任，则额外的保养义务将在该规定时间届满时开始。 修理义务 

可在购买方接收工厂之日开始。 承包方开始承担操作义务的日期可在考虑了工厂 

开始投产前必须满足的其他条件（例如是否能雇到购买方拟雇用的工作人员）之后 

才确定о

4 2 . 当事各方有时很难确定关于供应备件、保养、修理及操作的义务的期限。 

一个方法是规定承包方在一个相当长的固定时絜内承担这些义务，这个期限甚至可 

以是工厂运行寿命期。 如果购买方不预期他或其国内的其他企业会有能力在接收 

工厂后一段短时间内制造这些备件或提供服务，就可采用这个办法。 第二个办法 

是规定承包方在一较短的固定时期内承担这些义务，然后按同一期限自动延续，除 

非延续受到阻碍（见下文第4 4 段 ）。 如果承包方的义务延续一段短时间，而购 

买方希望承包方在该时间届满后继续承担义务，则他需就义务再延续一段时间问题 

进行谈判。 但是，如果承包方不同意延续义务，则这个办法可能给购买方带来困 

难。

4 3 . 合同宜载列有关修改承包方就备件、保养、修理和操作承担的义务的办法， 

特别是这些义务的范围和购买方应付的价格。 购买方可能增强自己的能力，因此 

可能希望由自己担负起原来由承包方承担的供应某些备件和服务的义务。 相反地, 

购买方在工厂投产期间可能发现，其原以为自己能提供的某些备件或服务实际上无 

能力提供，因而希望承包方供应这些备件或服务。 如承包方承担的义务范围有任 

何修改，通常价格也需调整。 因此，合同可规定，义务范围和价格可定期审査并 

由当事各方商定（例如对义务期限每两年一次，或在每次延续义务时），并规定购 

买方有权在审查时要求缩少或扩大义务范围。 合同可规定，如果承包方没有能力 

提供新增加的服务，他可不应允所提的要求。

4 4 . 即使承包方的义务范围在定期审查中并无改变，但由于为履行这些义务所



必需的货物和服务的成本发生变化，因此也应修订应付价格。 当事各方似宜规定， 

在每次定期审査时，应把成本的变化考虑在内，如有必要可商定新的价格。 另一 

种办法是，如能得到一适当物价指数，当事各方可将应付价格同该物价指数联系起 

来。 这样. 价格便可按该指数的变化自动加以修订（见第七章“价格和支付条件”, 

第 4 9 至 5 5 段 ）。 但该指数的构成应能适应有关义务的特定情况。 对于本章 

所述的承包方的义务，通常不宜采用用以修订工厂建造价款的指数。

工. 终 止

4 5 . 当事各方也似宜讨论有关供应备件、保养、修理和操作的义务的终止问题。 

如果义务期限是一个相当长的固定期间（见上文第4 2 段 ），合同可允许购买方在 

该期限结束前，只要以书面通知承包方，就可终止这些义务。合同可规定，在购买 

方送交通知一段规定时间后，便可终止这些义务。 这段时间应足够长，使承包方 

能逐步取消为履行这些义务而作出的安排，且不至于遭到损失。 为了进一步保护 

承包方的利益，合同可规定这些义务只能在承包方提供的服务过了一段规定时间后 

才能终止。 如义务期限是一固定期间，并可自动延续（见上文第4 2 段），则合 

同可规定，购买方只要在不迟于承包方义务最初期限或经延续期限结束前一段规定 

时间发出不延续的书面通知. 便可使这些义务不再延续。不论义务期限是单一的相 

当长的规定期间还是可一直延续的较短期间.购买方均应有权在上述时间以外的时 

间为其方便而终止这些义务. 只要他赔偿承包方因义务终止而遭到的任何损失（见 

笫二十五章“合同的终止’’，第 1 7 和 1 8 段 ）。购买方似宜有这种权利.以便能 

在碰到机会时以较低的价格从另外来源获得这些备件和服务；但是，他不应有权取 

消在终止之日巳发出的订货单（见上文第1 8 段）。 合同还可规定，如当事一方 

有某种不履约行为，例如履约延迟一段规定时间或没有达到指定的履约标准，则另 

一方可终止义务。 此外，合同可规定，如当事一方破产或无力清偿债务，或一方 

因免责障碍而在一段规定时间内不能履行义务. 则另一方可终止义务（见第二十五 

章 “合同的终止”. 第2 2 段 ）。



«Г. 终止以外的补救办法

4 6 . 当事各方似宜在合同中就当事一方不履行有关供应备件、保养、修理和操 

作的义务规定一套除终止以外的补救办法。 他们似宜从本《指南》关于没有履行 

施工义务的各补救办法中选出对有关义务适用的补救办法（见第二十八章“迟瓦 

缺陷和其他不履约”、第十九章“约定违约金和罚款条款”及第二十章4‘损害赔偿”)。 

另一办法是，他们可让合同的法律适用来确定这些补救办法。

第二十六章注

1 欧洲经济委员会编写了一份《关于起草涉及工厂及其他工程的保养、修理和操 

作服务的国际合同指南》，这份指南将有助于当事各方单独起草一份或多份关 

于保养、修理和操作的合同（ЕСЕ/ТКА1)Е/1 54 ) 。

2 贸易条件可参照国际商会所编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国际商会出版物 

第3 5 0 号. 1 9 8 0 年 ）来确定。



第二十七章合同权利和义务的转让

提 要

本章讨论的合同权利湘义务的转让包括，第一，整个合同的 

转让，由新的一方取代合同原来的一方，第二，合同项下某些具 

体权利和义务的转让（第 1 至 4 段）。

当事各方可能发现合同宜规定只有经非转让方书面同意才允 

许一方转让整个合同或合同的某些具体义务（第 5 至 6 段 ）。 当 

事各方似乎还宜规定必须在另一方同意或不反对的情况下才可转 

让合同权利。 某些合同权利可以作为例外处理，例如，承包方 

转让其从购买方获得付款的杈利（第 7 段 ）。

合同可能载有在转让时保障非转让方利益的条款》例如规定 

承包方转让其从购买方获得付款的权利时，购买方得词样享有工 

厂合同项下有关给承包方付款方面的抵销权。 而且，当只有经 

非转让方同意才可进行转让时，当事各方似宜规定，转让方进行 

转让时必须遵守据以同意转让的任何条件。 合同可以要求转让 

方将转让以书面通知非转让方（第 8 至 1 1 段 ）。

合同宜规定违反转让条款的转让的后果（第 1 2 段 К

А. 概述

1 . 本章讨论的合同权利命义务的转让包括，第一，整个合同的转让，由新的 

一方取代合同原来的一方，第二，合同项下某些具体权利和义务的转让》 本 《指 

南》区分整个合同的转让，或合同项下具体义务的转让湘合同项下权利的转让。

2 . 大多数法律制度载有关于当事一方进行转让并确定转让的法律效力的规则。 

当事各方通常可以在其合同中列明转让的条件，不过，这样做的时候应该考虑到适 

用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例如，规定任何转让必须获得国家当局的核准），这些规定 

可能限定转让权或规定转让的法律后果。

3 . 本章论及当事一方自愿转让合同或者合同项下的权利相义务，而不牵涉到



由于法律的实施而执行的转让。 诸如当事人的继承、合并和改组这类问题也涉及 

合同权利和义务的转让，但通常按照适用法律加以解决，因此不包括在本章的讨论 

范围内。 此外，当国家为合同的当事一方时，国家将决定由哪一个国营企业负责 

执行合同，而任命或改变执行合同的и营企业并不发生转让。 本 《指南》认为， 

分包合同不是一种义务转让，故分开来讨论（见第十一章“分包”，第 1 段 ）。

4 . 在考虑转让合同或合同项下的权利和义务的条件时，当事各方应该注意这 

种转让对其中任何一方同第三方可能有的合同权利和义务的影响。 例如> 如果第 

三方出具担保书作为7果包方履约的担保, 承包方如在未获担保人同意的情况下转让 

其作为担保标的的义务，则可能使该担保无效。 因此，宜在承包方转让其义务之前 

获得担保人的同意。

В. 整个合同或合同义务的转让

5 . 工厂合同当事各方的合同关系通常以相互信任作为基础。 特别是，购买 

方对承包方的选择通常是基于承包方的技能和经验，承包方的声誉、财力以及其他 

类似的个人特有因素。 倘若承包方能够把合同或其某些义务转让给不拥有相同于 

承包方的技能和专门知识的第三方3 很可能给购买方带来严重的问题。 同样，如 

果承包方向某一子公司作出这样的转让，而该子公司又没有本身的资产或财政资源 

以供不履约时给购买方支付赔偿金之用，则购要方有可能蒙受损失。 对承包方而 

言，如果合同，或购买方支付价款的合同义务被购买方转让给一个没有能力继续支 

付价款的受让Л , 则承包人很可能被置于不利的地位„

6 . 出于上述理由，当事各方可能认为宜规定只有经非转让方书面同意才允许 

当事一方转让合同或合同的具体义务、 在这样的情况下，合同可能规定转让方有 

义务以书面通知非转让方其转让意愿，表明打算转让整个合同还是合同的具体义务， 

列出提议的受让人的姓名和地址湘提议的转让生效日期。 合同可以禁止转让方进 

行转让，除非非转让方以书面同意转让。



С . 合同权利的转让

7 . 当事各方也可能希望规定，在转让某些具体的合同权利时需要非转让方的 

书面同意（对照上文第6 段 ）。 或者，合同可以允许转让方进行转让，除非非转 

让方在收到转让方关于转让意愿的书面通知后的一定期间内向转让方送交反对所提 

议的转让的意见书，其中列明反对转让的各项合理的理由。 反对转让合同权利的 

合理理由可以是，非转让方相应义务的履行可能因转让而受到妨碍，或由于转让的 

权利同某项义务密切相连使得权利的转让危害到义务的履行- 当事各方就理由是 

否合理而产生的争端也许可以按照合同的解决争端条款来加以解决（见第二十九章 

“争端的解决”）。 不过，对于须经同意或没有合理反对意见才可转让某些合同 

权利这一要求，当事人似宜作出例外规定。 在某些情况下，合同可以规定承包方 

不必征得购买方的同意便可转让其从购买方收取款琐的权利。 '承包方往往犮现必 

须作出这样的转让，以便筹借资金或获得资金融通，用以购买设备相供应品，支付 

工资或其他履行合同所需的费用，或从出口信贷保证安排中获得好处。

I ) .保障当事各方利益的其他条款

8 . 多种其他的条款也可以订入合同内，以便在转让整个合同或合同项下具体 

杈利或义务时保障当事各方的利益。 以下各段讨论这类条款的一些例子。

9 . 在转让合同或某些具体的合同权利和义务时，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根 

据适用法律，对于受让人，非转让方无法享有相同于他在工厂合同项下对转让方的 

权利。 因此，合同可以包括一些条款，争取确保非转让方的地位就所转让的合同 

或权利和义务而言不因转让而受到损害。 例如，工厂合同可以规定，承包方转让 

其从购买方获得付款的权利时购买方得同样享有在工厂合同项下有关给承包方付款 

方面的抵销权。 不管转让是否要获得同意，或在权利转让方面，是否以非转让方 

不反对为准，工厂合同都宜列入这样的规定。

1 0 . 其次，当合同规定在未事先征得非转让方同意不得转让时，非转让方可能 

希望在符合某些条件下才能同意转让。 例如, 根据适用法律，合同的转让免除了



转让方履行其合同的义务.非转让方可能希望只有在转让方保证受让人履行这些义 

务的情况下才同意转让。 当事各方似宜在其合同中规定，在进行任何在一定条件 

下才予以同意的转让时，必须遵守这些条件。 2

1 1 . 让非转让方知道什么时候完成转让是重要的。 不管所提议的转让是否以 

非转让方同意或不反对为准，非转让方宜获得确认转让实际上巳经作出的通知。合 

同因此可要求转让方以书面通知非转让方关于转让、转让已经或将生效的日期以及 

受让人的身你合同可进一步规定，非转让方在收到通知以前，有权把转让方当作 

合同项下唯一享有权利湘负责履行义务的人。 5

Е. 违反合同进行转让的后果

1 2 . 合同可能最好规定违反工厂合同进行转让的后果。 合同可以规定转让在 

转让方湘非转让方之间不生效，而就意欲转让的权利或义务而言，转让方仍受到工 

厂合同项下要求其履行的一切义务和非转让方享有的全部权利的约束。 4 或者，当 

事各方可能希望在其合同上规定倘若转让方违反了合同关于转让的条款，非转让方 

有权终止合同。 合同也可以允许非转让方向转让方要求赔偿由于违反合同进行转 

让而蒙受的任何损失（见第二十章“损害赔偿”）。

第二十七章注

' 说明性条款

“⑴除下面规定的以外，本合同的任何一方不得将本合同项下的任何权利或 

义务转让给第三方，

“⑵愿意转让其在合同项下的权利或义务的当事一方须将其转让愿意以书面 

通知非转让方，列出要转让的权利或义务，提议的受让人姓名和地址和提议转 

让生效的曰期。

“⑶ 〔备选条文1 〕愿意转让合同项下的任何义务〔或权利〕的当事一方只 

有当非转让方以书面同意提议的转让时才有权作出转让。

“〔备选条文2 〕愿意转让其合同项下的任何权利的当事一方在向非转让方送 

交本条第⑵款所指的通知后〔 〕日有权作出转让，除非在上述〔 〕日的期



间内，非转让方向愿意转让方送交反对转让的意见书，列出合理反对的理由。 

当事各方有关反对理由合理性的争端可由任何一方按照〔本合同的解决争端条 

款 〕提交解决。

‘‘⑷ 不 过 . 承包方可以转让本合同项下从购买方获得付款的权利，以便筹借 

资金或从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获得信贷，或从某出口信贷保证安排中获得好处. 

或为了其他类似目的，而不必考虑到本条第⑵或⑶款的各项规定• ”

说明性条款

“若按照本合同的规定，当事一方在未征得非转让方同意时不得转让本合同， 

则非转让方可规定只有在转让方满足某些条件时才可以转让，而在进行转让时， 

转让方必须遵守这些条件》 ”

说明性条款

“当事一方转让其在本合同项下的任何权利或义务时，必须将要转让的权利或 

义务，受让人的姓名和地址以及转让巳经或将生效的日期通知非转让方，而非 

转让方在收到该项通知以前，有权把转让方当作本合同项下唯一享有权利和负 

责履行义务的人。 ”

说明性条款

“如果当,一方违反本合同的规定转让其在本合同项下的任何权利或义务，该 

转让在转让方如非转让方之间不生效，而就意欲转让的权利或义务而言，转让 

方仍受到本合同项下要求其履行的一切义务相非转让方享有的全部权利的约束》”



第二十八章法律的选择

提 要

当事各方在一定限度内可以选择管辖其相互间合同义务的法 

律规则（第 1 至 3 段 ）。 在未作选择的情况下，有关这些规则 

的不确定性可能源于两个因素。 若干国家的法院可能都有权对 

当事各方之间的争端做出裁决。 由于各法院将适用其本国的国 

际私法规则，结果便会有若干可能的国际私法制度可确定合同的 

适用法律。 第二，即使业已知道将由哪一国际私法制度确定合 

同的适用法律，但该法律制度的规则有时过于笼统而不能较肯定 

地确定适用法律（第 4 至 6 段 ）。

因此，当事各方似宜在法律的选择条款中规定应由某一特定 

国家的法律管辖其合同。 如果当事各方不是选择某一特定国家 

的法律，而是选择一般法律原则或某些法律制度的共同原则作为 

其合同的适用法律，便会产生一些困难（第 9 段 ）。

在许多情况下，当事各方似宜选择工厂建造地所在国的法律 

为适用法律在有些情况下，它们似宜选择承包方国家的法律 

或第三国法律（第 1 1 段 ）。 如果有的国家同时有若干法律制 

度适用于合同（如某些联邦国家），则宜指明其中哪一法律制度 

应适用于合同（第 1 2 段 ） 在选择法律时，某些因素可能是 

有关的（第 1 3 段

如果国际私法规则允许当事各方约定以不同法律制度的法律 

规则适用于合同中不同杈利和义务，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最好还 

是选择一种单一的法律制度管辖所有的权利和义务（第 1 4 段 ）。 

如果当事各方希望合同的适用法律为签订合同时的现行规则而不 

受其以后规则变动的影响，则可明文加以约定。 但是，如果该 

规则变动具有强制的追溯性质的话，则上述约定将无效（第 1 5  

段

可以采用不同方法起草法律选择条款。 其中一种方法可仅 

约定合同由所选定的法律管辖。 另一种方法可约定合同应由所 

选定的法律管辖，并列出应由该法律管辖的问题的说明性清单。

还有一种方法可约定所选定的法律只管辖该法律所列出的问题(第 

1 6 段 ）0



如果有若干承包人参与建造工作，则购买方宜选择同一法律 

作为其与各承包人签订的合同的适'用法律。 承包方也宜选择同 

一法律作为其与各分包人和供应商签订的所有合同的适用法律第

1 9 段 ）。

当事各方似宜注意到《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可能 

适用于建厂合同3 并为此做出适当的规定（第 2 0 和 2 1 段 ）。

除由于当事各方选定法律或国际私法的规则而使法律规则适 

用于合同之外，在当事各方国家中现行的某些行政性或其他公共 

性质的强制性规则也会对建造工作的某些方面产生影响。当事各方 

在起草合同时应考虑到这些规则（第 2 和2 2 段 ）。 其中某些 

规则涉及拟建工厂的技术方面，有些规则禁止或限制出口、进口、 

技术转让和外汇支付，另一些则对涉及到工厂建造工作的活动征 

收关税和赋税（第 2 3 至 2 5 段 ）。

А. 概述

1 . 在本《指南》中，将管辖当事各方相互间合同义务的法律规则称作“合同 

的适用法律^。 当事各方对这些规则的适用可以实施某种程度的控制，因为许多 

法律制度允许当事各方经过协议选择合同的适用法律。 但某些法律制度对这种选 

择有一定限制（见下文第7 段 ）。

2 . 建造工作的某些特定方面可能受到当事各方国家和建厂所在国（如果该国 

并非购买方国家的话）实施的行政性或其他公共性质法律规则的影响，而不论合同的 

适用法律为何。 这些法律规则为公共利益而管理某些事项，例如建厂过程中应遵 

守的安全标准、环境保护、进出口和外汇的限制，以及关税和赋税（见下文第2 2 

至2 5 段 ：к

3 . 此外，在可由当事各方指定应受所选定法律管辖的具体问题方面可能有一 

定限度。 例如，不论当事各方选择合同的适用法律为何，设备或材料所在国的法 

律可管辖该项财产所有权的转让，而建厂地所在国的法律可管辖该工厂所有权的转 

让 （见第十五章“财产所有权的转让”，第 3 段 关 于 解 决 涉 及 合 同 的 争 端 的  

仲裁程序和诉讼程序应受何种法律制度的程序颊则管辖这一问题在第二十九章“争



端的解决”，第 8 、 3 3 和 5 2 段中予以讨论。

В. 合同的适用法律的选择

4 . 当事各方宜选择合同的适用法律。 否则由于适用什么法律不确定，使得 

当事各方很难在履行其合同义务过程中遵守适当的法律颊则。 由于未选定法律而 

产生的不确定性来源于两个因素。

5 . 首先，合同的适用法律是由适用某一国法律制度的国际私法颊则来决定的。 

当产生涉及合同或合同履行的争端并需通过司法程序予以解决时，解决争端的法院 

所适用的国际私法栽则将确定合同的适用法律。 法院将适用其本国的国际私法颊 

则。 如若在合同中未就专属管辖权条款达成协议( 见第二十九章“争端的解决”， 

第 5 2 段 ），则若干国家的法院均可能有权就当事各方之间产生的争端做出裁决，

因而就可有若干可能的国际私法制度可以确定合同的适用法律。 当争端要通过仲 

裁程序予以解决时，将由仲裁庭确定什么法律适用。 如果当事各方未选定合同的 

适用法律，则有时就难于预料仲裁庭认为合适的国际私法制度将确定什么法律为合 

同的适用法律。

6 . 造成合同的适用法律不确定的第二个因素是，即使事先业巳知道将由哪一 

国际私法制度确定合同的适用法律，但该法律制度的规则可能过于笼统或过于含糊， 

以致不能较肯定地确定建厂合同的适用法律。

7 . 允许当事各方选择合同的适用法律的限度将取决于有关的国际私法制度的 

规则。 根据某些国际私法制度，当事各方的自主权是有限的，仅允许他们选择一 

种与合同有某些联系的法律制度，诸如当事一方所在国或履行合同所在地的法律制 

度о 由于拟解决争端的法院将适用其本国现行的国际私法规则，因此当事各方应 

商定选择会得到可能有权解决其争端的法院所在国的国际私法规则承认的法律。如 

果当事各方就专属管辖权条款达成协议，则他们尤应确知所选定的有管辖权的法院 

将承认他们对法律的选择。

8 . 根据其他国际私法制度，允许当事各方在不受上述限制的情况下选择合同 

的适用法律。 如果通过仲裁程序解决争端，仲裁员通常将适用由当事各方所选定



的法律。

9. 一般而言，当事各方宜选择某一特定国家的法律管辖其合同。 今后可能 

提起法律诉讼所在国的国际私法规则可能不承认对一般法律原则或若干法律制度(如 

当事双方国家的法律制度）的共同原则的选择是有效的。 即使这种选择是有效的3 

也许很难确定什么法律原则可以解决涉及工厂合同的那类争端。 不过，这种选择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实际可行的。

1 0 . 许多法律制度把法律选择条款解释为不包括适用所选定法律制度的国际私 

法规则，即使该条款并未如此明文规定。 但是，如果这一解释并非必然，则当事 

各方似宜在该条款中指明他们所选定的法律制度的实体法律规则应适用于合同。否 

则，法律制度的选择便可被解释为包括该法律制度的国际私法颊则，而这些规则又 

可能会规定另一法律制度的实体规则应适用于合同。

1 1 . 在许多情况下，当事各方似宜选择建厂所在国的法律或购买方国家（如果 

该国不是建厂所在国的话）的法律为合同的适用法律> 在某些工厂合同中，当事 

各方似宜选择承包方国家的法律为合同的适用法律。 在其他合同中，当事各方可 

能愿意选择当事双方均知晓的以适当方式处理产生于建厂合同的法律问题的第三国 

法律。 如果合同规定某一特定国家的法院有专属管辖权解决合同的争端，则当事 

各方似宜选择该国的法律为合同的适用法体》 这种做法可以加速司法程序并减少 

费用，因为法院在一般情况下确定和适用其本国法律要比确定相适用其他囯家的法 

律容易得多。

1 2 . 在若干法律制度均适用于合同的情况下（如在某些联邦国家中），似宜具 

体指明适用其中哪一种法律制度，以避免不确定性。

1 3 . 当事各方在选择合同的适用法律时似乎还宜考虑到下列因素：

( a ) 当事各方对该法律的了解或了解该法律的可能性；

( b )该法律以适当的方式解决由工厂合同引起的法律问题的能力；

(c) 该法律在多大程度上含有强制性规定，会妨碍当事各方在合同中根据 

其需要解决由合同引起的问题。

1 4 . 某些法律制度的国际私法规则允许当事各方规定不同法律制度的法律规则 

应适用于合同中不同的法律问题或不同的权利和义务。 当事各方之所以有时这样



做，是因为他们认为某一种法律制度可以较另一种法律制度更好地处理某些问题， 

或因为合同中有相当大的部分要在不同的国家履行。 然而，如果当事各方采取这 

种做法，便会产生困难，因为不同法律制度的法律规则可能并不一致，从而在将这 

些规则适用于合同时产生脱节或前后不一的情况。因此，当事各方似宜选择一种单 

一的法律制度作为合同的适用法律，并管辖其所有的合同权利和义务，除非出现特 

别重要的相反因素。

1 5 . 管辖当事各方权利和义务的法律制度规则发生变更时，这种变更可能具有 

或不具有追溯力；如果它们不具有追溯力，则在变更生效之前签订的合同不受这些 

变更的影响。 如当事各方希望只有签订合同时的现行法律规则才能适用于合同， 

则他们可以在合同中加以明文规定。 但是，当事各方应知道，如果法律的变更具 

有强制性的追溯力的话，则这种限制将不起作用。

1 6 . 起草法律选择条款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 一种方法可仅仅规定合同应受 

所选定法律的管辖。 ' 如果已经明确所选定来解决当事各方之间争端的机构将以选 

定的法律适用于当事各方希望由该法律管辖的一切问题，则这一方法就已足够了。 

第二种方法可规定合同将由所选定的法律管辖，并列出应由该法律管辖的所有问题 

的说明性清单。 2 如果当事各方认为确保特别是说明性清单所列问题将受所选定法 

律的管辖是合乎需要的，则这种方法也许有用。 第三种方法可规定所选定的法律 

仅管辖该条款所列问题。5 如果当事各方希望明确限定应由所选定的法律管辖的问 

题，可使用这一方法。 按照这一方法，该条款未列的问题将由适用的国际私法规 

则所决定的法律来管辖（见上文第5段 ）。

1 7 . 根据某些国家的国际私法制度，可以认为法律选择条款是与当事各方所签 

订合同的其他部分相分离的一项协议。 根据这些法律制度，即使合同的其他部分 

失效，法律选择条款仍将继续有效，除非失效的根据也延伸及该法律选择条款。在 

合同失效而法律选择条款继续有效的情况下，合同的订立、失效及失效的后果，将 

受所选定法律的管辖。

1 8 . 根据某些国际私法制度，所选定的法律可以管辖权利的时效，而根据其他 

法律制度，有关时效（诉讼时效）的规则属程序性质，不能由当事各方在其合同中 

加以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将适用法律诉讼进行地的程序规则。



1 9 . 当事各方对合同的适用法律的选择仅涉及管辖其相互间合同权利和义务的 

法律规则；这一选择通常不直接影响非建厂合同当事人的那些人（如分包人、承包 

方或购买方所雇用的人员，或某一当事方的债权人) 的权利和义务所适用的法律。 

如果拟由若干承包人参与建造工作（见第二章“缔约方法的选择”，第 1 7 至 2 5 

段 ），购买方似宜选择同一法律作为其与各承包人签订的每项合同的适用法律3 以 

便统一和协调各承包人对合同的履行，并协调因不履约而产生的法律后果。 出于 

类似的原因，承包方亦宜选择同一法律作为其与各分包人和与各供应商签订的一切 

有关建造工厂合同的适用法律。

2 0 . 当事各方似宜注意到，《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公约》4在下列情况下适用 

于货物销售合同：当合同当事各方的营业地点位于不同国家，而这些国家都是该公 

约的缔约国时，或当国际私法规则导致适用某一缔约国的法律时，如当事各方选择 

某一缔约国的法律时（第 1 条）。 该公约第3 条规定，供应尚待制造或生产的货 

物的合同应视为销售合同，但两种例外情况除外。 第一种情况是，该项公约不适 

用于承包人的绝大部分义务在于供应劳力或其他服务的合同。 第二种情况是，如 

果由订购货物当事方负责供应制造或生产这种货物所需的大部分材料，则该公约便 

不适用于供应这种尚待制造或生产货物的合同。 根据这些条款，可以认为该公约 

可适用于某些建厂合同。 如果将第3 条应用于某一特定建厂合同的情况而不能确 

定该公约是否适用于该合同，则当事各方似宜明文解决这种不确定性的问题。

2 1 . 尽管该公约并不解决涉及建厂合同的特殊问题，但它却为解决有关这类合 

同的许多一般性问题提供了依据。 而且，该公约允许当事各方排除该公约的适用， 

并可以在除十分有限的情况以外偏离其任何条款或改变其效力（第 6 条）。 因此, 

当事各方可自由调整该公约的条款使之适应其合同的需要。

С. 公共性质的强制性法律规则

2 2 . 除了根据当事各方对法律的选择或根据国际私法规则而适用的法律规则之 

外，当事各方的国家或其他国家（如分包人国家）实施的某些行政性或其他公共性 

规则可能影响到建造工作的某些方面。 这些规则往往是强制性的，而且通常是针



对在该颁发规则的国家居住的所有人或该国公民的，有时则是针对在该国领土上从 

事某些商业活动的外国人的。 这些规则的目的是确保国家的经济、社会、财政或 

外交诸方面的政策得到遵守。 因此，当事各方在起草合同时应考虑到这些规则。

2 3 . 其中某些法律规则涉及拟建工厂的技术方面。 它们往往是关于工厂操作 

的安全要求、环境保护、以及保健和劳动条件。 在设计工厂时应考虑到这些规则。 

如果在签订合同之后这些规则有了变动或又颁布了新的规则，便可能需要对建造工 

作作些变动（见第二十三章“变动条款” ）。 此外，还可能存在仅涉及施工程序 

的法律规则，如对用于施工的机器、工具和设施的安全标准。 在第九章“现场施 

工”，第 3 段中讨论了这些问题。

2 4 . 其他法律规则禁止或限制进出口、技术转让相外汇支付。 由于这些规则 

的施行，可能使合同失效、终止或在法律上无法屑行（见第二十一章“免责条款”， 

第 1 段和第二十五章“合同的终止”，第 2 2 段 ）。 第八章“设备相材料的供应” 

第 1 7 和 1 8 段讨论了有关获得设备和材料供应所需许可证的问题，第七章“价款 

和支付条件”，第4 段讨论了有关外汇限制的问题，第六章“技术转让”, 第 8 段 

讨论了有关技术转让的问题。 第九章“现场施工”, 第 8 段讨论了荻得使用施工 

现场所需官方批准的义务问题。

2 5 . 有些法律规则还规定对有关工厂建造的活动征收关税和赋税。 这些规则 

可能会对建造工作带来重要的财务问题。 第八章“设备和材料的供应”，第 1 5 

和 1 6 段讨论了关税问题，第七章“价款和支付条件”，第 5 段讨论了赋税问题。

第二十八章注

' 说明性条款

“…… （指明某一国家，或当一个国家拥有不止一个领土单位并具有其各自的 

法律时，则指明某一领土单位）〔于…… （指明签订合同的日期）〕有效的法律

将管辖本合同。 〔....（指明上文所指的同一国家或领土单位）的国际私法

规则不适用。〕”

2 说明性条款

“…… ( 指明国家或领土单位） 〔于…… （指明签订合同的日期）〕有效的法 

律将管辖本合同，以及特别是合同的订立、合同的有效性以及其失效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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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迦 性 条款 ■

“…… （指明国家或领土单位） 〔于…… ( 指明签订合同的日期）〕有效的法 

律将管辖〔合同的订立〕 〔合同的有效性及其失效的后果〕 〔合同的解释〕

〔当事各方根据合同所具有的权利和义务〕 〔灭失或损坏的风险转移〕 〔不 層 ； 

行合同及其后果〕 〔权利的时效〕 〔合同权利和义务的变更〕 〔合同权利相义 

务的中止〕 〔合同权利和义务的转让相废除〕 〔合同的终止〕。

4 见《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会议正式记录》

(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Е - 8 Ш З ) 。



第二十九章争端的解决

提 要

建厂合同引起的争端所提出的问题，在其他类型合同引起的 
争端中往往是不存在的（第 1 至 3 段 ）。 合同规定的解决争端 
的办法可包括谈判（В节 ）、调 解 （С节 ）、仲裁程序（Е节 ） 
或司法程序（Р节 ）。 还可授权一个公断人解决争端（С节 ）。

合同最好规定某些手段，便于将两个或两个以上有关的权利 
要求在同一程序中加以解决。

最令人满意的解决争端的办法通常是当事各方进行谈判（第 
1 0 * 1  1段 ）。 如果当事各方未能通过谈判解决其争端，他 
们似宜在诉诸仲裁程序或司法程序之前力图通过调解来解决其争 
端。 当事各方似宜根据《贸易法娈员会调解规则》对调解作出 
规定（第 1 2 至 1 5段 ）。

当事各方似宜规定，无法通过仲裁程序或司法程序依法或方 
便地解决的争端应提交公断人解决。 公断人遵循的程序可能是 
相当非正式和高效率的。 然而，只有很有限的法律保障能确保 
程序以公正和应有的慎重方式进行。 再者，与仲裁裁决或司法 
判决相对照，公断人的决定不大可能得到强制执行（第 1 6 至21 

段 ）。
建厂合同引起的争端往往通过仲裁解决。 仲裁可只根据当 

事各方的仲裁协定进行。 这种决定可采取在合同中列入一项仲 
裁条款的形式（笫 2 4 段 ）。 当事各方似宜把仲裁程序的利弊 
与司法程序的利弊进行比较（笫 2 2 和 2 3段 ）。

合同最好指明哪些争端应通过仲裁解决。 它还可授权仲裁 
庭命令采取临时措施。 仲裁协定最好责成当事各方执行仲裁裁 
决 （笫 2 5 至2 7 段 ）。

当事各方可挑选最适合他们需要的仲裁类型。 他们可根据 
协定确定管辖其仲裁程序的程序规则，诸如《贸易法委员会仲裁 
规则》（第 3 0 至3 6 段 ）。 此外，他们似宜解决与仲裁程序 
有关的各项实际问题，其中包括仲裁员人数和仲裁员的指定、仲 
裁地点湘仲裁程序所用语文（第3 7 至4 9 段 ）。



如果当事各方希望通过司法程序解决争端，合同中最好载入 
一项专属管辖权条款，以减少与司法解决有关的不确定性。 专 
属管辖权条款的有效性和效力应按照被选定的法院所在国的法律 
以及当事双方所在国的法律来予以考虑（第 5 0 至5 3 段 ）。

1 . 建厂合同引起的争端所提出的问题，在其他类型合同引起的争端中往往是 

不存在的，这是由于建厂合同复杂、履行合同的时期相当长、以及可能有好几个企 

业参加建造工厂。 此外，建厂合同争端可能涉及与施工过程和用于建造工厂的技 

术有关的技术性很强的问题。 施工期间发生的争端，必须迅速加以解决，以免中 
断施工о 当事各方在确定合同中规定的解决争端的办法时，必须考虑到这些因素。

2 . 最经常引起建厂合同争端的问题是当事一方是否不履行其合同义务，以及 

如果确不履行，其法律后果如何。 然而，往往也产生其他问题，合同最好对此类 

问题规定适当的解决办法。 例如，合同可规定在某些情况下应修改或补充合同条 

件。 可能会产生这样的问题：这些情况是否已经发生，以及如果发生了，应当如 
何修改或补充合同条件（见第二十二章“困难条款”和第二十三章“变动条款” X 

合同还可规定，由当事一方对当事另一方的某些行动给予同意。 如果该当事方不 
恰当地不给予同意，便会产生仲裁庭或法院能否替代该不给予同意的当事方给予同 

意的问题。还会产生应否在最终解决某些争端之前采取临时措施的问题（见下文第
2 1 和2 6 段 ）。

3 . 根据某些法律制度，法院和仲裁员无权修改或补充合同条件，也无权替代 

不恰当地不给予同意的当事一方给予同意。 根据另一些法律制度，法院和仲裁员 
只要经当事各方明确授权就可以这样做。 根据还有其他的法律制度，仲裁员可以 

这样做，但法院不能这样做。 如果适用于该合同或该程序的法律不允许法院或仲 
裁员修改合同条款，当事各方似宜规定其他手段来修改某些条件，若这样做是可行 

的话。 例如，他们可规定，如果设备、材料或劳力价格水平发生变化，合同价款 
应通过指数条款自动变动（见第七章“价款和支付条件”，第 4 9 至 5 5段 ）。他 

们可规定通过公断人主持的程序修改或补充其他合同条款（见下文В节 ）。 如果



法院或仲裁员无权替代不恰当地不给予同意的当事一方给予同意，合同可规定，当 
事一方只能根据指定的理由不给予同意，如果不存在此种理由，则必须给予同意。 
法院或仲裁员只须决定指定的理由是否存在。

4 . 在建造工厂方面可能发生涉及若干企业的争端。 例如，如果购买方指称 

施工有缺陷，但可能不能确定应由他所聘用的几个承包人中的哪一个人承担责任о 

如果购买方向每个承包方单独提出权利要求，而这些权利要求又由不同的法院或仲 
裁员通过单独的程序加以解决，这些程序便可能导致相互不一致的裁决。 即使所 

有合同都受同一法律的管辖，这种情况也可能出现，例如可能由于适用不同的程序 
规则或由于对有关证据作出不同评价而产生这种情况。 若所有有关权利要求在同 
一程序中予以解决，则可防止作出相互不一致的裁决，有利于取证和减少费用。然 

而，多方当事人程序往往比较复杂，不大好处理，某一当事人可能认为在这种程序 

中比较难以计划和陈述他的案情。 许多法律制度规定了涉及几个当事人的争端应 

由同一多方当事人司法程序予及解决的办法。 为了使涉及若干企业的争端能够通 

过多方当事人司法程序得到解决，购买方为建造工厂而订立的所有合同最好都列入 
一项条款，给有权进行多方当事人程序的法院以考属管辖权（见下文笫5 1 至53ЙХ 

如果要利用仲裁解决争端，多方当事人程序安排起来就比较困难。 然而，如果指 

定同一组仲裁员来解决所有有关建造工厂合同引起的争端，也许能荻得多方当事人 

程序的某些好处о

5. 一般来说，当事各方最初最好试图通过谈判解决其争端（见下文В节 ）。 

当事各方如果愿意这样做，甚至在开始使用解决争端的其他手段之后还可继续进行 
谈判。 在有些情况下，当事各方巳将争端提交调解（见下文С节 ），随后提交仲 

裁程序或司法程序，他们也许仍会发现继续调解是有益的。

6 . 建厂合同引起的争端往往最好通过仲裁解决：仲裁过程是当事各方将他们 
之间可能产生的争端或巳经产生的争端提交他们选定的一个或几个公正人士( 仲裁 

员 ）作出具有约束力的裁决（见下文Е节 ) 。 一般来说，仲裁程序只损据仲裁协 

定进行。 一般应责成当事各方接受仲裁员的裁决(仲裁裁决）作为终局裁决并具 
有约束力。 仲裁裁决通常可以类似于法院判决的方式强制执行。 在没有仲裁协 
定的情况下，当事各方的争端必须通过司法程序解决（见下文Е节 ）。



7 . 建厂合同项下可能产生不属法院或仲裁庭法律权限范围（见上文第3 段 ） 

或不能通过仲裁程序或司法程序方便地解决的争端（例如，需要较迅速解决的技术性 
争端并非仲裁程序或司法程序所能做到的）。 当事各方似宜规定这类争端由第三方 
( 本 《指南》称 之为“公断人”；见下文В节；另见上文第3 段 ）予以解决。

8 . 在斟酌合同中规定何种解决争端的办法时， 当事各方应当仔细研究可能管 

辖考虑中办法的法律。 他们尤其应当弄清楚，根据适用于程序的法律，法官、仲 
裁员或公断人可行使的权力范围。 他们也应当考虑公断人的决定、仲裁裁决或司 

法判决在多大程度上能在当事各方所在国得到强制执行。 建厂合同的当事一方是 
一个国家或一个国营企业这一事实也可能是影响规定解决争端的办法的一个因素。

9 . 建厂合同的执行通常包括当事各方不断进行的讨论，这种讨论可使许多问 
题和误会得到解决，而不须诉诸争端解决程序。 当事各方似宜要求，如果当事一 

方意欲诉诸谈判以外的争端解决程序，则他必须将此意图以书面通知当事另一方。

В.避

1 0 . 当事各方通过谈判解决争端是最令人满意的方法。 通过谈判友好地解决 

争端可以避免破坏他们间的商业关系。 此外，它还可使当事各方节省通常用其他 
方法解决争端所需的大量费用和往往更大量的时间。

11 . 即使当事各方似宜在援用解决争端的其他手段之前力图通过谈判解决其争 

端，但是合同不宜阻止当事一方在规定的谈判期届满之前动用解决争端的其他手段。 
此外，如果合同规定在谈判期间不得提起其他解决争端程序，则宜允许当事一方在 

某些情况下，甚至在谈判期届满之前提起其他程序。 例如，如果当事一方在谈判 
过程中声明他不准备再进行谈判，或者，需要在谈判期届满之前提起仲裁程序或司 

法程序以防止丧失某一权利或权利时效。 合同最好要求通过谈判达成的争端解决 

用书面写成。



С. 调解

1 2 . 如果当事各方不能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他们似宜在诉诸仲裁程序或司法程 

序之前力图通过调解解决争端。 调解的目的就是要在受当事双方尊重的中立的调 

解员的协助下，以友好方式解决争端。 与仲裁员或者法官相比，调解员并不裁决 
争端; 而是往往通过提出解决办法供当事各方考虑，来协助他们达成一致同意的解 

决办法。
1 3 . 调解是非对抗的。 因此，与仲裁程序或司法程序相比，当事各方更有可 

能保持他们间原有的良好商业关系。 调解甚至还可改善当事各方间的关系，因为 

调解的范围和当事各方的最后协议可能超出要求调解的争端的严格范围。 另一方 

面，调解的可能缺点是，如果调解不成功，则花在调解上的金钱和时间就可能都浪 

费了。 如果合同不要求当事各方在他们提起仲裁程序或司法程序之前力图进行调 

解，而仅允许当事一方提起调解程序，则可使这一缺点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减轻。只 

有在确定存在以友好方式解决争端的实际可能性的情况下，才进行调解^

1 4 . 如果当事各方在合同中规定调解，他们必须解决为使调解有效的一些问题。 

要在合同的主体来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是不可行的。 当事各方倒是可通过提及国际 

组织编写的、诸 如 《贸易法委员会调解规则》1之类的成套调解规则而将之订入合 

同。
1 5 . 根据调解的一种变更方式，当事各方似宜考虑，在开始施工之前指定一名 

或多名具有解决建造工厂中通常所遇问题的专门知识和经验的人士。 可以向这些 

人士提供关于施工进度的定期报告，并使他们及时了解当事各方在与建造有关的事 

项方面所发生的分歧意见。 他们可每隔一定时候或当有需要时，与当事各方在现 

场会晤，以考虑已发生的分歧意见并提出解决这些分歧的可能办法。 在这种调解 
过程中，当事各方可自由接受或不接受这一机构的建议，并可在任何时候提起司法 

程序或仲裁程序，在需要提起这些程序以防止丧失某一权利或某一权利时效的情况 

下尤其如此。 建立这样一个机构可以使当事各方的误会或分歧不致发展成为需要 
通过仲裁程序或司法程序解决的正式争端。



С . 公断人主持的程序

16 . 当事各方似宜考虑规定某些种类的争端应由公断人解决。 公断人主持的 ； 

程序可能相当非正式和高效率，并且经过调整使之适合于要求公断人解决的争端的 

特点。 许多法律制度并不对公断人主持的程序加以规定；其他法律制度只是在很

有限的范围内予以规定。 尤其是适用于程序的法律可能只规定有限的法律保障以 -  

确保公正地湘适当谨慎地主持公断程序。 此外，根据许多法律制度，公断人的决 

定是不能强制执行的，因为它没有仲裁裁决或法院判决的地位о 虽然有几个国际 

组织和同业公会巳制定了关于利用公断人解决争端的规则，但是这些规则一般只涉 

及问题的某些方面。 因此，如果当事各方打算规定公断人主持的程序，他们有必 《 

要在其合同中解决这些程序的各个方面问题。
1 7 . 合同宜指定公断人或是规定指定公断人所应遵循的程序。 这一程序类似 

于指定仲裁员的程序С见下文第4 0 段 ）。 在某些情况下，咨询工程师可以被指 

定或任命为公断人（见第十章“咨询工程师” ）。
1 8 . 合同最好尽可能明确地划定授与该公断人的权利。 合同可规定公断人应 

履行的职责以及他可以处理的那类问题。 最好将公断人的权利限制在主要的技术 

性问题方面。 在合同中订明这一限制的可能方法是，列入一份授权公断人处理的 
技术问题的清单。

19 . 就公断人职责的性质而言，合同可授权他作出对事实的调查结论和命令采 
取临时措施。 在根据合同的适用法律可以允许他改动或补充合同条款的情况下，

合同还可授权他这样做（见上文笫3 段 ）。 当事各方似宜考虑究竟应否授权公断 

人就某些种类争端的实质性问题作出决定（例如，关于竣工试验或性能试验是否成 
功的争端, 或者关于承包方反对购买方命令的变动所持的理由方面的争端），或者 

应否将这些争端留待仲裁员或法院解决。

2 0 . 在适用于程序的法律允许公断人这样做的范围内，当事各方似宜在合同中 

涉及公断人主持的程序和法院或仲裁庭受理的程序之间的关系。 例如，合同可规 

定凡属于公断人权利范围内的争端必须首先提交公断人解决，在向公断人提交争端 

之后的一段规定期限届满之前，不得提起仲裁程序或司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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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 管辖仲裁程序或司法程序的法律可以确定当事各方可以在什么范围内授权 
仲裁员或法院审查公断人作出的决定。排除这种审查的好处是可使公断人的决定立即 

成为终局的并具有约束力。 但是，允许这种审查可在更大程度上向当事各方保证 

该决定将是正确的。 这两种方法的优点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结合起来，办法是规定 

公断人的决定对当事各方都具有约束力，除非当事一方在公断人的决定送达之后的 

一段规定的很短期限内提起仲裁程序或司法程序。 如果允许他们这样做》 当事各 

方可规定不能在仲裁程序或司法程序中对公断人作出的事实的调查结论提出异议。 

合同还可责成当事各方执行公断人关于临时措施的决定或就某些指定问题的实质所 
作的决定；如果当事各方不这样做* 则可认为他们不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

Е. 仲裁

] • 是否订立仲裁协定的考虑因素

2 2 . 国际建厂合同引起的争端之所以经常通过仲裁解决有其各种原因。仲裁程 
序可由当事各方组织，因而不象司法程序那么正式，能更符合当事各方的需要并更 

适合合同可能引起的争端的具体特点。 当事各方可挑选富有国际建造合同专门知识 

的人士作为仲裁员。 他们可选择进行仲裁程序的地点。 他们还可选择仲裁程序 

所使用的语文。 此外，当事各方能选择合同的适用法律，而这一选择几乎总是受 
到仲裁员的尊重的；但司法程序却并非总是如此（见第二十八章“法律的选择” ，

第7 和8 段 ）。 如果当事各方同意通过仲裁，则当事任何一方都不必向另一当事 

方国家的法院起诉。 仲裁程序比起司法程序来，对当事各方商业关系的破坏性可 

能要小些。 仲裁程序和仲裁裁决可以得到保密，而司法程序及其判决通常不能得 
到保密。 仲裁程序往往效率较高，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比司法程序的花费少。但 

是，应指出的是，一些法律制度对某类争端（例如，涉及不超过一定金额的款项者） 

规定采用简易司法程序，虽然建厂合同引起的许多争端并不符合以简易司法程序解 
决的条件。 最后，由于国际公约有助于承认湘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外国仲裁裁决 

常常比外国司法判决更易得到承认和执行。 2



2 3 . 另一方面，在司法程序中可以撤销仲裁裁决。 提起司法程序将拖延争端 

的最终解决。 然而，根据许多法律制度，撤销仲裁裁决只可根据有限的一些理由， 
例如，由于仲裁员没有裁决争端的权力，由于当事一方不能在仲裁程序中陈述其案 

情，由于未能遵守适用于指定仲裁员或仲裁程序的规则，或者由于该裁决与公共政 
策相抵触о 还应指出，根据某些法律制度，当事各方在解决某些种类争端方面不 

可能将法院排除在外。

2 . 仲裁协定的规定

(а)仲裁协定的范围和仲裁庭的任务

24. 一般来说，仲裁程序只可根据当事各方订立的仲裁协定进行。 仲裁协定 

既可以反映在合同所列的仲裁条款中，也可以反映在当事各方在争端发生之前或发 
生之后订立的单独的仲裁协定中。 因为在争端发生之后可能较难达成一项仲裁协 
定，所以最好在订立合同时，将仲裁条款列入合同，或是订立一项单独的仲裁协定。 

但是，根据有些法律制度，只有在争端发生之后订立的仲裁协定才有程序和实质上 

的效力。
2 5 . 合同宜订明何种争端应由仲裁解决。 例如，仲裁条款可规定* 合同引起 

的或与合同有关的，或违反合同、合同的终止或合同的无效等方面的一切争端，都 

应通过仲裁解决。 在某些情况下，当事各方似宜将他们不愿由仲裁解决的某些 

争端排除在这一范围广泛的管辖权之外。

2 6 . 如果适用于仲裁程序的法律允许，则当事各方似宜在争端的最终解决之前, 

授权仲裁庭命令采取临时措施р 但是，根据某些法律制度，仲裁庭无权命令采取 
临时措施о 而根据其他法律制度，可由仲裁庭命令采取临时措施，但不能强制执 

行这些措施；在这些情况下，当事各方可能最好依靠法院来命令采取临时措施。根 

据许多法律制度，即使该争端将要提交或已经提交仲裁，法院仍可命令采取临时措

2 7 . 仲裁协定最好责成当事各方执行仲裁裁决，其中包括命令采取临时措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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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决。 在合同中订入这一义务的优点是，根据有些法律制度，如果仲裁裁决在当 
事一方的国家中不能强制执行，当合同责成其执行裁决的当事一方不执行裁决时， 

在司法程序中即可视作该当事一方不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

2 8 . 如果将被承认有效的仲裁协定范围内的争端提交司法程序，经及时提出要 

求，法院通常将争端交付仲裁。但是，法院可以保留命令采取临时措施的权利，并 
且往往有权控制仲裁程序的某些方面（例如: 就对仲裁员的异议作出决定）和根据 

某种理由撤销仲裁裁决（见上文第2 3 段 ）。
29 . 当事各方最好对授权仲裁庭按公平合理原则裁决争端或作为友好调解人行 

事抱谨慎态度，因为根据某些法律制度仲裁员不能这样做。 此外，对这种授权可 

以按不同方式解释，从而导致法律上无保障。 例如：可能将这些措词解释为，授 

权仲裁员或是仅仅受公平、正义和平等的原则的指导，或是除此以外还受合同的适 
用法律所属的法律制度视为基础的那些法律条款的指导。 可能产生不确定性的另 

一原因是仲裁员运用上述原则时有无可能无视合同的某些条件。 如果当事各方希 

望授权仲裁庭裁决争端而不对合同适用某一国的各种法律规则，他们似宜具体规定 
仲裁庭据以裁决争端实质的标准或规则，并责成仲裁庭适用合同条件和有关的国际 

贸易惯例。

(Ъ) 仲裁类型和适当的程序规则

3 0 . 当事各方可以选择最适合他们需要的仲裁类型。 他们最好能商定适当的 

规则以指导他们的仲裁程序。 有范围广泛的仲裁制度可供采用，并有各常设机 

构 （例如：仲裁机构、仲裁庭、专业协会或同业公会和商会）或第三者（例如：仲 

裁庭的庭长或商会会长）在不同程度上的参与。 其中第一种是纯粹的特别仲裁. 

无任何常设机构或笫三者参与。 实际上这意味着例如在任命仲裁员或对仲裁员提 
出异议方面如果遇到了困难，得不到任何外来帮助（除非也许有国家法院的帮助）。 

而且，须由当事名■方或仲裁员自己来作出必要的行政安排。 其中最后一种是完全 

由一个常设机构管理和监督的仲裁，该机构可审査职权范围和裁决草案，并可修改 

裁决的格式和就其实质提出建议》



3 1 . 在这两种类型的仲裁之间还有相当多的各种仲裁制度，所有这些仲裁制度 

都有某一指派当局参与，但在它们所提供的行政服务方面则有差别。 指派当局的 
基本职能，尽管不一定是专有职能，是组成或帮助组成仲裁庭（例如：通过指定仲 

裁员，就对仲裁员提出的异议作出决定，或调换仲裁员）。 行政或后勤服务可以 

成套提供，也可以分别提供，包括下列服务：传递当事一方或仲裁员的函件；协助 

仲裁庭确定相通知受理申诉和其他会议的日期、时间、地点；为仲裁庭受理申诉或 
辩论提供或安排会议室；安排受理申诉的速记记录，在受理申诉时进行口译，并尽 

可能笔译文件；需要时协助整理归档或登记仲裁裁决；保存存款和管理有关手续费 
和支出的帐目；并提供其他秘书性工作或办公室工作方面的协助。

3 2 . 除非当事各方选择纯粹的特别仲裁，否则他们似宜商定履行他们所要求履 

行的职能的机构或个人。 在选择适当的机构或个人时值得考虑的因素有以下几点: 

乐意履行所要求履行的职能；能力，尤其是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根据所需提供的 

服务范围来衡量收费合理；该机构或个人的所在地或住址以及其为某一地理区域提 
供服务方面的可能限制。 后一点应当与可能或商定进行仲裁的地点结合在一起考 

虑 （见下文第4 1 至 4 7 段 ）。 但是，某些职能（例如：任 命）不一定需要在仲 

裁地点履行. 某些仲裁机构可以在它们所在地之外的国家提供服务。

3 3 . 在多数情况下，仲裁程序将受进行该程序的所在国的法律管辖4 许多国 

家都有管辖仲裁程序各个方面的法律。 这些法律的有些条款是强制性的；其他条 
款是非强制性的。 在选择仲裁地点方面（见下文第4 1至 4 7 段 ）， 当事各方似 

宜考虑，所考虑的那个地方的法律在多大程度上承认国际商业仲裁的特别需要湘特 
点，特别是该地的法律是否宽松到足以容许当事各方使程序规则满足他们的特殊需 

要和愿望，而同时又确保仲裁程序既公平又有效。 从某些国家的现代立法中可以 

看出，目前在这方面的趋势是越来越受到《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业仲裁示范法》的 

强化影响。 5 《贸易法委员会示范法》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不同区域的国家和不同法 
律经济制度所接受。

3 4 . 由于某些国家的仲裁法中的程序规则并不一定适合于国际商业仲裁的具体 

特点和需要，而且，由于这些法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载有解决仲裁程序方面可能 
发生的一切程序冋题的规则，因此，当事各方似宜采用一套仲裁规则以管辖他们合 

同所规定的仲裁程序。 如果当事各方选择由某一机构来管理他们的仲裁，该机构



可要求当事各方采用它的规则，而且可拒绝审理某一案件，如果当事各方修改了该 

机构视为其仲裁制度基本规则的条款的话。 不过，多数仲裁机构可以提供两套或 
有时两套以上的规则供选择，并通常容许当事各方修改其中任何规则。 如果该机 

构不要求当事各方使用某套特定的仲裁规则，或者不要求在指定的各套规则中进行 

选择，或者当事各方选择特别仲裁，他们可以自行选择一套规则。 当事各方在选择 

某一套程序规则时，似宜考虑其是否适合国际案件以及其中所载程序是否易被接受
35. И际组织或仲裁机构颁布的许多仲裁规则中，《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 

特别值得一提。 事实证明，这些规则为各种法律和经济制度所接受，并在世界各 

地得到广泛的了解和应用。 当事各方可以在纯粹的特别仲裁中以及在由指派当局 

参与的提供或不提供附加的行政服务的仲裁中应用这些规则。全世界各区域的许多 

仲裁机构或者巳采纳这些规则作为它们本机构的规则据以处理国际案件，或者提出 
作为指派当局。 它们中的大多数将在根据《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处理案件时 
提供行政服务。

3 6 . 如果管辖建厂合同项下仲裁的仲裁规则附有示范条款，或者某一仲裁机构 

建议使用示范条款，当事各方采用这一条款可能有助于增进仲裁协定的确定性和有 

效性。 有些示范条款，诸如《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所附的示范条款，容许当 

事各方通过协定来解决某些实际问题。 这些问题包括指派当局的参与以及仲裁员 
的人数（见下文第3 7 至 3 9段 ）、仲裁员的指定（见下文第4 0 段 ）、仲裁地点 

С见下文第4 1至 4 7 段 ）和仲裁程序中使用的一种或多种语文（见下文笫4 8 

段 5

⑹ 由当事各方解决的实际冋题 

㈠ 仲裁员的人数

3 7 . 当事各方似宜在仲裁条款中具体规定组成仲裁庭的仲裁员人数。 如杲当 
事各方不这样做，选定的仲裁规则，或在某些情况下，适用的仲裁法将具体指定这 

一人数或规定确定这一人数的办法。 当事各方商定仲裁员的人数将使双方能确保



这一人数符合他们的具体要求和愿望，并将在任命过程的这一方面提供确定性。但 

是，当事各方应当了解，某些国内法通过例如禁止仲裁员人数为偶数来限制他们自 

由商定仲裁员的人数。
3 8 . 除了上面提到的可能有的法律限制外，主要从实际出发考虑有关仲裁员的 

人数问题。为了确保仲裁程序有效地发挥其功能和作出裁决，通常最好规定一个奇 
数，即一人或三人。 尽管实际上当事各方有时候指定两人小组，并结合聘请第三 

位仲裁员、“最终裁定人”或 “公断人”的办法来克服这两位仲裁员之间的任何僵局。
3 9 . 关于究竟应当规定一名或三名仲裁员的问题，当事各方似宜考虑由单独一 

名仲裁员进行的仲裁程序比起须支付三名仲裁员的费用和调节三张时间表的仲裁程 
序来，一般说来费用较低，而且往往效率较高。 另一方面，三名仲裁员可能为仲 

裁程序带来范围更广的专门知识和经历背景。 由于所需要的专门知识和经历背景 

可能属不同类型，因此可以考虑采用不同的方法指定仲裁员。

㈡ 仲裁员的指定

40. 一方面，在国际案件中，当事各方都可能想有一名他自己选择的> 熟悉该 

当事方业务活动的经济法律环境的仲裁员。 因此， 当事各方可能会同意这样一种 
方法，即每一当事方指定一名仲裁员，第三名仲裁员由这样指定的两名仲裁员或一 

指派当局选定。 另一方面，当争端性质复杂，涉及法律、技术和经济等问题时， 

请在各有关领域具有不同资格与专门知识的人担任仲裁员也许很有好处。 如果当 

事各方对这一点特别重视，他们似宜委托某一指派当局来指定所有三名仲裁员，并 

可具体规定仲裁员所需具备的资格和专门知识。

㈢ 仲裁地点

4 1 . 当事各方似宜在仲裁协定中订明进行仲裁程序和作出仲裁裁决的地点。选 

择适宜的仲裁地点对仲裁程序的进行和仲裁裁决的强制执行来说可能十分重要。选 

择仲裁地点时可能须考虑以下有关因素。



4 2 . 首先，当事各方可能认为最好选择这样一个仲裁地点：在该地作出的仲裁 

裁决将会在当事各方营业地或大部分资产所在地国家得到强制执行。许多国家只凭 

多边或双边条约，并仅仅按对等原则，才乐意强制执行外国仲裁裁决。 因此，当 
事各方似宜将仲裁地点选在这样一个国家里，这个厘家与今后可能要求其强制执行 
的国家订有这种条约关系。

4 3 . 其次，当事各方可能认为最好选择这样一个地点，那里的仲裁法为国际案 

件提供了合适的法律体制。 有些仲裁法也许不适宜，例如因为它们限制当事各方 
的自主权，或者不能提供全面的程序安排来保证公平有效地进行仲裁程序。

4 4 . 较实际的考虑包括以下几点：对当事各方和参与仲裁程序的其他人员是否 

方便？是否有必要的设施，包括会议室、支助服务和通讯设施；是否有仲裁机构或 

商会提供行政服务，如果当事各方希望有这种服务的话；有关的费用和开支，包括 
住宿、会议室和支助服务的开支5 当事各方的律师是否能够代表当事各方而毋须聘 

请当地律师。
4 5 . 另一有关的考虑因素是在离争端的标的较近的地点进行仲裁程序也许有好 

处о 例如，如果在厂址所在国或该国附近进行仲裁，就会便利现场取证。
4 6 . 但是，还有另外一些因素，它们往往使当事各方商定在各自营业地所在国 

以外的某一地点。 例如，当事各方可能选择第三国，因为每一方可能对在对方国 
家里进行仲裁有顾虑；在本国进行仲裁程序的当事一方可能在当事另一方看来会受 

惠于熟悉的法律和心理环境以及便利胨述案情的其他条件。

4 7 . 除了为建厂合同引起的所有争端规定一个仲裁地点外，当事各方在有些情 
况下似宜规定仲裁应在对之提出权利要求的当事一方的囯内进行。 在当事一方国 

内对其强制执行在其本国作出的裁决不会遇到强制执行外国裁决所伴随的冋题。如 

果采用机构仲裁，当事各方可商定两个仲裁机构，分别设在当事各方的国内，并且 
规定关于具体争端将由对之提出权利要求的当事一方国内的那个机构来进行仲裁 

(所 谓“混合仲裁条款” ）。 当事双方如不能商定一个单一的仲裁机构来进行仲 

裁，则似宜采取这种做法。 不过，渉及两个仲裁地点的安排有时会造成困难о各 
国适用于仲裁程序的法律规则可能互不相同；这些法律规则对某一国的当事方比起 
对另一国的当事方来可能显得更为累赘或不那么令人满意。 另外，在各И进行的 

仲裁程序将受不同的法院控制，这些法院可对仲裁程序施加不同程度的控制。



㈣ 仲裁程序使用的语文

4 8 . 当事各方似乎还宜指定仲裁程序使用的语文。 语文的选定可以影响进行 
仲裁程序的效率及费用。 只要有可能，最好指定单一的一种语文，诸如拟订合同 

的语文。 如果指定几种语文，则从一种语文到另一种语文的笔译和口译的费用通 

常认为是仲裁费用的一部分，并与其他仲裁费用一样分摊。

4 9 . 当事各方似宜订明哪几类文件或函件必须以指定的语文提交或译成指定的 

语文。 例如，他们可以要求以指定的语文作成书面的抗辩、受理申诉时的口头作 

证以及仲裁庭的任何裁决、决定或其他函件。 仲裁庭可有斟酌决定权以决定书面 
证据应否翻译以及翻译的范围。 鉴于当事各方可能提交大量的文件，而且一份文 

件可能只有一部分与争端有关，上述斟酌决定权可能是恰当的。

丑 . 司法程序

5 0 . 如果当事各方不同意把他们的争端提交仲裁，该争端就不得不通过司法程 

序来解决。 可能会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法院有资格对当事各方的争端作出判 

决，而争端各方的法律地位可能会不相同，视由哪一个法院对争端作出判决而定。 
例如，当事各方对合同的适用法律的选择，其有效性和效力将取决于对该冋题所 

涉及的争端作出判决的法院所在国的国际私法规则（见第二十八章“法律的选择” ， 
第 7和 8 段）。

51 . 几个法院有资格对争端作出判决所引起的不确定性可以通过以下办法予以 

减少：在合同中订入专属管辖权条款，责成当事各方将他们之间因合同引起的争端 

提交某一指定国家内某一指定地点的某一指定法院。 条款宜订明该选定国家的某 
一法院，而不是只提交该国的主管法院，以避免产生应由哪一个法院就争端作出判 

决的问题。 该条款可以按与仲裁协定中说明相同的方式（见上文第2 5 段 ）规定 

受该条款约束的争端类型。

5 2 . 根据许多法律制度，赋予某一法院以专属管辖权的条款只有在下述情况下 

才有效：该指定法院有权对根据该条款提交它的争端作出判决。 因此，在选择法



院时，当事各方应确知该法院在法律上是否有资格判决将提交它的各类争端该 
指定法院所作出的判决在当事各方国内能否得到强制执行，这也与法院的选择有关 
(见上文第4 2 段 ）。

53 . 虽然专属管辖权条款可在合同的适用法律和强制执行判决等方面减少不确 
定性，也可能有助于争端以多方当事人方式加以解决（见上文笫4 段 ），但它也含 

有某些弊端。 如果当事一方的国内法院获得专属管辖权，专属管辖权条款根据选 
定法院所在国的法律是无效的，但根据另一当事方国内的法律却是有效的，则无论 

在其中任何一个国家提起司法程序都会产生困难。 如果当事各方给予第三国法院 

以专属管辖权，则提起司法程序方面的困难可能会增加>

第二十九章注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五 
届会议，补编第1 7 号 》（А/35/17 ) , 第 106段 С《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 
员会年鉴》，第十一卷： 1980年，笫一部分，二，А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 
品编号： 81 •^•8))。《贸易法委员会调解规则》也巳印成小册子（联合国 
出版物，出售品编号：Е - 8 Ш ) 。 《规 则 》附有一项调解条款范本，其案 
文 为 “如果发生本合同所引起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端，而当事各方愿意通过调 
解寻求争端的友好解决，调解应按照现行的《贸易法委员会调解规则》进行。 
联合国大会在其1980年 1 2 月 4 日笫3 5 / 5 2 号决议中建议采用《贸易法委 
员会调解规则》。

2 见 《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公约》，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330卷，第
3 8 页，第 4 7 3 9号 （1959年 ），该公约转载于《关于国际贸易法公约和其 
他文书文本的登记》，笫二卷（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Е. 73 4 . 3 )。

5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工作报告，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届 
会议，补编第1 7 号 》С А/40/17 ) , %  3 3 2段和附件一。 联合国大会在 
其 1985年 1 2 月 1 1 日第40/72号决议中廹议“所有国家鉴于统一1中裁程序 
法的需要和国际商业仲裁惯例的具体需要，对国际商业仲裁示范法给予适当的 
考虑” о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九届会议工作报告，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一届 
会议，补编第1 7 号 》（А/31/17 ) , 第 5 7 段 С《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 
会年鉴》，第七卷：1976年，笫一部分，二，А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



号：Е.77 - ^ 1 ) )。 《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也已印成小册子（联合国出 
版物，出售品编号：Е«77*У*6)。联合国大会在其1976年 1 2 月 ] 5 日第 
31 / 9 8号决议建议采用《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

说明性条款（仲裁条款）

《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建议如下条款：
“凡本合同或本合同的违约、终止或失效引起的或与之有关的任何争端、争议 
或权利要求，均应按现行的《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通过仲裁解决。

注 —— 当事各方似宜考虑增加：

“ (а)指派当局应是•'……( 机构名称或人的姓名）。
(b)仲裁员的人数应为........（一名或三名）。
(c)仲裁地点应是........（城市或国家）。
⑷仲裁程序使用的语文应是…••…。 ”



一 . 本索引中的中文数词系指章次，阿拉伯数词系 

指有关章节的段次。 代字号“ 〜 ” 用来代替主条目所 
列本词，以免分条目中重复。

二. 本索引均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同音异调 

的汉字按声调顺序排列。

А

安 全 九. 3

ап

Ъао

保 留 所 有 权 十五，8 

# 密
建造过程中的〜九，3 1 

专用技术条款的〜六. 2 3 - 2 5  

关于在谈判过程中透露的资料的〜三，4 4 

规格说明书、图纸和其他技术文件的〜五，2 3 

技术和设计的〜十一， 8、2 9 

〜 期 限 六 ，2 4 '

终止合同对〜的影响六，2 4; 二十五. 3 6 

〜 的 范 围 六，2 4 

保 险
对合同责任的〜十六》2 9 

对合同外责任的〜十六. 2 8 

保证期间的〜十六，1 7 

已竣工工厂的〜十六， 1 7 —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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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方的机械和工具的〜十六，2 7

设备和材料的〜 
临时构筑物的〜 
建造中的工厂的-

十六. 2 4 — 2 6  

十六• 1 7 — 2 3  

' 十六， 1 7 — 2 3

综 合 险 〜 十 六，2 0

〜 额 十 六 • 8 、 1 0 、 1 1 、 1 2 、2 6

〜 的 安 排 十 六，6

〜 的 协 调 十 六，1 3

竣工日期的变动对〜的影响九，2 6

〜 的 费 用 十 六，10  —  1 2

〜 的 重 复 十 六 • 1 3

未 能 提供〜 十六，3 9 — 41

-空 白 十 六 ， I 

-单中的被保险方 十六• 1 9、 2 6

责 任 〜 十 六 ， 5、 2 8 - 3 7  

〜所涉的灭失或损坏十六，2 1、2 2 

关于〜的强制性规则十六，1 5 

提供〜的义务十六， 2 — 4 

支 付 〜 十 六，6 

〜 证 明 十 六，3 8 

财 产 〜 十 六 ， 5 、 1 6 - 2 7  

〜与当事各方责任的关系十六，
〜应包括的风险十六，2 0 、2

7

1、 2 4 , 2 6

-的 范 围 十 六 ， 4 — 6、 1 5

〜 的 说 明 十 六，8 

验收时〜权利的转移 
统 包 〜 十 六，1 4

十三，3 0

保
〜 报 告 二 十 六，2 6

应由承包方提供的〜二十六，2 4 、2 5

〜的特点二十 六，2 2

〜服务的开始及期限二十六，4 2 — 4 4

提供〜服务所需的便利二十六，4 0

〜服务的变更二十六，4 3、4 4

与〜服务有关的除终止以外的其他补救办法二十六，4 6



〜服务的支付条件二十六* 2 8 

〜 的 说 明 二 十 六，2 5 

〜 的 标 准 二 十 六，2 5 

〜服务的终止二十六，4 5 

保 证 （抠 保К 书 ）
购买方的付款〜十七， 4 0

修理服务〜二十六• 3 5

备 件 〜 二 十 六 . 1 9

从 属 性 〜 十 七• 1 9 、2 7

竣工日期的变动对履约〜的影响九，2 6

索款即讨.〜 十七， 1 7

维修〜 十七， 1 2►

履约〜 七，7 6, 十七， 9 —  1 2 、 14

质量〜 五. 2 6 - ~31» 十三，2 3

偿还〜 十七，1 3

投标〜 三， 2 8 - -3 0 ；十七， 9 、2 5

Ъао

报 告
竣工试验〜十三， 1 2 

保 养 〜 二 十 六，2 6 

所需修理的〜二十六，3 2 

性能试验〜十三，2 8

报 价 选 择 ^ , 1 3

Ъе1

备 件
协助安装〜二十六，2 1

取得〜 二十六， 1 0 、 1 1 、 1 4

〜 的 种 类 二 十 六♦ 1 0 — 1 5

提供〜的开始和期限二十六，4 1 — 4 4

〜 的 保 证 二 十 六， 1 9

〜提供的修改二十六，4 3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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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有关的除终止以外的其他补救办法二十六，4 6 

向承包方的供应商采购〜二十六， 1 6 

竣工后〜的供应二十六. 1 .  7 - 2 1  

竣工时〜的供应二十六. 1 2、 1 3 

〜的技术规格二十六， 1 9 

终止供应〜二十六， 4 5 

施 工 结 束 时 〜 的 核 查 十 三 5 

备用信用证
〜的特点说明十七，17  

〜 的 作 用 十 七， 7

Ы ао

标 准
承包方人员所需设施的〜九，9 

〜的特点说明 五，1 4 

确 定 〜 五 》 3、 1 6 

国 际 〜 五 ，1 5

不履约
约定违约金或罚款所涉的〜十九，9

由于施工有缺陷而引起的〜十八. 2 6 - 4 8

由于施工迟延而引起的〜十八， 1 7 - 2 5

由于延迟支付价款而引起的〜十八，5 1 — 5 8

由于延迟提供支付价款的担保而引起的〜十八》 5 1 、 5 7 、5 8

施工后阶段的〜二十六，4 6

不履行修改合同义务二十二， 1 4 、2 2、 2 3

不履行有关权利和义务转让的义务二十七. 1 2

如遇〜情况增加一段履约时间十八，1 5

〜 的 特 点 十 七，4

〜补救办法的选择十八*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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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上的物权担保十七. 

财 团 二. 1 1

с ао

操作服务
〜的开始和期限二十六• 4 1 一4 4

〜 的 变 动 二 十六，4 3 、 4 4

与〜有关的除终止以外的其他补救措施二十六，4 6

与〜有关人员的权力二十六，3 8

〜 的 范 围 二 十 六，3 7

〜 的 终 止 二 十 六. 4 5

сйап

产品到手合同法
〜的特点 二 7 

〜 的 施 工 范 围 五，6 

〜 的 培 训 义 务 六，3 0

сЬапё

偿还担保书
〜 的 特 点 十 七，1 3 

〜 的 期 限 十 七，3 9 

终止合同对〜的影响十七，3 4 

〜规定的责任范围十七，2 9 

〜 的 作 用 十 七，9 

提供〜的时间十七，2 5 

偿还费用的最高限额七， 13.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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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方的连带责任二，1 3 

承包方供应设备和材料
承包方供应当地有的设备和材料/V, 4 

〜 的 特 点 八 ，2 

〜 的结关和关税八，1 5  —  1 6  

〜 的 说 明 八 ， 6、 7

承 包 方 未 供 应 设 备 和 材 料 十 八 1 7 - 1 9 .  2 8  —  3 2  

检查和试验〜十二， 8 - 2  7 

与〜有关的保险十六，2 4 — 2 6  

转移与〜有关的风险十四，9 —  1 7  

〜 的 地 点 八 1 0

〜的禁止性规定和许可证要求八， 17. 1 8  

〜应承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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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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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2 1 — 2 6
八， 1 9 .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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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3 1 1 —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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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据证明法
价款订正中〜的特点 七， 5 6 

七，
5 7

〜与费用偿还定价法的区别 
可按〜订正的价款部分七，
〜所采用的程序七，5 7 

对采用〜的限制七，4 8 

通 过 正 价 款 七 ，5 6、5 7 

单位定价法
〜 的 适 宜 性 七，2 6 

〜 的 定 义 七， 2 

变动对〜中价款的影响二十三，

5 6

3 0



〜中的支付条件七，6 6 

减少与〜有关的风险七，2 7 

与〜有关的风险七》2 7 

〜 所 用的 单位 七，2 5

б.ап

担保人
〜义务的性质十七，1 7  —  2 4  

〜 的 选 择 十 七，14 —  1 6

Ш_ Ш
与一组企业〜 二，9 一 1 6
〜方法的选择对承担风险的影响十四，2 0 — 2 2

产品到手合同〜法二，7

〜法与时间表的关系九，2 0 — 2 3

〜法与选择分包人的关系十一，1 2

多项合同〜法二，1 7  —  2 5

单一合同〜■ 法 二，4 一 8
统包式合同〜'法 二 ，4 — 6

定 价
支付承包方人员所需设施的〜方法九，9 

〜 方 法 六 ， 1 8  —  2 0 ; 七，2 —  4 

费 用 偿 还 〜 法 七 ， 1 0 — 2 5 

关于〜的公共性质法律规则七2 4 、 5 

一 次 总 付 〜 七 ，6 — 9 

单 位 价 格 〜 七 ，2 5 —  2 7  

订正价款
按 协 议 〜 七 ，4 0 

由 法 院 〜 七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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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费用变动而〜 七，3 9 、 4 7、4 9 - 5 7

因汇率变动而〜 七，3 9, 4 7 、5 8 - 6 2

按照合同准则〜 七，4 0

按照数学公式〜 七，4 0

通过货币条款〜 七， 5 8、 5 9

通过单据证明法〜 七；5 6 、5 7

通过指数条款〜 七，4 9 - 5 5

通过记帐单位条款 七，6 0 —  6 2

〜 的 定 义 七 ，3 9 

应用〜条款的限制七，4 8

Га

罚 款 条 款 十九，1 —  5 ( 见 “支付约定款项” ）

Га

法 律
适用于仲裁程序或司法程序的〜二十八，3 、 18; 二十九， 3 3 、3 4 、

5 1 —  53

适用于财产所有权转让的〜十五，3; 二十八，3 

行政性或其他公共性〜二十八，2 、2 2 — 2 5  

选择合同的适用〜二十八，4 — 2 1 ;  二十九，2 2 

“合同的适用〜”一词的定义二十八， 1、 19  

确定合同的适用〜二十九， 5 — 19 

围际私法规则 二十八， 5 —  8 、 1 6 — 1 8 ;  二十九， 5 0

费用偿还定价法
〜 的 选 择 七 ，11 

〜 的 定 义 七 ，2

采用〜中发生变动的效力二十三，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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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的 承 包 费 七，2 1 - 2 3  

〜中的记帐保存七，2 4  

〜中减少风险的方法七，13 —  1 5  

〜中的 支付 条件七，6 5 

采用〜中的可偿还费用七， 1 6 — 2 0 

采 用 〜 的 风 险 七，1 2 

〜中的指标承包费七，2 3 

釆 用 〜 七 ， 1 0 — 2 4  

〜中费用的核实七，7 3 

费用偿还定价法中的承包费
按实际费用的百分比来计算〜七，2 2 

固 定 的 〜 七，2 1、2 2 

指 标 〜 七 ，2 3

Гёп

分 包
〜 的 特 点 ^"一， 1、2 
允许的〜范围十一，4 

对 〜 的 限 制 十 一，7 —  9

分包人
〜 的 特 点 十 一，1

费用偿还定价和雇用〜七， 1 4 、 1 9 、 
关于〜的保险十六，2 8、 3 2 - 3 7  

当 地 〜 十 一 ， 3、 1 1 

〜的提 名制 度十 一，2 0 — 2 6  

7果包方向〜提出异议十一，2 4、 2 5 

购买方向〜提出异议十一， 1 6 — 19 

有关〜提供的物资的风险转移十四， 
向〜支付价款十一，3 2 — 3 4  

购买方向〜索赔十一，2 9 —  3 1  

购买方与〜的关系十一， 5、 6、2 7, 

〜 的 责 任 十 一，2 3、2 7 ; 十八，6; 

选 择 〜 七 ， 1 4 、 7 3 ; 十一， 4、 1 С 

就〜解决争端十一， 1 7 、 1 8 、 2 6

7 3

2 9 - 3 4  

二十一，2 5 , 2 6  

- 2  6



合同中载明〜十一，1 3 、 1 4 

合同终止后转让同〜签订的合同 二十五，2 7 、2 8 

分包人的提名制度十一，2 0 —  2 6

Г е п§

风险转移
与分包人提供的物资有关的〜十四， 1 4 

关于由承包方提供的设备和材料的〜八，2 0 

关于由购买方提供的设备和材料的〜十四，1 

关于用于工厂的设备和材料的〜十四，7 — 1 

关于不用于工厂的设备的〜十四，1 6  —  1 7  

关于由购买方储藏的设备和材料的〜十四，1 

关于工厂的〜十三，2 3 ; 十四，2 0 — 2 2  

《囯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规 定 的 〜 十 四，1 

〜 的 后 果 十 四 ，2 3 

与规定〜有关的因素十四， 5

Ги

付款临时证明书七，1 2 、7 4

赋 祝
〜 和 价 款 七 ， 5、 7 

〜对缔约方法的影响二，3 ; 四，5 

避免双重征税四， 5 ; 七，5 

关于〜的合同规定四， 5 ; 七，5

跟单信用证交易八，1 4

ёеп

ёоп§

；十四，9 —  1 7  

8 、 19

0 - 1 3  

; 十八，6 1 

5

工 厂 的 附 属 物 十四，1 6



工程变更（动 ）
因当地条例的变化而发生的〜二十三，2 3  

因不可预见的自然障碍而发生的〜二十三，2 

〜的次序及其后果二十三， 5、 6 、 1 2 - 1  

〜程序 二十三，9 一1 9 

需经承包方同意的〜二十三，19 

承包方要求的〜二十三，2 0 — 2 2  

起草〜条款的基本方式二十三，5 —  7. 19 

〜 的 定 义 二 十 三，1

〜对时间表和竣工时间的影响九，2 4 — 2 6  

〜对性能试验的影响十三，2 7 

〜对履约担保书的影响十七，3 0 — 3 3  

规定〜的法律依据二十三，3. 1 2 - 1 9  

〜的应用 二十三，2 、 4、1 2 

工业产权
第三者根据〜提出的权利要求六，2 1 、2 2  

〜 的 不 同 形 式 六，3 

工 业 设 计 六，3 

工 作 条 件 九，3

购买方供应设备和材料 
〜 的 特 点 八 ，2 7

购买方未完成供应设备和材料十八，6 3 

检 査 〜 八 ，2 9 

〜的规格说明书八，2 8  

购买设备和材料
承包方对购买方〜提供咨询意见九，3 5 

承包方向购买方提供与〜有关的服务九，3

3

8

— 2 2

；二十三，9 —

规格说明书

建 筑 物 的 〜 五，1 3



土木工程的〜五，1 3 

设备和材料的〜五， 1 2 、 13  

违反有关〜的保密五，2 5 

〜 的 特 点 五 ，3、 10 

〜 的 种 类 五 ，1 0 

〜 的 保 护 五 ，2 3 

对〜应承担的责任五，2 0 — 2 2

§иб

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八， 3 ; 十四，1 5

Н

Ье

合
〜 文 件 四 ，11'〜 1 6

倐 改 〜 二 十 二 ，1 4 、2 3 ，二十九，3 ( 另见“施工的变动’’ ） 
签订〜的方法三， 1 —  9、 4 7 

以协议的方式修改〜三，4 9 

工厂〜的定义导言，6、 7

〜 中 的 定 义 四，2 3 —  2 6 ( 另见“术语的含义” ）
签 订 〜 三 ， 1 - 9 、 4 8 - 5 0  

〜 生 效 三 ，5 0 ; 八，18 

〜 的 形 式 三 ，4 4 、4 9 ; 四，11 

〜 的 解 释 四 ，1 2  —  1 5  

〜 语 文 四 ，7. 8 

工厂〜当事各方四，9 、 10  

〜 主 件 四 ， 1 1 、 1 5 ; 五，3 

合 同 的 有 效 期 三，50 

合同或合同义务或权利的转让 
〜 的 特 点 二 十 七，1 1 3 

不履行有关〜的义务二十七， 1 2



关于〜法律规则二十七，2 

通 知 〜 二 十 七，1 1 

保护非转让方二十七，9 、 
对〜的限制二十七，4 — 7

合 同 条 款 的 无 效.

合资企业
承包方和购买方的〜 
作为承包方的〜二， 

合 作
购买方和承包方的〜 
购买方和分包人的〜 
在减少损失方面的〜

4 9 、 5 0 ; 四，4 、 5 ; 六， 1 2 ; 七，3 - 5

2 6 - 3 1

四，1 7 ; 九， 
十一，3 5、3 

二十一，2 8

Ьио

货 币
价 款 〜 七 ，3 1 — 3 7  

须 支 付的 〜 七，3 2 

当 地 〜 七 ，3 5

减少与〜有关的风险七，3 3、3 4, 3 6 

与〜有关的风险七，3 1、3 4 

货币条款
采用若干种参考货币的〜七，5 9 
来用单一参考货币的〜七，5 8 

〜 的 特 点 七 ，5 8

Й_ ^

施 工 〜 十 二 ，2 6 

检查和试验〜十二，2 7  

技 术
^ 的适应性改造六，1 4



〜 转 让 的 特 点 六，1 

选 揭 〜 六 ，10

第三者对〜的权利要求六，2 1 —  2 2

使用〜的限制条件六， 1 2 — 1 6

〜转让的缔约方法六，2、 4 、 5、 11

〜 说 明 六 ，1 1

〜 保 证 十 一， 17

对 〜 的 改 良 六，1 5

侵犯与〜转让有关的工业产权六，2 2

〜 革 新 六 ，1 4

关于〜转让的强制性规划六，8

〜转让合同的性质六，3 — 6

支 付 〜 价 款 六 ， 1 8 — 2 0

提 供 〜 文 件 六，3 3 - 3 4

〜 转 让 六 ， 1 — 3 4

关于备件、保养和修理方面的〜转让二十六， 
通过提供技术文件转让〜六，3 3

技术特点
— ~ Щ 的 〜 五 ，9; 二十八，2 3

工 厂 的 〜 五 ，8 ; 十三，2 4; 二十八，2 3

技术文件
砸 应 提 供 的 〜 六 ，3 3 

〜中的差错和遗漏六，34  

检查操作和保养所需的〜十三，5 

提供〜的时间六，34

记帐单位条款
〜 的 特 点 七 ，6 0、 6 1 

〜 的 选 择 七 ，6 2

价款
保养的〜 二十 六• 2 8 

操作服务的〜二十六，3 9



修理服务的〜二十六* 3 3 

备件的〜二十六• 1 8

培 训 的 〜 六 , 1

*

技术转让的〜六》1 8 — 2 0  

车间的〜九》 1 0

调整〜七， 3 、3 8 — 4 6 ( 另见 “ 调整价款”） 

费用偿还〜七， 2 . 1 0 - 2  4 

〜货 币 七， 3 1 - 3 7  

〜的确定七，3 

商定最终〜七，3 

确定的〜七，3

一次总付〜六， 1 9 、2 0 ; 七》 2 、6 — 9

定
留
正
位 

暂
扣
订
单

七，
七， 7 6

七， 3 、3 8  —  4 0 、4 7  — 6 2 ( 另见“订正价款’’) 

七，2 、2 5 - 2 7

3 1Э.П

建造所需材料
〜的 结关和关 税八 ，1 5 、1 6

〜 的 缺 陷 十 八，3 2

〜 的 保 险 十 六 ，5» 2 4 - 2 6

〜 的 包 装 八 ，1 2

关于〜风险的转移十四，7 —  1 9

关于 〜 的 禁 止性 规定和许 可证 要求 儿1 7 - 1 8

购买方未提供〜十八，6 3

现 场 於 存 〜 八，2 1 —  2 6

承 包方 供 应 〜八 ，6 — 2 6

购 买 方 供 应 〜 八，2 7 — 2 9

承 包 方 接 收〜八，2 9

购 买 方 接 收 〜 八 ， 1 9 、2 0

〜 的 技 术 特 点 五 ，9 ; 八，6 、7

〜 的 运 输 八 ，11 —  1 4



建筑
作为施工一部分的〜九， 1、2 

确定〜的技术特点五，3 、13 

关于建筑的定价方法七，2 6

降价
因工厂有缺陷而〜十八，3 9 — 4 2、4 

〜与损害赔偿金的关系十八， 1 3 

将设备和材料用于工厂
〜 的 特 点 十 四 ，7 、8

〜对承担灭失或损坏风险的影响十四，
〜对所有权转让的影响 十五，6 、7

接收工厂
因终止合同而〜 二十五，2 6

〜 的 后 果 十 三 ， 2 3 ; 十四， 2 0 -

〜 的 日 期 十 三 ，2、 2 2

〜 的 定 义 十 三 ， 1

购买方〜的义务 十三，2 1 ；十八，
〜 报 告 书 十 三 ， 2 2

〜 的 时 间 十 三 ， 1 4, 1 7 - 1 9,

接收设备和材料
接收承包方供应的设备和材料八， 1 9 、 
接收购买方供应的设备和材料八，29; 

〜 的 后 果 八 ， 1 9 、 2 0 ; 十四， 1 2 、 
〜 的 定 义 八 ，1 9 

八，1 9  

〜 的 时 间 八 ，1 9

. . /
^1е

结关和关税
用 于 工 厂 的 设 备 和 材 料 的 〜 儿 I 5、1 

施工所需机械和工具的〜九，12 

关于〜的法律规则二十八，2 2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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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争端
通过仲裁〜二十九，6 、7 、2 2 - 4 9  

由仲裁员作为友好调解人来〜二十九》 2 9 

由咨询工程师〜十* 1 5 — 1 9  

由公断人〜二十九• 1 6  —  2 1  

就合同条款的变动〜二十九， 3 

就性能试验的评价〜十三， 2 8  

就重新谈判〜二十二， 1 4 、2 3 ;  二十九• 3 

就修理服务〜二十六， 3 4 

就 分 包 人〜 十 一， 1 7 、1 8 、2 6  

就替代当事一方的同意〜二十九• 3 

就合同条款的补充〜二十九，3 

就合同权利的转让〜二十七， 7 

就变动〜 二十三， 7, 18; 二十九》 3 

按公平合理的原则〜二十九，2 9 

司法程序〜二十九，4 、6, 5 0 — 5 3  
通过调解〜二十九》 1 2 - 1 5  

通过谈判〜二十九，1 0、 1 1 

〜 的 方 法 二十 九》 5 - 9  

多 方 当 事 人 〜 二 十 九 4 

解决争端的公断人
聘 请〜 二十 九, 1 6 、1 7 

〜 的 职 责 二 十 九 ， 1 8 , 1 9  

〜的权利所涉的问题二十九，18 

〜的权利与仲裁程序和司法程序的关系二十九• 2 0 

审査〜的决定二十九，2 1 

解决争端的临时措施二十九，2 、 1 9 、 2 6 - 2 8  

解释
以若干种语文签订的合同的〜四，8 

合 同 术 语 的 〜 四 ， 1 2 — 15

进口或出口的禁止八. 1 7 、18

汫 口 或 出 口 许 八， 1 7 、18; 二十一’ 2 4



进入厂地
咨 询 工程 师〜十，6 4 2 9 

提 供 〜 的 方 便 九，7 

〜的范围和性质九，3 1、3 2

」йп

竣工
〜 日 期 的 变 动 九，2 4 - 2  6» 二十三，9 —  1 1 、 
〜 曰 期 十 三 ，2 、 4 、 1 3 

〜 时 间 九 ，1 4 一1 7 

〜 的 定 义 十 三，1

工厂次要物品缺漏对〜的影响十三，4 ; 十八，5 

〜所需的技术文件六，3 4 

竣工试验
十三，8 、1 1 ; 十四，2 2

承包方对〜应承担的责任十三，4 
〜 的 费 用 十 三 ，9 、 1 0 

〜 的 说 明 十 三，5 

〜成功的法律效力十三，7 

〜 期 间 的手续十三，11 

〜 的 作 用 十 三，4 

关 于 〜 的 强 制 则 十 三 ，5 、 11 

推 迟 〜 十 三 ，8 

不能进行〜十三， 7、 3 2 

重 复 〜 十 三 ，7 

关 于 〜 的 报 告 十 三，1 2 

〜 的 时 间 十 三 ，4, 6

К

кип
困难

起草〜条款的方法二十二， 7 — 1 3  

〜 的 后 果 二 十 二，14 —  2 3  

〜 的 定 义 二 十 二， 1 、 8 — 1 1

3 3  , 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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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免责的区别二十二， 2

〜条款与其他有类似作用的合同条款的关系二十二，
由于〜而造成的重新谈判二十二， 1 4 - 2 2

〜条款的范围二十二， 8 — 1 3

〜条款的采用二十二，3 —  6; 二十三，1

例 外 风 险 十 四 ，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公约 
另 见“通知”) 

承包方和购买方的〜 

购买方和分包人的〜

П а п
二十一，6; 二十八，2 0、

二， 1 6 ; 四， 
十一，3 5 、3

1

屨约保证书 
履约担保书

十七，7 、 1 1 、2 3

1и 

3 0 3 8

〜 的 特 点 十 七，1 1 

〜 的 期 限 十 七》3 5 —  3 9  

终止合同对〜的影响十七，3 4 

变动对〜的影响十七，3 0 — 3 3  

〜时间的延长十七，3 6 

〜规定的责任范围十七，2 6 — 2 9  

不提供〜第十七，2 5 

〜 的 作 用 十 七，1 0 

货 币 〜 十 七 ， 1 1 、2 4 

减+ 〜 金 额 十 七，2 8 

提供〜的时间十七，2 5 

〜 的 种 类 十 七， 1 1

；二十三，1

2 1



免责
~ ~ 关于承包方雇用的第三者不履约的〜二十一，2 5 、 

〜 的 特 点 二 十 一 ， 1、2 

〜与困难的区别二十二， 2 

关于〜的法律规则二十一，5 、6 

〜与不履约的补救办法的关系十八， 13; 二十一， 
〜与承担灭失或损坏的风险的关系十四，4 

免责障碍
〜的法律后果二十一，8 ； 二十五，2 2 

〜 的 确 定 二 十 一 ，2 、 3 、 9 — 2 6 

〜 的 作 用 十 八 ，3; 二十一，2 、8 

〜与强制履约的关系十八， 12; 二十一，8 

〜与终止合同的关系二十一，8; 二十五，2 2 

〜与采用指数条款的关系七，5 3

Ш1 ё
灭失或损坏的风险

意外事件造成的〜十四》4

第三者造成的〜十四，3

承包方的工具和建筑机械的〜十四，2 4

工 厂 的 〜 十 四》2 0 - 2 2

对购买方提供的设备和材料承担〜十四， 1 8 - 1 9

对储藏的设备和材料承担〜十四， 10  —  1 3

承担在设备和材料用于工厂前〜十四• 9 —  1 5

〜 的 特 点 十 四 ， 1、3

承担〜的后果十四， 2 、2 3

补救由购买方承担的〜十四，2 3

例 外 的 〜 十 四，6

〜 的 保 险 十 六》1 7  —  2 6

承担〜与支付损害赔偿金责任的关系十四• 4

所有权的转让和承担〜的关系十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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Р

安装备件的〜二十六，2 1 

保养工厂的〜二十六， 5、 2 7 

工厂运转〜二十六，5 

购买方人员的 〜六，2 6 — 3 2  

试运转期间〜购买方人员的费用十三，2 0 

〜 范 围 六 ，2 6
当箏各方与〜有关的义务六，2 8 — 3 0  

〜 地 点 六 ，2 9 、3 1 

选 择 〜 人 员 六，2 7 、3 0 

〜 时 间 六 ，2 7、 2 8、 3 2

缺陷
质量保证范围内的〜五，2 6、2 7 ; 十八，4 2 — 4 7

在性能试验中发现的〜十八，3 5 — 4 2

验收了的工厂有〜十八，3 8 — 4 8

施工服务有〜十八，2 9 — 3 1

设 计 〜 Н̂一, 2 9 ; 十八，3 3

设备和材料的〜八，2 0 , 十八，2 6 、2 8 — 3 2

拒绝验收工厂时巳知〜不可弥补十八  ̂ 3 7

拒绝验收工厂时不知〜不可弥补十八  ̂ 3 6

弥补不属承包方责任范围内的〜十八，4 9

接收时承包方没有通知设备或材料的〜八，2 9

制造和施工时购买方未能发现设备和材料的〜十二， 1 、8;

购买方在接收时未能通知设备或材料的〜八，2 0 ) 十八，
购买方未能在验收工厂时通知、 十三， 1 ; 十八，8

未能通知在施工期间所发现的〜十二， 1 ; 十八，8



未能通知在制造期间所发现的〜十二， 1 ; 十八，8 

未能通知在装运时所发现的〜八，2 0 ; 十二，Ь 十八， 
在担保期内通知工厂的〜十八，4 3 — 4 6 

严 重 〜 十 三 ，2 4 ; 十八，2 7 

弥# ~ 的 时 间 表 十 三，3 0

к

人员
承包方〜所需的设施九* 9

关于〜的保险十六，3 2 —  3 7

购买方的〜参与制造过程中的试验十二，9

培训购买方的〜六，2 6 —  3 2

承包方〜所需的签证和工作许可证九》8

〜 的 工 作 条件 九》3

з а п

商 标 六，3 

伤 害 二十， 1 6 - 1 8

设备
工厂的附属〜十四，1 6 

规定〜的结关和关税八， 1 5 、16  

〜 的 缺 陷 十 八 ，8 、2 8 - 3 2  

〜 的 说 明 八 ，6 、7 

〜 的 保 险 十 六，2 4 - 2 6 

〜 的 包 装 八 , 1 2

由承包方提供的〜的风险转移十四，7 —  1 7  

由购买方提供的〜的风险转移十四， 1 8 — 1 9  

〜供应的定价方法七， 7 、 1 7 . 2 6  

〜安装的定价方法七，2 6



关 于 〜 的 禁 止 性 规 定 和 许 可 证 要 求 1 7 - 1 8  

购买方未提供〜十八，6 3 

撤除工地上有缺陷的〜十八，3 2 

〜 的 备 件 二 十 六 ，1 0 — 2 1  

现 场 〜 的 於 存 八，2 1  —  2 6  

由承包方供应〜八，6 —  2 6 ( 另见“供应设备’’ ）
由购买方供应〜八，2 7 —  2 9 ( 另见“供应设备” ） 
由承包方接收〜八，2 9 

由购买方接收〜八， 1 9 、2 0 

〜 的 技 术 特 点 五，8 

〜所有权的转让十五，6 、7 

〜 的 运 输 八 ， 1 1 — 1 4  

设备的安装
作为施工一部分的〜九， 1、2 

关于〜的缔约方法九，2 7 

承包方就〜提供咨询九，3 0 

检 查 〜 九 ，3 0 

关于〜的定价方法七，2 6 

监 督 〜 九 ，2 、2 8 、2 9

设计
〜 保 密 "一. 8 、2 9
〜 缺 陷 二 ，2 5 ; 十八，3 3; 二十四，7

购买方未能及时提供无缺陷的〜十儿6 2

承 包 方 〜 保 证Н"一 ， 3 0

〜责任 保险 十六，3 0
提 趴  二，2 、4 、 2 4 、2 5 ; 五，2

8 >11
施工

〜 记 录 十 二，2 6

终止合同时停止〜二十五，2 3

〜的关键路线法九， 1 9

〜 的 定 义 九 ，1

〜拟用的设备和材料八，1

〜所用的机械和工具九， 1 1 —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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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的强制性规则七，4 6; 二十八，2 3 

〜 范 围 五 ， 3、 4 、 6、 7 

〜 的 技 术 特 点五，3 、4 、 8 、9

〜时间表 九 I 8 —  2 3
开始〜和竣工的时间九， 14 —  1 7

施工的关键路线法九，1 9

施工服务
〜的特点 九, 1

〜的缺陷 十八，2 9 - 3 1

施工后的试验
竣工试验 十三， 4 —  1 2 ( 见 “竣工试验”

性能试验 十三，1 4、 1 7 - 1 9 、 2 4 -

施工过程中的检査
购买方接收设备和材料时的〜八，2 0 

承包方对购买方供应的设备和材料在〜八，2 9 

向购买方提供与〜有关的便利十二， 11 

从事〜的机构十二，6 

关于〜的法律规则十二，2 、3 

〜 的 目 的 十 二，1 

与〜有关的问题的解决十二，2 5 

施工过程中的试验
〜作为承包方控制制度的一部分十二， 4 

承包方对购买方供应的物资进行〜十二， 7 

进 行 〜 十 二 ，2 5 

从事〜 的机 构十 二，6 

关于〜的法律规则十二， 2、3 

〜 的 标 准 十 二 ， 5 

施工所需的机械和工具
终止合同后〜二十五，2 5  

承担有关〜的风险十四，2 4 

〜 的 保 险 十 六，2 7 

〜的许可证和结关九，1 2 

为 〜 付 款 九，1 1 

从 现 场 撤 离 〜 九，3 6 

供 应 〜 九 ，1 1 

〜 的 现 场运输九，13

(见 “性能试验” ）



施工所需的筹备工作九， 6 — 1 0

в!гЛ
时间表

〜和单项合同法四， 1 6

施 工 〜 九 ， 1 8 — 2 3

采用关键路线法的施工〜九， 1 9

弥补缺陷№〜 十 三 ，3 0

现 场筹备工作〜九，7

供应设备和材料的〜八， 9、 1 0 、 2 8

培 训 〜 六 ，2 8

〜 的 变 动 九 ，2 4 — 2 6

5Й1

使用费（专利权） 六， 1 8 - 2 4

5111

试运转期
〜 的 费 用 十 三 ，2 0

〜 的 期 限 十 三 ， 20; 十八，
工厂在〜的产出 十三， 2 0

〜 的 目 的 十 三 ， 1 5

监督〜的工厂十三，1 6

术语的含义
验 收 工 厂 十 三，1 

调 整 价 款 七 ，3 9 

预 先 支 付 七 ，6 7 

支 付 奖 金 七 ，2 8 

支付约定款项条款十九，4 

竣 工 十 三 ，1 

调 解 二 十 九 ，1 2 

建 造 九 ，1 

现 场 施 工 九，2



施 工 服 务 九 ，1、2 

合 同 四 ，2 5 

费用偿还定价法七， 2 

货 币 条 款 七，5 8 

履 约有 缺 陷 十 八，4 

延 迟 履 约 十 八，4 

通 知 的 送 达 四，2 5 

通 知 的 发 送 四，2 5 

单据证明法七，5 6 

用 于 工 厂 的 设 备 和 材 料 1 

免 责 障 碍 二 十 一，2 

免 责 二 十 一，2 

不 履 约 十 八 ，4 

困 难 二 十 二，1 

设备和材料用于建造工厂十四， 
指 数 条 款 七，4 9 

工 厂 一 导 言 ，6 

合同的适用法律二十八  ̂ 1 

约定违约金条款十九， 1、 4 

一 次 总付 法 七， 2 

施 工 所 用 机 械 和 工 具 九 11 
保 养 二 十 六 ，2 2 

选定分包人的提名制度十一， 
操作 服务二十六，3 7 

支 付 条 件 七，6 3 

支付约 定款项十 九，1 

罚 款 条 款 十 九 ，1 、4 

履约保证书十七， 1 1 

履约担保书十七，1 1 

缔 约 前 研 究 一，1 

产品到手合同法二，7 

质 量 保 证 五，2 6 

修理 服 务 二 十 六，2 9 

偿还担保书十七， 1 3 

订 正 价 款 七 • 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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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失或损坏的风险十四， 1 、3 

严 重 缺陷 十 八* 2 7 

备 用 信 用 证 十 七，1 7 

分 包 ^ '» 1 、2 

性能试验成功十三，2 4 

供 应 人 十 一 ， 1 、2 

承 包 方 供 应 设 备 和 材 料 2 、5 

购买方供应设备和材料八，2 7 

施工的中止二十四， 1 

接收设备和材料八，1 9 

接 收 工 厂 十 三，1 

投 标 担 保 三，2 8 

统包式合同法二， 4 — 6 

记帐单位条款七，6 0 

单 位 定 价 法 七，2 
变 动 二 十 三， 1 

工厂合同一导言， 6 、7 

书 面 形 式 四，2 5

з̂йс
说明工厂

1 3

通 过 图 纸 〜 五，1 7 -• 1

通过规格说明书〜 五， 1
通 过 标 准 〜 五，1 4 - 1

〜 的 方 法 五 ，8 、9

编 制 〜 的 文 件 五 ，2

〜 的施 工 范 围 五 ，3 — 7

〜的施工技术特点 五，3 5, 8, 9

司 法 程 序 二十九，5 0 — 5 3



损害( 又 见“损失^ 一词）
分包人造成的〜 ^ ， 2 8

з й п

对第三者财产的〜十一，2 8; 二十， 1 6 - 1 8

根据除损害赔偿金以外的规定赔偿 二-十，6

补救由承包方承担风险所涉盼〜 十四, 2 3

补救由购买方承担风险所涉的〜 十四，2 3

损害赔偿
关于第三者受到伤害或财产损害的〜二十，16 —

未能提供保险的〜十六，3 9 - 4 1

利润损失的〜二十，8
〜所用货币二十，19

〜与其他补救办法的区别二十，4 —  6

〜 的 范 围 二 十 ，2 、 3 、7 —  1 2

适用于〜的法律规则二十，1 — 3 ; 二:十八，9 、
〜 的 责 任 二 十 ，3 、7

〜的金额限制二十，1 4

由于不减轻损失而减少〜二十, I 5

由于不履约带来的好处而减少〜 二十， 1 3

支付〜的责任和承担灭失或损坏风险的关系十四，4 

〜涉及的损失的种类二十，7 — 1 2 ( 另 见 “损 失 )

损失
中止造成的〜二十四，1 6 

间接造成的〜二十，1 1 、 12 
〜 赔 偿 二 十 ，3 、 6 、7 

从 属 性 〜 二 十，12

补救由承包方承担的风险所涉的〜十四，2 3 

补救由购买方承担的风险所涉的〜十四，2 3 ; 十八， 
扣除〜中因不履约带来的好处二十，13 

间 接 〜 二 十，1 2 

减 轻 〜 二 十，1 5

减轻因免责障碍造成的〜二十一，2 8 
〜的种类 二十，7 —  1 2 

无法预料的〜二十，9 、 10



所有权转让
承包方供应的设备和材料的〜十五， 6 、 
购买方供应的设备的〜 十五， 7 

竣工后工厂的〜十五，8 

建造中的工厂的〜十五，8 

适用于〜的法律十五，3、 4 ； 二十八, 

关于〜的强制性 规 则 十 五 ， 3、 4 

〜 的 实 际 重 要 性十五, 1 

〜与风险转移的关系十五，2 

保留与〜有关的所有杈十五，8 

〜 的 时 间 十 五 ，4、 6 — 8

七а.п
谈判
— 不履约情况下的〜十八，1 0 

投标程序中的〜三，2 7 、4 7 

建造后延长服务的〜二十六• 4 2 

解决争端的〜二十九，5 、 1 0 、11 

招标程序范围外的〜三， 9 、4 4 - 4 6

七1
提 货 单 儿 14

Нао

〜的特点二十九，12 

〜 的 目 的二十九 ， 1 2 , 1 5  

〜和解决争端的其他方法的关系二十九, 

适用于〜的规则二十九，14 

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规则二十九，1 4



调整价款
瓦 百 协 议 〜 七，4 О 

由仲裁员或法院〜七，4 О 

由于施工方法有变动而〜七，3 9 、4 3 

由于当地条例有变动而〜七，3 9. 4 6

由于补救购买方负担风险所涉.的灭失或损坏而〜十四，2 3; +А, 4 9 

由于不可预见的自然障碍而〜七，3 9、 4 4、 4 5 

由于提供不正确的数据而〜七，3 9、 4 3 

由于有变动而〜七，3 9 、4 2, 二十三，8 - 1 1 ,  2 4 - 3 2  

按照合同的某些准 则 〜 七，4 О 

〜 的 定 义 七 ，3 9

通知
七оп̂

由承包方〜於存的设备和材料的灭失或损坏八，2 6 
〜选择咨询工程师十• 2 3 

〜 开 始 施 工 九♦ 2 О

〜在经检查的设备安装中发现的缺陷九，2 9 ，3 0

〜在担保期内所发现的工厂缺陷十八  ̂ 4 3 - 4 6

〜有关竣工时间延长的情况九• 2 5

〜 困 难 二 十 二 ， 1 5 — 1 7

〜履约障碍二十一，2 7 , 2 8

〜现场於存期间的灭失或损坏八，2 5

〜需要修理服务二十六，3 1

〜监督安装设备的人员九• 2 8

〜设备或材料可供检查十二， 2 1
〜中止二十四，8 、9 、11

〜施工过程中的试验十二， 2 4、 2 5

〜制造过程中的试验十二， 18

通过咨询工程师〜十1 8

通 过 代 表 〜 四，2 1

〜一组企业和代表一组企业〜二，1 6

〜 生 效 四 ， 1 9 、 2 0

不 发 〜 四 ， 2 2 ; 儿 2 6、 2 9 ; 九 2 0 } 十 儿 6 5

〜 的 形 式 四， 1 9



统包式合同法
〜 的 特 点 二 ，4 — 6 

〜 的 施 工 范 围 五，6

投标（招标）
〜 文 件 三 ， 1 9

评 标 三 ，3 3 - 4 0

〜 担 保 三 ，2 8 — 3 0

〜 须 知 三 ，2 0 — 2 5

招 标 三 ， 1 5 - 1 8

〜 书 范 本 三,2 6

开 标 三 ，3 1. 3 2

初步筛选〜 三 ，3 7 —

拒 绝 〜 三 ， 1 0.4 4 3

〜的有效期 三，2 4

图纸
— ■终止合同后的〜二十五，2 

补 充 〜 五 ，1 7 

认 可 〜 五 ，1 9 

违反有关〜的保密义务五， 
〜 的 特 点 五 ，3、 1 7  

〜 的 所 有 杈 五，2 4 

〜 的 保 护 五 ，2 3 

对〜应承担的责任五，2 0 

车 间 〜 五 ， 18 

提 供 〜 五，1 8 

使 用 〜 五 ，2 4



土木工程
招 "̂施 工 一 部 分 九 ， 1. 2 

确定〜的施工范围和技术特点五，3 、 1 

关于〜的定价方法七，2 6

х

现场
进 入 〜 九 》 7 、3 1 、
〜 的 清 理 九》3 6 

确 定 〜 九 》6 
视 察 〜 三 ，2 5 ; 九》 
〜 筹 备 工 作 九，7 

提 供 〜 九 》6 

〜 是 否 适 合 七，4 4 ；

:1й.п

3 2 ; 十* 6 、2

%» 6
2 3 2 4终止合同后撤离〜二十五•

现场施工
一" " " 提 供 咨 询 意 见 九，3 0 

〜 的 定 义 九 ，2

关于〜的标准或程序的法律规则九，3 

〜 的 监 督 九 ，2 7 —  2 9  

现场贮存
由承包方负责〜八，2 2 — 2 4  

由购买方负责〜八，2 5、 2 6 

〜购买方提供的设备和材料十四，19  
承担〜时期的风险十四， 1 0 — 13 

〜 所 需 的 设 施 八，2 4 

缔约方法的选择与〜的关系八，2 3 

对〜应承担的责任八，2 4、 2 5

限制
关于技术转让的〜六，8 

对运输的〜 1 3 

进 出 口 〜 Л* 1 7 、18 

外 汇 〜 七 ， 4; 二十八，

、9; 二十八》

5 二十八》2 2 

2 2 . 2 4



信贷
由承包方提供的〜七，7 

由承包方国家提供的〜七 
信用证
— 示可撤销的跟单〜十七， 

备 用 〜 十 七 ，7 、1 7 

〜 的 使 用 十 七 ， 1、 1 7

性能试验
逐吞"〜 十 三 ，2 7 

承包方不作〜的后果十三: 

〜不成功的后果十三• 2 

变动对〜的影响十三，2 

承包方对〜应承担的责任 
〜 的 费 用 十 三• 2 7 

〜成功的定义十三，2 4 

〜 的 说 明 十 三，2 7 

〜 的 期 限 十 三，2 7 

〜成功的效力十三，2 9 

评 估 〜 十 三，2 8 

〜期间的手续十三，2 7 

〜 的 目 的 十 三• 2 4 

重 复 〜 十 三，2 6 

关 于 〜 报 告 十 三，2 8 

〜 的 时 间 十 三 ， 1 4 、1

修理服务
〜的特 点二十六，2 9 

〜的开始和期限二十六• 

〜的范围二十六• 3 0 

提供〜的方便二十六，4 

〜的修改二十六• 4 3 、

7 、7 8

( 7 9

1、4 0 - 4 5

Х1П

, 2 6 } 十 儿 3 4

6 г 十八* 3 5 —  3 7

7

十三• 2 7

十八* 6 0

7 - 1 9 、2 6

4 1 - 4 4  

0
4 4



通知需要〜二十六• 31

与〜有关的除终止以外的其他补救办法二十六•

〜的费用 二十六》 3 2 ,

〜的标准 二十六，3 3

〜的终止 二十六， 4 5

与〜有关的运输二十六*

〜的采用 二十六• 2 9

хй
许可证
^ 王"业 产 权 〜 六 ，3 、 7

хиа.п
选择

〜 承 包 方 三, 3 3  —  4 2 、4 4  

〜公司进行缔约前研究一，13 —  1 6  

〜 担 保 人 十 七，1 4 一 1 6 
选择合同的适用法律

由当事各方〜二十八，8 — 1 9  
对〜的限制二十八，7

У

у а .п

延迟(迟延）
〜 验 收 工 厂 十 八，5 9 、6 0

开 工 〜 十 八 》 1 7

整个工程〜竣工十八1 1 9  —  2 5

部 分 工 程 〜 竣 工 十 几 I 8

〜 支 付 价 款 十 八，5 2 — 5 8

〜支付价款外的款项十八，6 4

〜履行辅助义务十八，6 5 、6 6

〜提供支付价款的担保十八》5 1、 5 7、 5

购买方〜提供设计十八，6 2

购买方〜提供设备和材料十八，6 3



〜 接 收 工 厂 十 八，5 9 、6 1 

〜 的 定 义 十 八，4 

排除〜以外的中止二十四，13 

延 迟 付 款 的 利 息 十八，5 2 - 5  6 、6 4

Ш

详 细 〜 ■一，12 

可 行 性 〜 一 ，9 一 1 1 

机 会 〜 一 ，6 

初 步 〜 一 ，7、8 

敏 感 性 〜 一 ，1 1

验收工厂
虽 有 缺 陷仍〜十 八，3 7 

仅〜某些部分十三，3 3 

不作性能试验而〜十三，
〜 的 后 果 十 三，2 3 、3 

〜 的 曰 期 十 三，1 7 、2 

〜 的 定 义 十 三，1 

购买方〜的义务十三，2 

临 时 〜 十 三 ，3 5 、3 6 

购 买 方 不 〜 十 八，5 9 — 6 1  

拒 绝 〜 十 八，3 5 —  3 7  

试运转期与〜的关系十三，
〜 报 告 书 十 三，2 9 、3 0 

〜 的 时 间 十 三 ，2 、 1 4 、

У ап

4 1

2 5

4 , 十四，2 3 、2 4

5 、 2 9 、 3 1. 3 2;

9 ；十八， 3 8 、 5 9

6 0

1 5 - 1 9

1 7 - 1 9 、 2 9 、33

一次总付价款
〜 和 订 约 方 法 七，6 

作为定价方法的〜七，6 — 9 

〜 的 定 义 七 ，2 

技术转让中的〜六， 1 9 、2 0 

划 分 〜 七 ，7; 二十五，3 0 

变动对〜的影响二十三，2 6 —  2 9 

〜 的 支 付 条 件 七，6 4



预先支付
根据支付条件 〜 七1 6 7

〜 的 特 点 七 ，6 7

规定〜的偿还担保书十七，13

约 定 违 约 金 十九，1 - 5 (见 “支付约定款项”）

уйп

运输
与修理服务有关的〜二十六，3 6 
用于工厂的设备和材料的〜 /V 1 1 — 1 4  

施工所需的机械和工具的〜九，13 
提 交 〜 单 证 七，7 0 ; 八，14

2； К а о

招标（投标）
〜和统包合同法二，5

〜 程 序 三 ， 1 4 3

〜程序的 改 变 三， 2 5

〜 程序 中 签 订 合同 三，4 2

〜程序中的合同条件三，2 7

在〜程序中指定咨询工程师十，21

有 限 〜 制 三 ， 5、8

〜 程 序 中 的 谈 判 三，2 7、 4 0、 4 7

公 开 〜 制 三 • 5 — 7

〜程序中的资格复审三，4 1

〜程序中的资格预审三， 7、 1 1 - 1 4

拟 定 〜 程 序 四，г

〜程序中的调查表三，1 3、 1 9、 4 1 

〜程序所需的履约担保十七，4 

在〜程序中选定承包方三 ， 4 2 

〜程序中的两个信封办法三， 2 1、 3 5



支付
保证期届满后〜 七，7 6 

接收或验收工厂后〜七• 7 5 ; 十三， 2 3 

终止合同后〜二十五，3 0 — 3 5  

购买方向分包人〜十一 • 3 2 — 3 4  

建 造 期 间 〜 七 ，6 8 - 7  4 

•〜所提供的设备和材料的价款七，7 0; Л* 14 

〜转让技术的价款六* 1 8 — 2 0  

〜 关 税 八 》 1 6 

预 先 〜 七 • 6 7 

〜 奖 金 七 ， 2 8 —  3 0 

〜款项所需单据七* 7 1  

要求〜价款和利息十八I 5 2 - 5  5 

支付奖金
^ 确 定 七 ，2 8 、2 9  

〜 的 时 间 七 ，3 0 

支付条件
^ 适 用 法 律 七，4 

保养费用的〜二十六，2 8

чЬ.1

操作服务费用的〜 二十六， 3 9

修理服务费用的〜二十六* 3 3

备件的〜二十六》1 8

釆用费用偿还定价法时的〜 七* 6 5

采用一次总付定价法时的〜 七* 6 4

采用单位定价法时的〜七， 6 6

根据〜预先支付七• 6 7

〜 的 特 点 七，6 3

根据〜提供的信贷七• 7 7 - 7 9

根据〜在保证期届满后支付 七》 7 6

根据〜在接收或验收工厂后支付 七. 7

根据〜在施工期间支付七，6 8 — 7 4 ； /V» 1 4 

支付约定款项
因 迟 延 〜 十 九 ， 1 7 - 2 0  

〜一词的说明十九•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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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涉的不履约的界定十九，9

免责障碍对〜的影响十九， 6 ； 二^*一，8

终止合同对〜的影响十九》2 1

〜 的 作 用 十 九• 1〜 3

根据〜条款应付款项的限额十九》 1 2 — 1 4

关于〜的强制性规则十九，5

根据〜^ 款获得应付款项十九， 1 5 、16

根据〜条款确定应付款项十九》 1 0 , 1 1

〜与损害赔偿金的关系十九* 8

〜与强制履约的关系十九，7

〜与其他补救办法的关系十九》4

根据〜条款终止合同十九， 1 4 、2 1

г 111

3

1 7 ; 四，6

指 标 费 用 七， 1 3 、 1 5

指南
〜 的 编 排 导 言 ，1 0 — 1 

〜 中的 定 义 导 言，1 3 

〜中的说明性条款导言，
〜 的 性 质 导 言 9 、 1 6  

〜 的 目 的 导 言 8 

〜中概述的目的导言，1 5 

〜中提出的建议导言，1 6  

〜中的提要导言， 1 4 

指数条款
〜使用的代数公式七，5 0 

〜 的 特 点 七 ，4 9 

〜拟采用的指数七，5 4 、5 5 

〜所涉的部分价款七，5 2 

与采用〜有关的不同时间七，5 3

г]11
质量保证



〜 的 开 始 五 ，2 9 ; 十三，2 3 

〜 的 延 长 五 ，3 0 

〜 期 限 五 . 2 8 

制 造 商 的 〜 五》3 1 

〜 的 范 围 五 ，2 6 、2 7 

制造过程中的检查 
'~ 〜 的 费 用 十 二 , 2 0 

〜 的 说 明 十 二 ，8 、9 

向购买方提供与〜有关的便利十二， 1 
从事〜的机构十二，6 

关于〜的法规十,二* 2、 3 

购买方进入与〜有关的制造地点十二，] 
〜 的 目 的 十 二 ，1 、8 

制造过程中的试验
〜作为承包方控制制度的一部分十二， 1

制造过程中的其他试验或变更试验十二,

〜 的 费 用 十 二，2 0

〜 说 明 十 二 ，8、 9

向购买方提供与〜有关的便利条件十二,

从 事〜的机构十二，6

关于〜的法规十二， 2、 3

〜 的 目 的 十 二，8

购 买方 进入〜 十二，1 0

购买方未参加〜十二，1 4

〜 报 告 和 证 书 十 二 ， 1 7 — 1 9

〜 的 标 准 十 二，5

进行〜的时间十二，1 2 —  1 4

〜 不 成 功 十 二 ， 1 6

2： 11 О П

终止合同
〜与支付约定款项十九，2 1 

〜作为不履约的补救办法十八，1 2、 1 4 ; 二十五，8 - 2



按 协 议 〜 三 ，4 9

因当地条例的变动而〜二十三，2 3

因不可预见的自然障碍而〜二十三，2 3

为方便而〜二十五， 1 7 、 18

因开工迟延而〜十八， 17; 二十五，8、 9

因迟延完成部分工程而〜十八，1 8; 二十五，8、 9

因整个工程迟延竣工而〜十八、 1 9 、 2 0» 二十五，8

因迟延开立信用证而〜十七，4 2

因超出指标费用而〜七，1 5

因由承包方负担费用和风险所雇用的新承包人未履约而〜
因不提供履约担保书而〜十七， 25; 二十五，8、 9

因未能履行有关保密义务而〜五• 2 5

因未能就权利和义务的转让履行义务而〜二十七， 1 2

因不提供保险而〜十六，4 0; 二十五， 8、 9

因不要求开始施工而〜九，2 0; 二十五，8、 9

因干扰或阻碍承包方的工作而〜二十五，2 0

因免责障碍妨碍施工而〜二十五，2 2

因购买方延迟支付价款而〜十八，5 7、 5 8; 二十五，
因购买方未提供设计而〜十八，6 2; 二十五，1 9

因购买方未提供设备或材料而〜十八，6 3; 二十五，1

因在施工期间发现严重缺陷而〜十八，3 1

因在性能试验期间发现严重缺陷而〜十八，3 6、 3 7;

因中止超过一定期限而〜二十四， 1 7

因承包方违反关于分包的限制而〜二十五，10

因承包方违反关于合同转让的限制而〜二十五， 1 0

对施工后供应的备件命服务〜二十六， 4 5

因破产或无力清偿债务而〜 二十五， 1 1 — 1 6 、 2 1

根据损害赔偿金或罚款条款的规定而〜十九，I 4、 2 I

〜 生 效 二 十 五，2 3 —  3 6

〜对履约担保书和偿还担保书的影响十七， 3 4

〜 的 范 围 二 十 五，7

〜的理由 二十五，8 — 2 2

关于〜的法律规则二十五， 3 -. 5

〜 的 应 用 十 八，1 2; 二十五，2

十八，2 5

9

二十五， 8、



中止施工
承 包 方 〜 二 十 四，5 — 7

购 买 方 〜 二 十 四 ， 3、 4

因购买方延迟支付价款而〜十八，5 7

因购买方不供应设备或材料而〜十八，6 3

因〜而停止工程二十四，12

〜 的 定 义 二 十 四，1

〜 的 期 限 二 十 四，1 0、 1 1

〜 的 后 果 二 十 四，1 2 —  1 8

〜对时间表和竣工日期的影响九，2 4 — 2 6

中断施工与〜的区别二十四，1

〜 的 程 序 二 十 四 ， 8 —  1 1

〜和其他补救办法的关系二十四， 12

结束〜后恢复工程二十四，18

〜 的 应 用 二 十 四 ， 1、 2

〜 协 定 二 十 九 ，6 、2 4 - 2 9

拟由当事各方选择的〜规则二十九，3 4 —  3 6

〜中仲裁员的指定二十九，4 0

〜中的临时措施二十九，2 6

适用于〜的法律二十九，3 3 、3 4

混合〜条款二十九，4 7

〜中仲裁员的人数二十九，3 7 — 3 9
〜 地 点 二 十 九 ，3 2 、 3 3 、4 1 - 4 7

〜和解决争端的其他办法的关系二十九，5 —  8 、28

〜 类 型 二 十 九，3 0 -  3 2 、3 4

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规则二十九，3 5 、3 6

采用〜方式解决争端二十九，2 2 、2 3

重新谈判
' 未能达成协议二十二• 1 4 、2 3 »  二十九• 3 

〜的指导方针二十二• 1 9 、2 0 

通知〜 二十二 • 1 5 — 17 

〜的义务二十二， 1 、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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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义务的地位二十二，2 1 、2 2 !

〜的时限二十二 • 1 8 |

5

2； 11 и ап

专属管辖权条款二十九，4 、5 1 - 5 3  

专有技术
作为技术转让形式的〜六，5 

〜 的 保 密 六 ，2 3 — 2 5

2： И и а п

转让（另 见“合同” ）
合同或合同义务的〜二十七，1 一 6、 8 — 1 2  

承包方对分包人的权利 的 〜 ••一，3 1 

合同权利的〜二十七， 1 - 4 、 7 - 1 2

г 11иап§

装运或到达现场时的检查 
— 〜期间发现缺陷的后果十二，2 3 

未 能 进 行 〜Л» 2 0 5 十二， 2 2 

〜 的 目 的 十 二，2 1

咨询工程师
〜代表购买方行事十， 7 、8

〜 进 入 现 场 十， 2 9

〜提供咨询和专门技术知识十， 5 、6

〜 的 特 点 十 ，3

承包方对〜提出异议十， 2 4

〜向他方委托权力十， 2 7

在投标文件中指定〜十，2 1
确定工厂保养的〜的职能二十六， 2 4

〜 的 独 立 职 能 十 ，9 — 1 9

向 〜 提 供 资 料 十 ，2 9

〜签发付款临时证明书七， 7 2、 7 4



需要聘用〜十，1 — 4 

更换〜十，2 5 

选择〜十，2 0 - 2 6  

由〜解决争端十， 1 5 、 1 7 —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