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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抗力条件下临时设施损失索赔探讨

●吕晓杰

　　

[摘要]不可抗力产生的临时工程修复费用的索赔,是发承包双方经常产生争议的一个问题.对于这一问题,

学者们进行了广泛的探讨.然而在当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为了进一步加深对不可抗力条件下临时设

施损失索赔的认识,本文对承包人在不可抗力条件下的临时设施的损失能否获得赔偿,分别以清单计价规

范、施工合同、FIDIC施工合同条件等法律规范文件为依据,进行了详细的探讨.从承发包双方和社会两个层

面,给出了着眼于现在和未来的两方面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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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
年度全国一级建造师建筑工程实务案例题如下：“某

商业用房工程……施工单位与建设单位采用《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GFＧ２０１７Ｇ０２０１)签订了工程施工

合同……合同履行过程中，工程所在地发生了７．５级强烈地

震，造成施工现场部分围墙倒塌，损失６万元……施工单位

就此提出了索赔。 问索赔是否成立，并说明理由”。 因地

震属于不可抗力，施工单位的围墙倒塌损失属于临时设施费

损失，这实际上是在合同管理中，不可抗力发生后施工单位

的临时设施损失能否得到赔偿的问题。

执业资格考试官方从不公布标准答案，而题目中的问题

在现有规范、合同和建筑法律法规中没有明确依据。 致使

施工单位的临时设施的损失６万元是否能得到赔偿，民间答

案众说纷纭，各不相同。 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作为权

威性的资格考试，其案例分析题目不仅有理论意义，能考查

一级建造师的合同管理能力，也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

文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就此问题展开讨论，希望能为解决

现实工作中的此类工程索赔提供依据。

常见做法

对不可抗力条件下，承包单位的临时设施损失能否获得

发包人赔偿的问题，一般有以下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是可

以获得赔偿，即承包人的６万元临时设施索赔应该由发包人

来承担。 第二种意见是可以获得赔偿，但是只能赔偿一部

分，按摊销费用赔偿。 第三种意见是不可以获得赔偿，６万

元临时设施损失由承包人自己承担。

(１)承包人临时设施在不可抗力下的损失，可以获得赔

偿。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承包人向发包人进行索赔成

立的原则包括以下五点：第一，双方存在合同关系；第二，

承包单位遭受了损失(包括工期和费用)；第三，损失不是由

承包人自身原因造成的；第四，不是一个有经验的承包人应

该承担的风险；第五，索赔应该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内提出。

根据以上五个原则并结合案例分析，承包人的临时设施索赔

应该由发包人来承担。

(２)承包人临时设施在不可抗力下的损失只能赔偿一部

分，按摊销费用赔偿。 临时设施工程费包括生活用房、生

产用房和室外工程等临时房屋的建设费。 持这一观点的学

者认为，由于临时设施具有重复利用的特性(本次工程使用

完，下次工程还可继续使用)，所以发包人并不需要赔偿承

包人临时设施的全部费用，只需按摊销费用赔偿即可。 现

场临时围墙的费用属于临时设施费，只按摊销费索赔。

(３)承包人临时设施在不可抗力下的损失不可以获得赔

偿。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根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

范文本)》(GFＧ２０１７Ｇ０２０１)中关于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分担

的规定：“发包人和承包人承担各自人员伤亡和财产的损

失”。 把临时设施认为是承包人的财产，所以该损失应该由

承包人自己承担。

索赔法律依据分析

笔者认为，本案例中的承包人的临时设施修复的费用损

失应该由谁来承担，应由具体的合同条件来确定。 具体法

律依据分析如下。

(一)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GFＧ２０１７Ｇ

０２０１)分析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GFＧ２０１７Ｇ０２０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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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实施，其中有６条规定了对于不可抗力事件(如

地震)发生后的损失分担情况。 常规的合同索赔应该按上述

文件中的５条原则进行。 不可抗力发生以后的费用损失分

担应该按合同示范文本的６条规定执行。 其中，第２条规

定了承包人施工设备损坏的责任由承包人承担。 第３条规

定了发包人和承包人各自承担其人员伤亡和财产的损失。

第６条规定了在停工期间，承包人按发包人要求进行照管、

清理和修复工程的费用由发包人承担。 如果承包人临时设

施费用修复的费用属于其中某一个，６万元索赔的问题就可

以解决。

１．临时设施不属于施工设备

施工设备指的是为完成合同约定工作所需的设备、器具

和其他物品，但不包括工程设备、临时工程和材料。 施工

设备是由发包人或承包人提供，用于永久工程和临时工程建

造使用的设备、器具和其他物品，属于可移动设备。 在合

同履行过程中，大多数的施工设备都是由承包人自行提供，

是不需要在工程完工后交付发包人的。

２．临时设施也不属于施工财产

施工财产是指用于履行合同约定的各项工作所需的辅助

工具，如电脑、打印机等承包人的办公用品、承包人办公室

内的空调工地大门、七牌一图、胸卡、企业标识、治安综合

治理设施、医药保健器材等。

３．临时设施属于“工程”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GFＧ２０１７Ｇ０２０１)中有

关“工程”的定义如下：工程指的是与合同协议书中的工程

承包范围相对应的永久工程和(或)临时工程。 通常情况

下，临时工程需要根据我国法律和当地政策先行完成审批后

方可建设，包括获得规划行政部门、建设行政部门的批准，

并应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的规范和标准建造。 修

复工程、施工设备损坏、财产损失等费用，分担解析如表１
所示。

表１　不可抗力下承发包双方责任分担

不可抗力损失 举例
损失发生后

的责任承担

修复

工程

临时工程
施工道路、施工现场围墙、现场

临时搭建的职工宿舍、食堂等
发包人

永久工程
包括与工程不可分割的材料和

设备,如电梯、门窗、洁具等
发包人

施工设备损坏 挖掘机、塔吊等 承包人

施工单位财产损失 办公用品、空调等 承包人

　　所以修复工程的费用也包括修复临时工程的费用，施工

单位在发生地震后修复临时围墙倒塌的费用损失，应该按不

可抗力规定中的第６条执行，即修复临时工程的费用损失由

发包人承担。 本案例中承包人的临时设施修复的费用，应

该由发包人来承担。

(二)从《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５０５００Ｇ

２０１３)分析

１．２０１３版清单计价规范中有关不可抗力的规定等同于

施工合同示范文本

２０１３版清单计价规范中包含６条关于不可抗力的规

定，这些规定仍然是沿用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

本)》(GFＧ１９９９Ｇ０２０１)中的不可抗力条款。

２．从安全文明施工费用的调整角度来分析

根据《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组成》(建标［２０１３］４４
号文)，在工程造价的组成中，“临时设施费”属于措施费下

的安全文明施工费部分。 除了安全文明施工费以外，措施

费中的其他项目都是根据工程量乘以工程单价来计算的。

而安全文明施工费的计算，必须遵循国家或省级、行业建设

主管部门的规定，这部分费用不得作为竞争性费用。 即：

安全文明施工费＝计算基数×安全文明施工费费率(％)。

在施工过程中，除非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否则安全文明施工

费的费率是不能调整的。 但是其工程量变动超过１５％时，

计算基数可能会调整，进而会导致安全文明施工费用的调

整。 如果工程量变动不超过１５％，计算基数则不会发生变

化，原则上安全文明施工费用不做调整。 此部分规定对解

决案例提出的问题，没有参考价值。

３．从综合单价的定义来分析

综合单价是指完成规定清单项目所需的各项费用，包括

人工费、材料和工程设备费、施工机具使用费和企业管理

费、利润，以及一定范围内的风险费用。 在综合单价中，

应该涵盖招标文件中规定的由投标人承担的风险范围及其费

用。 换句话说，承包人应自行承担合同风险范围内的费

用，而承包人风险范围以外的费用，不应该由承包人自己承

担。 而地震作为不可抗力，应该属于承包人所承担的风险

范围以外的风险，由此导致的费用损失不应该由承包人承

担，而应该由发包人承担。 所以，本案例中承包人的临时

设施修复的费用应该由发包人来承担。

(三)从FIDIC施工合同条件角度分析

２０１７年修订版的FIDIC施工合同条件对不可抗力的描

述包括五个方面，在不可抗力条件(１)～(４)的情况下，承包

商遭受的费用损失应该由发包商支付。 而对于(５)自然灾害

(或地震)条件下的费用损失则没有提及。 换句话说，根据

FIDIC施工合同条件，只有当涉及与人有关的不可抗力时，

承包商才能获得费用索赔。 然而，对于不涉及与人有关的

自然灾难下的不可抗力事件(如地震)，承包商无法获得费用

索赔。 因此，如果双方签订的是 FIDIC合同，承包人在地

震发生时的临时设施修复的费用将不能获得赔偿。

(四)从其他法律角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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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法》和《民法典》两部法律均对不可抗力的定义

做出了解释，但并没有对不可抗力下的费用损失如何分担进

行描述。 所以，对于解决本案例提出的问题，不具有参考

价值。

综上，承包人在地震发生时的临时设施修复的费用能不

能获得赔偿，是基于承发包双方签订合同时的合同条件，如

果双方基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GFＧ２０１７Ｇ

０２０１)签订合同，则承包人在地震发生情况下临时设施修复

的费用应由发包人承担。 反之，如果双方基于 ２０１７ 版

FIDIC施工合同条件签订合同，则承包人在地震发生情况下

临时设施修复的费用则应由承包人自己承担。

应对措施

(一)从承发包双方角度的建议措施

(１)在合同签订时，应明确不可抗力条件下增加的临时

设施费用如何分担。 签订合同时，双方要选派具有丰富的

法律知识、管理经验丰富、工作细致严谨的人员进行合同专

用条款谈判，将合同中有原则性规定，但在实施中容易产生

争议的地方在专用条款中明确下来，界定问题的范围和解决

的具体方法。

(２)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时，承包方应采取预案减少损

失。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承包人应就合同实施中可能出现

的不可抗力事件制订风险预案，在地震等不可抗力发生时，

及时采取预案，减少时间和费用方面的损失。

(３)在处理不可抗力索赔时，双方应建立良好的沟通和

协商机制。 双方签订合同是为了保证工程项目的顺利建

设，当发生不可抗力下的索赔时，双方应本着尊重事实，有

理有据，利用合同继续顺利实施的原则，建立友好的协商和

争议解决机制，共同解决合同中的争议。

(二)从社会角度的建议措施

(１)从目前来看，应通过“补充解释”或“判例”来指导

承发包双方解决争议。 引导承发包双方高效、快速解决合

同中的类似争议，提高合同管理的效率。

(２)从长远来看，社会应在修订法律或示范文本时，对

相关条文进行细化和明确。 使合同的可操作性更强，更适

合我国实际，努力为我国建设工程承发包双方提供一个公

平、公开、公正的竞争环境，推动我国建设工程合同管理的

发展。

结束语

对不可抗力事件中的临时设施费用的损失如何分担，本

文从不同的法律文件角度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得出了明确的

结论。 尽管２０１７年版本的施工合同示范文本较１９９９年版

和２０１３年版的施工合同示范文本有了非常大的提高和完

善，但是作为示范文本仍不能穷尽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各种情

况，需要合同双方、社会、法律工作者等多方共同努力。

来解决施工合同实施过程中的问题，保证建设工程合同的顺

利实施，保障工程建筑市场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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