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经济杂志社版权所有.中国建筑经济网 http://www.coneco.com.cn

建 筑 经 济

CONSTRUCTION ECONOMY
第 37 卷第 3 期
2016 年 3  月

Vol.37　      No.3
Mar.　　 2016

发包人拖延支付进度款引起的利润索赔研究*

——基于2013清单规范

孙娜1，杜亚灵1，李杨2

（1.天津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天津 300384；2.河南黄河勘测设计研究院北京分院，北京 100073）

摘要：首先，通过对规范性文件的相关条款进行分析，得出当发包人拖延支付进度款时，承包人有权暂停

施工和解除合同。其次，对这两种情况下承包人可索赔的利润进行分类：当暂停施工导致工期延误时，承

包人可向发包人索赔机会利润；当暂停施工但无工期延误时，承包人可向发包人索赔新增利润；当合同解

除时承包人可向发包人索赔预期利润。最后，分别给出这三种利润的计算方法，包括计算基数和利润率的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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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irstly，the paper proves the rights of suspension of construction and rescission of contract by analyzing 
related clauses of documents. Then，classifies the profits which contractor can claim into three kinds under these two 
situations，including opportunity profit when suspension of construction lead to delay，new profit when suspension of 
construction lead to non-delay，expectation profit when rescission of a contract. Finally，gives calculation methods 
of claim profit respectively，including determination of the base of calculation and the rate of pro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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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发包人拖延支付工程款的现象在工程领域中屡见

不鲜，其中关于拖延支付进度款的研究相对于工程款、

预付款和结算款的研究较少[1]。《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

计价规范》（GB50500-2013）（以下简称13清单规范）中

11.2.6条规定：发承包双方在合同工程实施过程中已经

确认的工程计量结果和合同价款，在竣工结算办理中应

直接进入结算。由此可见，13清单规范赋予了进度款特

殊的意义，并且按时按量支付进度款对工程顺利开展具

有重要作用，故对发包人拖欠支付进度款的研究显得

尤为迫切。一旦发生此情况，承包人为了维护自身利益

有权暂停施工甚至解除合同，同时可向发包人提出合理

利润索赔，而双方对于利润索赔的计算问题极易发生纠

纷。因此，本文基于13清单规范，就发包人拖延支付进

度款引起的利润索赔问题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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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承包人进行利润索赔的条件分析

根据13清单规范和《建设工程合同（示范文本）》

（GF-2013-0201）（以下简称13合同）中进度款支付流程

可知，发生以下任一情况时，即可视为发包人拖延支付进

度款：①发包人在签发进度款支付证书后，14天内未支付

相应进度款，从第15天起承包人可视为发包人拖延支付

进度款；②发包人没有签发进度款支付证书，经承包人

催告，发包人在收到催告付款通知后的14天内仍未支付

进度款，从第15天起承包人可视为发包人拖延支付进度

款。对此，依据相关文件承包人可采取暂停施工或解除合

同两种处理方式。

2.1　暂停施工

由于建设工程具有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的特

点，当发包人拖延支付进度款时，承包人必须垫资才可

使项目建设继续进行，因此致使其承担较大风险，为维

护自身利益可采用暂停施工来催讨工程进度款[2]。由表

1停工权中的条款可知，依据我国相关规范性文件，承包

人因无法按时得到进度款而拥有放慢工作速度或暂停

施工的权利。项目暂停施工可能会导致关键线路上的

工作内容无法按计划工期完成，因此会造成工期延误。

根据我国相关文件规定，此时承包人有权向发包人提

出索赔，以此弥补由于发包人拖延支付进度款，并且引

起项目暂停施工甚至工期延误时造成的额外损失。通

过对表1中停工时承包人索赔内容的条款归纳总结，得

出其索赔内容为：工期、成本或费用、利润或预期所得 
利益。

2.2　解除合同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经签订，任何一方不得擅自解

除，只有在当事人协商一致或者符合法律规定的解除条

件时，双方才可解除合同。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中第九

条规定，发包人未按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致使承包人

无法施工，且在催告的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相应义务，

承包人请求解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应予以支持。工程领

域中的文件也有相关规定，如表1中解除合同的权利所

示。当承包人暂停施工一段时间后，发包人仍不支付进度

款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时，承包人有权解除合同，由此

增加的费用和利润损失可向发包人提出索赔。承包人可

就此索赔的依据如表1中解除合同的权利所示，通过对

其条款的归纳总结，得出可索赔的内容包括：①发包人

应支付而未支付的工程价款；②违约金；③给承包人造

成损失或损害的索赔金额费用；④退还质量保证金、履

约担保；⑤发包人撤离施工场地以及遣散承包人人员的 
款项。

值得注意的是：①当因发包人违约致使合同解除

时，如果承包人未采取相应措施减轻其损害后果，则无权

就可以采取而未采取措施导致损失扩大的部分向发包人

提出利润索赔；②对于剩余工程，承包人需要证明其存

在利润的可能性，例如：承包人在采用“不平衡报价”的

方法时，对前期工程的报价较高，而对后期工程的报价较

低，即只计成本，不计利润，此时，承包人向发包人提出

利润索赔的成功概率较低。

2.3　承包人可获得合理利润的分类

通过文献分析可知，承包人暂停施工通常会导致项

目工期延误和非项目工期延误两种情况：在项目工期延

误的情况下承包人可获得机会利润补偿，其指的是因发

包人原因导致项目工期延误的情况下，承包人的工作资

产和合同组织被原合同所占用而丧失了承揽新工程项

目、赚取新合同利润的机会，由此所遭受的利润损失[3]；

在非项目工期延误的情况下承包人可获得新增利润补

偿，其指的是因发包人原因导致承包人发生超出合同约

定成本和费用支出时，发包人依据合同应向承包人支付

的对应超支金额的利润[4]。在合同解除的情况下，承包

人可获得超出合同成本的预期利润补偿，其指的是指由

于发包人原因造成工程项目提前终止或合同解除，承包

人未获得或未完全获得合同签订时的预期收益，即承包

人未能获得的剩余工作的利润[5]。有鉴于此，承包人在发

包人拖延支付进度款时，可获得的合理利润分类如图1 
所示。

表1　承包人停工权、合同解除权及相应索赔内容汇总

停工权 停工时索赔内容 解除合同的权利 解除合同时索赔内容

文件名称 条款号 文件名称 条款号 文件名称 条款号 文件名称 条款号

13清单计价规范 10.3.12 13清单计价规范 10.3.12 13合同示范文本 16.1.3 13清单计价规范 12.0.4

13施工合同示范文本 16.1.1 13施工合同示范文本 16.1.2 合同法 94 07版标准

施工招标文件

22.2.3

合同法 283 FIDIC合同 16.1 FIDIC合同 16.2 22.2.4

FIDIC合同 16.1 13施工合同示范文本 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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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暂停施工时承包人合理利润的计算

3.1　项目工期延误时机会利润的计算

依据机会利润定义可知，承包人的机会利润索赔不

是以额外工作的数量或直接损失的程度为依据，而是以

承包人潜在盈利能力为依据，因此相对于直接损失，机

会利润存在未来性、期待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承发包

双方很难对其进行精确量化[6]。本文借鉴英国估算总部

管理费和利润的Hudson公式对其进行计算。

（1）机会利润的计算方法

计算机会利润最常见的方法为Hudson公式法，此公

式是1970年在《Hudson Building Contracts》一书中首次

提出来，其基本原理为正常情况下承包人可完成的计划

工作量所对应工程价款中可获得的利润，计算公式如下，

使用这一公式应满足两个主要假设条件，如图2所示[7]。

机会利润额=机会利润率×合同额÷原合同工期×延

误时间

若上述假设条件发生变化，该公式的适用性将变 
弱[8]。例如：①合同工期延误时期的建筑市场已发生根本

变化，即使承包人的工作资产和合同组织不被原合同项

目占用，找到新工程项目和赚取新利润的概率也较小； 
②承包人在合同工期延误期间有大量闲置的工作资产和

合同组织，因此并不需要利用被占用的资源去承接新合

同项目。因此，对于上述两种情况承包人不能对合同工

期延误提出利润索赔。事实上，在工程实践中，即使满足

了上述两个假设条件，承包人利润索赔的成功概率也较

低，主要是因为承包人难以准确预测其在另一个项目中

可获得的利润，并且不易提供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其

预测的合理性。但是作为一种利润补偿，承包人应当要

求发包人给予合理的补偿。

（2）机会利润率的确定

在满足上述假设条件的情况下，应用Hudson公式的

关键为如何确定合理的机会利润率。在工程实践中通常

可采用以下三种平均利润率来估算机会利润率，其具体

名称及适用性如表2所示。

由我国建筑企业管理体制可知，项目经理部具有一定

的独立性和固定性，是工程效益考核中心和成本核算中

心。在一个会计核算年度，若该承包人整体是亏损的，并

不能影响一个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项目部的较高盈利[6]。因

此在应用该公式时，机会利润率采用承包人承担该工程

的项目部近几年的平均利润率较为合理，其计算方法如

下公式：

机会利润率=（合同额-直接成本）÷合同总额

3.2　非项目工期延误时新增利润的计算

对于因承包人暂停施工期间发生额外成本或费用支

出计取的新增利润，通常采用成本利率法进行计算，即以

承包人在此期间实际支付的各项成本或费用的总金额为

孙娜，等·发包人拖延支付进度款引起的利润索赔研究

图1　承包人的合理利润分类

图2　Hudson公式满足的两个假设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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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数，乘以合同签订时项目本身的利润率。因此，计算新

增利润的关键是明确计取基数和合同利润率。

（1）新增利润率计算基数的确定

承包人新增利润的计算基数为在暂停施工期间实际

支付的额外费用，主要包括人工窝工费和（或）现场机械

设备闲置费，并且其计算基数要与原合同中利润的计算

基数保持一致，即若原合同中利润是以人工费为计算基

数，则新增利润的计算基数仅为额外发生的人工窝工费；

若原合同中利润是以人工费与机械费的总和为计算基

数，则新增利润的计算基数为人工窝工费与机械设备闲

置费的总和。

1）人工窝工费的确定

承包人在窝工情况下必然全部或者部分丧失劳动

力的使用功效，而承包人又必须对所使用的人工支付薪

酬，因此，人工窝工费是承包人暂停施工期间必然发生的

额外费用支出。计算窝工费的方法分为总价计算法与单

价计算法两大类，其具体计算方法如表3所示。

总价计算法适用于大型工程项目发生的窝工事件，

其人工窝工量较大，使用总计价法可避免繁琐的窝工签

证和现场窝工人员数量的清点；单价计算法适用于小型

工程项目发生的窝工事件，其人工窝工量较少，通过清点

人工窝工数量可较准确地计算出人工窝工费[9]。其中在单

价计算法中，工日窝工人数可按照现场签证的窝工时段

测算相应的人工综合工日数量，人工费单价可按照投标

报价中人工费单价或合同中人工费单价计取。在工程实践

中，当计算人工窝工量时应灵活选用计算方法，基本原则

为在强调原则与科学的基础上，将具体、复杂的问题简单

化、合理化。

2）机械设备闲置费用的确定

承包人在暂停施工时的机械设备闲置费用指的是

施工现场投入的机械设备全部闲置时，所发生的设备折

旧、大修理、养护等费用，还有以此引起的机上司机和其

他操作人员等人工窝工费。本文将机上人工作为人工窝

工费计算，因此此处只计算机械设备本身闲置费。施工现

场的机械设备包括自有机械设备和租赁机械设备两种，

故机械设备闲置费是由自有机械设备闲置费和租赁机械

设备闲置费组成。自有机械设备闲置费用的计算与租赁

机械设备闲置费用的计算公式如下：

自有机械闲置费用=自有机械闲置费台班单价×闲置

总台班

租赁机械闲置费用=租赁机械闲置台班单价×闲置

总台班

表2　可选机会利润率的适用性

序号 平均利润率 与实际机会利润率接近程度 适用性

1 承包人社会平均投标报价的利润率 投标报价利润率与实际预期可得利润的概念完全不同 较弱

2 承包人以往几年财务报表中的平均利润率 通过会计法核算出的企业利润率与项目部盈利能力悬殊很大 较弱

3
承包人承担该工程的项目部近几年平均利

润率

假设项目部近几年的盈利能力不变，此方法所计算出的利润率与实际的利润率较 
接近。

适当

表3　人工窝工费的计算方法

方法名称 具体方法名称 计算方法

总价计算法

功效损失法

（平均生产率指数法）

正常情况下平均生产率（R）= �������

����

受影响情况下平均生产率工资（C干扰）= ���������

�

人工窝工费用=C干扰-Ｃ正常

（C正常：正常情况下平均生产率工资）

经济损失法 人工窝工费=窝工期间所减产的分部分项工程量×窝工单价

单价计算法

每月最低工资标准法

（比重法）

最低工资标准=人均生活费支出水平×赡养系数+调整数

每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月最低工资标准÷20.92÷8）]×（1+单位应当缴纳的基本

　　　　　　　　　 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比例之和）×（1+浮动系数）

人工窝工费=每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每天工作小时×窝工工期×窝工人数

成本支出法
人工窝工费=（人工费单价-奖金-津贴补贴-加班加点工资）×人工费调价系数×

　　　　　　工日窝工人数×窝工工期

人工单价系数法 人工窝工费=人工费单价×工日窝工人数×窝工工期×单价系数（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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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自有机械闲设备闲置台班单价和租赁机械设

备闲置台班单价区别于建设工程定额中规定的单价，两

者之间的关系如图3所示。

由图3可知，自有机械闲置台班单价仅包括第一类费

用，其原因为：第一类费用的支出与机械设备的运转程度

以及施工地点、条件的变化无关，是一种固定支出的费

用，应将全年的费用分摊到每一台班中，包括折旧费、大

修理费、经常修理费和安拆费及场外运输费。而第二类费

用只有在机械运转时才会发生，因此，当自有机械设备闲

置时只计算第一类费用。同样的，租赁机械设备闲置台班

单价只包括租赁费与保养费两种相对固定的费用，而将燃

料动力费和机上人工费两种可变费用剔除[10]。

（2）新增利润率的确定

新增利润的利润率可采用以下三种方法确定：①与原

合同中综合利润率保持一致，依据新增利润的定义可知，

因发包人原因导致承包人暂停施工复工后，承包人继续原

承包合同内容进行建设，与暂停施工前相比，仅增加了承

包人在此期间发生的额外成本和费用，而项目的综合利润

率没有变化[11]；②在合同利润率的基础上下浮一定比例，

由于承包人在暂停施工期间并没有进行施工，因此索赔的

利润率应与合同利润率不同[5]；③可采用投标报价时所采

用的利润率，或当地主管部门公布的建筑承包公司各类型

工程的平均利润率[12]。承包双方可根据工程项目实际情况

选择新增利润率，则新增利润的计算公式如下：

新增利润=（∑人工窝工费）×新增利润率

新增利润=[∑（人工费＋机械设备闲置费）]×新增利

润率

需要注意的是，承包人在向发包人提出新增利润索

赔时，首先需证明存在因发包人拖延支付进度款导致的

暂停施工，其次需证明暂停施工期间存在人工窝工和机

械设备闲置的情况。如果承包人将用于本工程项目的人员

或机械设备在暂停施工期间安排于其他工程项目，实际

中并没有造成工人窝工或机械设备闲置的情况，因此，不

存在人工窝工费或机械设备闲置费。

4　合同解除时承包人合理利润的计算

由发包人拖延支付进度款导致合同解除时，承包人

可向发包人提出预期利润的补偿，其计算方法可采用成

本利率法和费用分摊法，其中前者计算得更加精确，因

此本文选用此方法进行分析[4]。成本利润法是以承包人

未完工程的预算成本为基数乘以既定利润率计算得出预

期利润，其关键为未完成工作的预期成本与利润率确定

的问题。

（1）预期利润计算基数的确定

合同解除后未完工程的计算基数由人工费和机械费

组成，且与原合同中利润计算基数保持一致，其中人工费

的计取方法有以下两种。

1）根据未完工程的施工图进行核算各工序的工程

量，在此基础上根据合同投标报价中人工工日消耗量计

算未完工程的人工工日消耗量，再乘以人工日工资单价

得出人工费，其计算过程如下公式：

人工费=∑（工日消耗量×日工资单价）

孙娜，等·发包人拖延支付进度款引起的利润索赔研究

图3　机械台班闲置单价费用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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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合同签订内容的总人工费减去已完工程的人工

费，其中不包括计日工、现场签证和索赔事件等发生的增

加金额。其计算过程如下公式：

人工费=合同中总人工费-已完工程的人工费

机械费计算方法可采用费用分摊法，该方法是将工

程中需要花费的机械费用的总额按照一定比例分摊到解

除合同后未完工程中，其中分摊比例为未完工程的合同

价款占合同签订总价款的比例。其计算过程如下公式：

未完工程的机械费=合同签订内容的机械费总额

×
���������

��������

（2）预期利润率的确定

预期利润的利润率不能完全套用原合同中的利润

率，可将原合同中的利润率下浮一定比例进行计取，其理

由如下：

1）本合同履行完成后承包人可获得的总利润为已完

工程的利润与未完工程的预期利润之和，而实际上承包

人并没有完成剩余工程，因此预期利润不能按照原定完

成这部分工程的利润率计取[5]。

2）依据合同法的减损规则，守约一方在条件许可的

情况下有责任采取合理措施减轻违约所带来的损害影响；

否则对应扩大部分的损害不能向违约一方提出索赔[13]。有

鉴于此，当合同提前解除时承包人应利用这段时间承揽

新工程进而获取利润，由此可弥补部分由合同提前解除

造成承包人预期利润的损失，此时承包人不可对原合同

的工作以同样利润率索赔预期利润。

综上所述，预期利润的利润率应在原合同利润率的

基础上向下浮动一定比例，下浮比例应由双方商定。预期

利润的计算如下公式所示：

预期利润=（∑未完工程的人工费）×利润率

预期利润=[∑（未完工程的人工费+未完工程的机械

费）]×利润率

5　结　语

在建设工程合同履行过程中，发包人经常以拖延

支付进度款的形式拖欠工程款，双方对由此引发的利润

索赔的标准时有纠纷。本文依据13清单规范，通过对承

包人可以进行利润索赔的条件进行分析得出，当发包人

拖延支付进度款时承包人可采取暂停施工和解除合同

两种处理方式，并分别探讨了暂停施工导致项目工期延

误时机会利润、暂停施工但项目工期无延误时新增利润

和合同解除时预期利润的计算方法。在工程实践中，当

发包人拖延支付进度款的事件发生时，承发包双方可就

本文内容对索赔的利润金额进行计算，有利于避免因

利润索赔标准的问题发生不必要的争议，但由于资料的

有限性，本文仍存在以下不足之处：①本文对发包人拖

延支付进度款时承包人可索赔的利润进行了基本分类，

但对利润交叉的情况有待深入分析，例如：合同解除时

已发生工期延误的情况下，承包人既可索赔机会利润又

可索赔预期利润；②本文对利润索赔的具体计算过程

进行了分析，但对其参数的量化分析并不十分充分，因

此，若运用到工程实践中还需要依据实际工程情况继续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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