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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高原藏区水电工程合同管理的难点及对策

祁　立
(华电金沙江上游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叶巴滩分公司,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４１)

摘　要:高原藏区水电工程地处偏远藏族核心区,生态环境脆弱,自然条件恶劣,社会经济基础薄弱,基础设施条件落后,工

程建设阶段不可控风险点多,复杂的社会、自然条件给藏区工程建设和投资控制带来了巨大挑战.如何结合当前藏区水电

工程建设面临的新形势,形成一套适应新形势的合同管理体系,充分发挥水电工程在藏区的社会经济效益,进一步有效降低

建设投资,是高原藏区水电工程合同管理工作过程中重要且迫切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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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开发高原藏区水电资源的必要性

１．１　符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的需要

加快开发利用以水能为主的可再生能源,是
我国调整能源结构、减少污染排放前提下保障能

源供应安全的必然选择.科学合理的开发和利用

丰富的水力资源、加快水电开发步伐是满足国家

能源增长需要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开

发高原藏区水电资源,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对能源

的需求,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相关产业规划,符合

我国能源发展战略.

１．２　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高原藏区经济不发达,基础设施落后.水电

工程建设完成后不仅可以为四川电网和华中电网

提供大量优质的电能,而且可以促进四川、西藏两

地藏区的经济发展,提高库区周围藏族人民的生

活水平和经济收入,增加就业机会,维护民族团结

及社会稳定.同时,水电开发能够为该区域积累

大量的资金,由此推动包括工业、农业、旅游和文

化产业在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当地开辟一条

通往民族经济和文化繁荣的有效路径.

２　高原藏区水电工程合同管理的难点

２．１　自然条件恶劣

高原藏区气候条件恶劣,交通条件差,平均海

拔高,昼夜温差大,全年有效施工时间短;同时藏

区植被覆盖率低,空气含氧量少,大气压强低,人
员设备施工效率低,工程进度、质量、安全、投资控

制难度大.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Ｇ１２Ｇ０９

２．２　个别承包人对高原藏区合同管理认识不足

高原藏区水电工程地处高海拔地区,地质条

件差,气候条件复杂,有效施工期短;同时高原藏

区地处偏远,油料、设备等物资冬雨季保障供给困

难、成本高.个别施工单位缺乏高原藏区施工经

验,重视不够,管理不到位,合同管理力量薄弱,合
同商务问题处理困难.

２．３　施工企业转型带来的新挑战

近些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建筑行

业飞速发展,各大型施工企业为适应建筑市场发展

需要逐步由施工型企业转变为施工管理型企业.
施工企业转型给工程合同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
一是个别施工企业总包后再分包,工程施工过程的

实质责任发生了转移,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存在分包

单位管理不到位,技术力量和资源投入不足,合同

履约诚信差等情况,增加了项目业主投资控制和工

程管理的难度.二是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可能存在

因承包人投入不足、管理不善、技术薄弱,进度产值

完成率不高,且合同实施阶段工程变更又不及时申

报处理,工程结算拖延,在完成合同约定扣款后现

金链紧张,工程难以为继,民工索薪困难,给项目业

主造成进度、形象、投资等方面的损失.

２．４　民工工资管理仍有待提高

项目管理单位按照要求制定了民工工资监督

管理办法,按规定扣留了民工工资保证金,在结算

中要求承包人附民工工资发放表,并对承包人资

金账户进行了监管.但仍存在拖欠农民工工资的

情况,个别工程转包、分包后,个别施工作业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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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没有与农民工签定劳动合

同;农民工工资支付的方式和支付的时间没有约

定或约定不具体、不详细,造成民工索薪困难.

３　高原藏区水电工程合同管理的对策

３．１　创新高原藏区水电工程建设合同管理体系

３．１．１　提升招标设计管理 扎实招标文件编制

在招标文件中对高原藏区水电工程管理的难

点和重点进行阐述,要求承包人在投标文件中进

行深入说明,并纳入评标范围.

３．１．２　建立高原藏区水电工程单价体系

汇总高原藏区各电站主要合同项目单价,搜
集分析承包商投标报价策略、分包单价水平,定期

更新该区域内工程常用材料信息指导价或市场

价,完成各单价影响因素敏感性分析.在编制该

区域工程拦标价及合同新增单价过程中发挥参考

作用.

３．１．３　强化变更和索赔的系统性、规范性、及时性

坚持每月召开合同商务例会,及时处理变更

索赔项目.每月组织监理、承包人对未处理的变

更索赔项目进行梳理,并制定变更处理计划表明

确责任人,及时解决合同执行过程中发生的变更

索赔问题.

３．１．４　开展合同问题和风险分析

进一步完善和改进合同管理工作存在的不

足,定期开展合同存在问题和风险分析工作,以达

到对工程投资的可控,为工程项目顺利建设提供

坚实保障.

３．２　增强合同履约过程管理

３．２．１　抓好履约检查

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对各参建单位开展定期或

不定期的合同专项检查,通过检查反映出合同履

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限期整改要求,通过整改使

规范管理得到落实.

３．２．２　明确承包责任

明确承包人在工程建设中的责任,杜绝承包

人“等、靠、要”的思想和行为,切实提高承包人履

约意识,调动其建设积极性.

３．２．３　限期整改、考核

对项目管理不善、施工组织不力、质量安全不

达标、资源投入不足的承包人,抓关键人、关键点,
督促其增加或调换相应的管理人员,重点把握相

关人员的素质和业务能力,督促其限期整改并加

以考核.

３．３　加强分包管理 重视民工权益

一是明确民工工资发放主体,承包人的项目

经理部是民工工资支付行为的主体,承包人的项

目经理是民工工资支付的责任人.二是制定民工

工资监督管理办法,从制度上对民工工资进行监

管.三是组织对施工单位合同分包、劳务用工以

及民工工资发放情况进行督查、考核、评价.充分

发挥项目部主导施工的作用,加强对协作队伍的

管控,杜绝“以包代管”问题.四是督促监理要求

承包人及时对进、退场人员及设备进行报审,并建

立动态台账;每月结算文件中所附的民工工资花

名册与进退场报审人员(包括窝工人员)名字、数
量必须相互一致;积极推行民工工资集中发放并

在工区设点公示等措施,切实维护民工合法权利.
五是要求承包人逐步通过银行支付民工工资.六

是与地方政府紧密配合,地方政府将全过程、全方

位对工程建设过程中的民工工资发放进行监督.

３．４　加强信息化管控

信息化管控在流程管控、成本控制、效率提

升、风险防范等方面的作用明显,同时也规范了企

业管理制度,固化了企业管理流程,优化了企业内

部管理效率.针对高原藏区地方偏远、人工成本

高的现状,加强信息化管控对加强合同管理,减少

造价投资尤为突出.

４　结　语

高原藏区水电工程地处偏远藏族核心区,生
态环境脆弱,自然条件恶劣,社会经济基础薄弱,
基础设施条件落后,工程建设阶段不可控风险点

多,复杂的藏区高原社会、自然条件给高原藏区工

程建设和投资控制带来了巨大挑战.由于高原藏

区水电资源受到自然环境、交通物资、社会保障等

不利因素的影响,开发成本高,经济效益较差.结

合当前高原藏区水电工程建设面临的新形势,形
成一套适应新形势的合同管理体系,充分发挥工

程在藏区的社会经济效益,进一步有效降低建设

投资,是高原藏区合同管理工作过程中重要且迫

切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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