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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吉牛水电站引水隧洞工程标调差方法的应用

李 忠 历
（四川革什扎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四川 丹巴　６２６３００）

摘　要：吉牛水电站合同中未约定调差条款，施工过程中受到诸多地方建设环境以及发、承包方自身管理等原因的影响，造

成工程长时间停、窝工，严重超出合同工期。停、窝工期间，人工、材料费涨幅较大，超出承包人的承担能力，对此，承包人强

烈要求调差。介绍了调差方法在吉牛水电站工程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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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水利水电工程具有建设投资大、周期长、
涉及范围广等特点，因此，其人、材、机价格受市

场、地区、地方环境和国家政策性变化影响很大。

对于建设周期超过一年的工程，在建设过程中，进

行工程造价价差的调整，是加强工程造价动态管

理、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笔者对吉牛水电站引

水隧洞工程采用的调差方法的应用进行了阐述。

１　调差背景
１．１　工程概述

吉牛水电站位于四川省丹巴县革什扎河流域

下游河段，地处偏远藏族地区，海拔在２０００ｍ以
上，距离成都４５２ｋｍ，对外交通较为便利。引水
隧洞全长约２２．３７７ｋｍ，分为引水隧道Ⅰ ～Ⅳ标
和调压室及压力管道标，共５个标段。引水隧洞
进口底板高程２３６１ｍ，纵坡平均坡降２．２４‰，隧
洞断面为城门洞形，开挖断面尺寸为（５．９～６．８）
ｍ×（５．９５～６．８）ｍ（宽×高），长距离引水隧洞施
工难度较大。

１．２　合同签订情况
本工程发包人为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发包人

于２００９年２月完成招标工作，并与各中标人签订
了施工合同。合同约定开工日期为２００９年４月
１５日，完工时间为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合同中对
市场风险的约定为：“承包人应自行测定在实施

合同期间因人工、材料和设备等价格波动引起的

工程费用的变化并在投标报价中作相应的风险考

虑。本合同不因人工、材料和设备等价格的波动

而调整合同价格”。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１１３

承包人投标时的柴油平均价格为６３００元／ｔ
左右，人工价格为３０元／工日左右。
１．３　现场实际情况

工程实际开工时间为２００９年５月６日。由
于受各种因素影响，使工程停窝工时间长达一年

半之久，工程于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在股权变更后才开
始逐渐恢复正常的施工状态。

（１）外围环境影响。由于地方建设外围环境
较差，施工弃渣渣场及场内施工道路用地征用不

下来，村民以受放炮震动等施工影响要求赔偿

（实际无影响），村民强行分包场内临时工程项目

等无理要求项目较多，致使工程干干、停停。

（２）业主股权变化影响。原股东因投资方向
变化，将本工程原有股权转让给国有大型企业。

股权转让期间，原股东疏于自身的管理，工程进度

受到很大影响。

（３）承包商管理影响。承包人进场后，聘请
协作队伍进行专业分包、劳务分包。施工过程中，

由于自身管理原因，频繁更换队伍，严重影响施工

进度。

（４）富含云母长距离引水隧洞地质原因影
响。由于引水隧洞围岩富含云母成份且岩层软硬

相间，导致爆破效果明显下降，循环进尺短；底板

因云母含量高，遇水软化，从而造成洞内出渣效率

降低。

上述各方面原因严重影响到工程的进度，使

工期超出了合同原定的工期。其中地方建设环境

的影响、业主股权变化的影响、复杂地质条件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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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是其主要影响。

１．４　市场环境变化
工程施工期间，人工、柴油价格上涨迅速。尤

其是进入２０１１年以来，根据国家发改委发布的信
息，柴油从招标阶段的６３００元／ｔ左右已经上涨
到目前的 ９０００元／ｔ以上，柴油上涨幅度达到
５０％。根据再生能源造价信息网上的信息，截止
目前，人工费上涨幅度也已达２２％。就四川建筑
市场而言，２０１１年底，部分主要材料，如柴油的最
大涨幅已达４７．３９％，型钢涨幅为４３．６９％，四川
省建筑业平均工资上涨了４６％，甘孜州建筑业平
均工资上涨了４５％，项目所在地最低工资上涨了
９５．５６％，建筑定额人工费单价上涨了 １１９％，以
上这些都是一个有经验的承包商所无法预见的。

１．５　调差补偿的提出
由于承包人实际发生的人工、材料成本较投

标时的成本超出较多，承包人无法承受，已造成严

重亏损。各承包人强烈提出了索赔要求。

发包人考虑工期延误的主要原因为非承包人

原因造成的，且工期延误时间较长，这是有经验的

承包商所无法预见的情况，超出了承包人的预期

风险，因此考虑进行调差补偿。经双方协商，修改

了相关合同条款。

２　调差方案
２．１　价差补偿的合法性和必要性

（１）由于前期管理、资源投入、地方环境及股
权转让等诸多因素影响，革什扎吉牛水电站工程

进度严重滞后于合同工期，为确保发电目标，发包

人与承包人于２０１１年６月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
“考虑市场价格变化，发包人和承包人将对人工、

材料等价差的调整另行协商”。

（２）吉牛水电站主体土建工程实际开工时间
滞后招标约定的开工时间长达３个月。按合同条
款４２．２款规定，对于非承包商原因造成的开工延
期期间的物价上涨需进行调差。

（３）受前期管理、资源投入不足、地方环境
（征拆、阻工）及股权转让等诸多因素影响，合同

工期与实际工期差异大，与目标工期比，工期延期

最长达２１．５个月。按合同通用条款第２０．１（７）
条“非承包人原因造成的任何干扰或阻碍”、第

２０．２款和第３７．５款精神，符合合同条款的延期

期间（非承包人原因）的物价上涨是可以调价的。

２．２　价差补偿原则
“价差补偿主要考虑”原合同外补偿原则、统

一原则、风险共担原则、咨询机构过程参与原则、

工期滞后责任评价原则、先完工后补偿原则。

２．３　价差补偿范围
（１）项目范围：施工支洞工程；主体土建工

程；由于承包人自身原因造成工期延误而形成的

人工、材料价差由承包商自行承担，不给予调整；

对于已按市场价格确定的变更项目或补充合同，

不再进行调整。

（２）时间范围：从项目开工至项目完工；由于
承包人的原因导致工期延后，延后天数不调价；调

差起点为开工时间加承包人责任延后时间；开工

后不调差时段为承包人承担的延期涨价责任天

数。

２．４　价差补偿结算方式
在施工过程中，每半年调整一次，与进度款同

时结算。

２．５　价差补偿因子
调差范围项目中人工费、承包人自购材料费、

机械费补偿因子的确定：

（１）人工费（以单价分析表中人工费为基础
进行计算，含机上人工费）。

（２）钢材（型钢、钢管（不含压力钢管）、钢板
（不含抗磨钢板）、钢模板、钢绞线）。

（３）钢支撑（型钢拱架）中７０％的型钢。
（４）柴油。
（５）炸药（雷管、导爆索等其它火工材料不调

整）。

（６）机械费一类费用不调整。
２．６　调差方法
２．６．１　材料调差公式

ＴＪＥ＝∑（ＣＤＱＺＳ／ＣＪＱＺＳ－１）×ＤＱＣＬＦ×（１
＋税率）

式中　ＴＪＥ为调价金额，元；ＣＤＱＺＳ为材料当期
价格指数。计量月对应的水电工程材料价格指

数；ＣＪＱＺＳ为材料基期价格指数。开标前２８ｄ所
在月的水电工程材料价格指数；ＤＱＣＬＦ为按基期
价格计算的当期材料费（当期清单完成数量 ×单
价分析表中的某种材料单位耗量×该种材料开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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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２８ｄ所在月的信息价）；税率：按投标时的综合
税率计取。

２．６．２　人工费调差公式
ＴＪＥ＝∑（ＲＤＱＺＳ／ＲＪＱＺＳ－１）×ＤＱＲＧＦ×（１

＋税率）
式中　ＲＤＱＺＳ为人工当期价格指数。计量月对
应的水电工程人工费价格指数；ＲＪＱＺＳ为人工基
期价格指数。开标前２８ｄ所在月的水电工程人
工费价格指数；ＤＱＲＧＦ为当期人工费（当期清单
完成数量乘以单价分析表中的单位人工费，含机

上人工费）；税率按投标时的综合税率计取。

２．７　各期调价材料、人工费的数量确定
（１）按承包人投标的“单价分析资料表”中各

清单细目中对应的材料、人工费的单位消耗量乘

以该清单细目各期的计量数量确定，变更清单以

发包人或监理人批准的单价分析资料中的单位消

耗量为准。

（２）钢材、炸药、人工费的单位消耗量直接从单
价分析资料中摘取（钢支撑中的型钢按７０％计算）。

（３）柴油按中标人“自有施工设备台班费用
分析汇总表”中机械每台班耗油量乘以单价分析

资料中清单细目对应机械的台班数量确定。

（４）对于完工后计量的工程量，调差指数以
完工月的指数为准。

３　调差费用补偿
３．１　人工、材料价格指数和基础价格的确定

（１）价格指数：根据上述调差实施方案以及
可再生能源工程造价信息网公布的价格指数，结

合吉牛水电站隧洞工程招标时间确定调差价格指

数。引水隧洞标以２００９年上半年为基数，其价格
指数见表１。

（２）材料基价：钢材、柴油、炸药于２００９年１
月的基价分别为 ４２００元／ｔ、６１２０元／ｔ、１３１７０
元／ｔ。
３．２　工期责任划分及调差时间段的确定

通过对工期进行分析，确定了承包人工期的

责任和调差起算时间（表２）。
３．３　调差费用的确定

吉牛水电站引水隧洞及压力管道工程承包人

按照确定的调差方案，对各自承建工程从开工至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期间承包人自购材料和人工

表１　人工、材料定基价格指数表
（２００９年上半年为基数） ／％

序号 年 份 钢材 油料 炸药 人工费

１ ２００９ 上半年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２ ２００９ 下半年 １０２．１９ １１８．６ １００ ９９．４１

３ ２０１０ 上半年 １０９．７２ １２５．８１ １００ １０２．２

４ ２０１０ 下半年 １１３．０４ １２６．８２ １００ １０４．４

５ ２０１１ 上半年 １２２．８５ １４１．７６ １００ １１１．１

６ ２０１１ 下半年 １２１．７６ １４４．３４ １００ １１１．６

备注：（１）价格指数来源于可再生能源工程造价信息网；（２）环比
价格指数以上期为基数；（３）定基价格指数以２００９年上半年为基
数，１００。

表２　吉牛水电站引水隧洞各标调差起算时间表

序

号
标段名称 开工时间

承包人承担

延期时间 ／ｄ
调差起

算时间

１ 引水隧洞Ⅰ标 ２００９０５０６ １４３ ２００９０９２６

２ 引水隧洞Ⅱ标 ２００９０７１５ １１１ ２００９１１０４

３ 引水隧洞Ⅲ标 ２００９０５０６ １０２ ２００９０８１７

４ 引水隧洞Ⅳ标 ２００９０５０６ ９３ ２００９０８０８

５
调压室及压力

管道工程
２００９０７１５ ７１ ２００９０９２５

费价差进行了计算和申报，并经发包人审核。

４　争　议
发包人虽按上述方案进行了价差调整，但承

包人认为补偿金额不足以弥补人工、柴油价格上

涨造成的损失，因此，再次诉求，要求用市场“实

际价格法”进行补偿。发包人认为：此次调整价

差，已超出原合同范围，并且是按照国家相关部门

发布的市场价格指数进行的调整，已作出了很大

让步，不再按“实际价格法”进行调整。

５　结　语
可变因子调值公式法调差方案在吉牛水电站

的应用，为发、承包方在施工过程中价格调整提供

了一个新的思路，为工程能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

为以后此类情况积累了宝贵经验。通过上述调差

补偿案例，笔者将所取得的经验总结如下：

（１）本工程确定的调差方案存在缺陷：因不
能确定零星材料的权重以及零星材料的综合价格

指数，未能对零星材料费进行调差；未能对计算在

材料预算价中的运输费进行调差。

（２）在确定调差指数时发、承包人产生了分
歧。为避免在施工阶段造成不必要的索赔以及避

免出现调差争议，建议在招标时应明确调差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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