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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蔓延，我国海外工程承包商的工期延误、项目成本失控、不能如期履

约的风险大幅增加，本文将依据国际承包工程项目一般实践和标准格式合同对承包商使用不可抗力规则

中的共性问题进行探讨，并据此行使索赔工期延长和/或额外费用的权利，对维护承包商的合法权益提供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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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VID-19 epidemic is spreading on a large scale around the world, and the risks of delay, 
project cost out of control, and failure to perform the contract on time of overseas engineering 
contractors from China are greatly increased.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common problems in the 
use of force majeure rules by contractors according to the general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con-
tracted engineering projects and standard form contracts. Accordingly, it exercises the right to 
claim for extension of construction period and/or additional costs, and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safeguarding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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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 1 月 31 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认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PHEIC)，2020 年 3 月 12 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 COVID-19 为全球流行性疾病 Pandemic。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国海外工程承包商的工期延误、项目成本失控、不能如期履约的风险大幅增加。

据了解，目前已有部分国际项目承包商以新冠肺炎疫情不可抗力为由向业主申请免责或赔偿。但在实际

操作中，由于对不可抗力理解不准确，运用经验不足等原因，有些承包商的相关主张未能获得业主的认

可。 
每个国际工程合同情况不同，各有特点，就算都是采用的 FIDIC 合同作为通用条件，但因版本、专

用条件、合同内容、项目所在国的准据法不同，以及不同项目受此次新冠疫情的影响程度也各不相同等，

索赔依据都不相同，难以笼统概括。对于承包商来说，新冠疫情到底是否构成“不可抗力”或者“合同

受阻”，必须结合不同个案去了解签约双方各自的目标和诉求，分析每一个具体合同中的相关条款和规

定，结合整份合同及发生的具体事件做出全盘的分析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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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不可抗力的法律适用和合同约定 

2.1. 关于不可抗力的法律适用 

“不可抗力(Force Majeure)”并没有世界通用的定义和适用。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律中通常有明确的不

可抗力法律规定，合同当事人可直接援引适用法律的相关法律条文作为主张的法律依据。在英美普通法

系国家的法律中通常没有关于不可抗力的明文规定。在合同未约定不可抗力时，通常用“合同目的落空”

或“合同受阻”或“履约不能”进行判断[1]。 
在国际工程项目中广泛使用的菲迪克标准格式合同(FIDIC)适用的法律一般均为工程所在国的法律。

因此，除合同存在明文的不可抗力约定外，合同当事人还应查明合同适用的准据法中的法律规定及其认

定标准。 
FIDIC 合同关于“不可抗力”的内容清单中，并没有列出“瘟疫”这个词。但并不能说明此次新冠

疫情在 FIDIC 合同的条件下就被排除在了“不可抗力”(1999 版第 19 款)、“特别事件”(2017 版第 18
款)、业主风险(1987 年第四版第 20.4 款)或意外风险(1977 版第 20.2 款)这类重大风险事件之外，因为 FIDIC
列出的只是一个未尽清单。另外，FIDIC 第 19.1 款里也有“如果发生双方无法控制的任何事件或情况(包
括但不限于‘不可抗力’)”这样的明文规定。因此，具体的风险事件可以超出合同所列内容，适用范围

应该更宽泛[2]。 
新冠疫情属于“有经验的承包商无法合理预见并预防发生的任何一种自然力的作用” [2]，符合 FIDIC 

合同关于“不可抗力”和“特别事件”的描述，所以在国际仲裁时非常可能会得到认可。 

2.2. 承包商应将合同约定作为主张不可抗力的主要依据 

在对外承包工程领域，主张不可抗力的主要依据是合同中约定的不可抗力条款。承包商以新冠肺炎

疫情为由主张不可抗力时应首要关注合同是否将传染性疾病及类似情形列入不可抗力事件或特殊风险清

单。如未列入但清单系非穷尽式，承包商可考虑结合合同中不可抗力或特殊风险的具体定义来主张新冠

肺炎疫情为不可抗力或特殊风险事件；如未列入且清单为穷尽式，承包商可能无法以合同主张免责或进

行索赔主张。此时，承包商需查明合同适用的准据法中有无不可抗力或者合同目的落空的法律规定。 

3. 承包商索赔权利主张、通知义务、减轻义务和举证责任 

3.1. 承包商应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及法律规定主张不可抗力 

FIDIC 银皮书第 19.2 款规定，受影响方必须在知道到或应该知道构成不可抗力的有关事件或情况后

14 天内向业主发出通知。同时，如果承包商希望就有关事件或情况索赔额外费用和/或工期延长，则还需

在知道或应当知道该有关事件或情况发生的 28 天内向业主发出索赔通知[2]。 
在发生不可抗力事件时，承包商应尽快向业主发出符合要求的不可抗力通知。不同合同对不可抗力

通知的格式、具体内容及发出方式可能存在不同要求。在草拟通知之前，承包商应详细审阅、确认合同

条款的具体约定，避免因不符合合同条款的要求而被认为未依约通知。需要注意的是，合同约定的不可

抗力通知与因不可抗力提出的工期延长和/或额外费用的索赔通知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通知，前者表明不

可抗力事件的发生，而后者表明在发生不可抗力事件时因此遭受的工期和费用的影响以及承包商依据合

同约定可以主张的权利[3]。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我国、项目所在国和项目人员、设备和材料的来源国及其他相关国家将

持续更新疫情防控措施。这些更新措施对承包商履约能力产生的直接影响时时在发生动态变化。新冠肺

炎疫情作为持续性事件，承包商应根据最新进展情况，依据合同约定的时间期限按时更新索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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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承包商在主张不可抗力时的举证责任 

承包商负有义务就新冠肺炎疫情对工程项目的影响进行举证，主要包括其对工期和/或额外费用，例

如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具体工作或活动，对工程进度计划的影响，对关键线路上工作或活动的影响以

及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可能发生的额外费用；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人员无法按期返工对工程施工的实际

影响，是否有替代性安排；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设备和货物短缺对工程施工的实际影响，是否有替代性

安排；承包商已采取的避免或减轻不可抗力事件影响的措施等。 
通常的证据材料包括但不限于：项目所在国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公告、旅行禁令、检疫要求、新闻

报道、各类歇业通知、航空公司航班取消证明、与业主的往来函件、业主的指示与要求、现场的材料仓

储和消耗记录、现场的人员需求和人员进出记录、海关和物流相关情况的记录、施工日志、项目进度报

表、中国驻项目所在国使(领)馆通知、减损措施证明等。建议承包商详实记载合同履行受影响的实际情况

及采取的减损措施，保存同期记录，并将同期记录及时书面通知给业主。 

3.3. 承包商可申请不可抗力事实证明 

在合同约定发生不可抗力事件需经“事件发生地相关部门认定”时，承包商还需按合同约定准备不

可抗力事实证明。承包商可根据需要可向中国贸促会及其授权的分、支会申请不可抗力事实证明。但该

证明针对的是与不可抗力相关事实存在的真实性，对该事实的发生能否构成不可抗力事件不做进一步判

定。因此，承包商还应进一步履行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证明新冠肺

炎疫情不可抗力事件对具体工程项目合同履行的实际影响、影响程度以及致使合同因此不能履行等影响。 

4. 承包商主张不可抗力需注意事项 

4.1. 承包商应通盘考虑，审慎决策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对某个具体的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并不必然构成不可抗力或特殊风险事件，建议承

包商应根据具体的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是否受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影响的程度，在主张不可抗力时通盘考虑，

审慎决策，不宜盲目主张并向业主索赔工期延长和/或额外费用，甚至主张解除合同。如确需主张权利的，

应尽快开展相关工作并向业主做好解释和沟通，有利于业主及时了解情况并采取措施减少业主自身损失，

便于获得业主的支持。 

4.2. 承包商对供应商和分包商的合同风险应对 

承包商在关注对业主主张不可抗力事件及其行使索赔权利的同时，还应处理好上下游分包商和供应

商的权利主张和相应的索赔要求。建议承包商加强与分包商及供应商的沟通，通过对供应链进行适当管

理，控制新冠肺炎疫情对相关上下游合同的影响，降低自身承担违约责任的可能性。 

5. 结束语 

新冠疫情仅仅是目前发生的事件的背景，目前的情况可能构成一连串的“触发事件”，不可抗力是

基础应对策略，往往只能获得工期延长避免遭受业主的延期罚款等问题，属于比较基础的“防御动作”，

但是如果承包商希望获得更好的补偿及有效的维护自身权益，那么就需要深入研究和考虑就其他触发事

件可以适用的“升级的合同救济策略”相关情形，最大限度的主张承包商的诉求。 
我国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涉及国别和行业广泛，不同合同条款具体约定的内容存在差异，不可抗力法

律适用情形涉及了不同的司法管辖地。因此，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国际项目的不利影响，承包商应

根据受新冠肺炎疫情对具体工程项目的影响及其受影响程度，依据合同约定和适用法律的规定主张新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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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疫情构成不可抗力，并据此行使索赔工期延长和/或额外费用的权利，维护承包商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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