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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简要介绍了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承包项目合同结构，与国际项目采用的FIDIC合同条款进行对比，分

析了沙特阿美合同在合同范围、合同双方权利义务以及本土化要求等方面的主要特点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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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the contract structure of general contracting project of Saudi Aram-
co. Compared with FIDIC contract clauses adopted in international projec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and problems of Saudi Aramco contract in terms of contract scop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both parties and localization requirement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jogt
https://doi.org/10.12677/jogt.2021.434078
https://doi.org/10.12677/jogt.2021.434078
http://www.hanspub.org


王维 等 
 

 

DOI: 10.12677/jogt.2021.434078 99 石油天然气学报 
 

Keywords 
Saudi Aramco, Contract System, Composition, Characteristic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以下简称沙特阿美)作为世界主要能源公司，凭借其无可比拟的资源垄断优势建立

了以自身为核心的石油工业体系，并根据自身特点建立了特有的项目管理模式。在此基础上，沙特阿美

所执行的合同文件作为业主与承包商之间的“宪法性文件”，相较国际通用的 FIDIC 合同也具有其特殊

性[1]。 
本文以沙特阿美的设计采办及施工总承包合同为研究对象，对沙特阿美合同构成、特点等进行介绍

和分析，以期为承包商降低和控制沙特阿美项目合同执行过程中的风险提供参考。 

2. 沙特阿美合同类型及构成 

2.1. 合同类型 

按照项目执行地理位置，沙特阿美的工程承包合同可分为两大类：1) 项目活动完全或绝大部分在沙

特境内进行的合同，此类合同称为“In-Kingdom Contract”，简称“IK 合同”；2) 项目执行活动在沙特

境外执行的合同，此类合同称为“Out of Kingdom Contract”，简称“OoK 合同”[2]。一般来讲，在沙特

境内执行的项目大多采用 IK 合同，但当涉及到国际承包商在沙特境外进行设计和设备生产的项目则采用

OoK 合同或 IK 合同与 OoK 合同相结合的方式[3]。 

2.2. IK 合同构成 

本文以使用频率最高和适用范围最广泛的 IK 合同为分析对象。IK 合同是由合同条款、合同附件以

及标准规范等构成的一个完整的系统性文书[4]。从文件数量来看，IK 合同由 12 个主文件构成，每个主

文件下分多个子文件。由于 IK 合同文件众多，且各类文件和标准在实际使用时又经常交叉更新，为了解

决文件冲突，按照“特殊优于普通”原则，阿美通过合同签署页对合同文件适用的优先顺序进行了明确

规定[5]，见表 1。 
 
Table 1. The priority of Saudi Aramco contract 
表 1. 阿美合同优先级顺序 

优先级 文件名 

1 附录“H”  Special Terms and Conditions 

2 附录“A”  General Terms and Conditions 

3 附录“S”  Saudization Terms and Condition 

4 附录“I”   In-Kingdom Total Value Add 及其附件 

5 附录“D”  Safety,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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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6 附录“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Arbitration and Choice of Law 

7 附录“F”  Taxes, Duties and Related Obligations 及其附件 

8 附录“C”  Contract Price and Payment Provisions 及其附件 

9 附录“Q”  Quality Assurance and Control, Inspection and Testing 及其附件 

10 附录“G”  Materials, Tools and Equipment 及其附件 

11 附录“B”  Job Specification 

12 附录 B 的附件 

注：“附录 B 的附件”的效力低于“附录 B”，且效力等级最低。这与“附录 I”、“附录 F”、“附录 C”、“附

录 Q”及“附录 G”等的附件与相应附录具有同等效力有所不同。 
 

沙特阿美合同文本与国际工程项目常用的《生产设备和设计——施工合同条件》(2017 年第二版) 
(Conditions of Contract for PLANT and DESIGN-BUILD，缩写为 FIDIC) [6]规定一致，承包商递交的投标

文件被认定为是整个合同体系中优先等级最低的，即合同条件的效力优于投标文件。因此，承包商在必

要时应就投标文件中的相关内容与阿美进行特别约定。 

3. 合同特点 

如前文所述，沙特阿美的合同不仅涵盖合同文件，还包括各项标准、规范及项目管理内容，对承包

商执行项目进行全面和深入的监督和管控，严格控制工程建设的进度、质量、安全已经情况确认等，涉

及面非常广。 
阿美合同的特点主要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1) 合同覆盖广、内容繁琐 
阿美合同覆盖范围广泛，并且通过各个附录(特别是附录 B 的附件 1)将大量的设计规范、程序、手册、

特殊指南及通用指南等纳入到合同之中并交叉引用，同时对承包商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所应承担的义务也

有十分详尽的规定。从项目建设涉及的设计、采办、施工、质量、安全等，到承包商为实施工程建设需

要而选择的“关键人员”的面试和审批，甚至对于承包商的营地住宿条件等都进行了明确细致的要求。 
以阿美某天然气管道总承包工程为例，合同中明确列出的文件就多达 20 种，特别是设计规范及程序

还包括大量的子目录。不仅如此，承包商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的设计、采办及施工等活动还涉及大量需要

阿美审批的内容，特别是施工活动许可及质量检验方面。 
国际工程通用的 FIDIC 合同则秉承“有限干预承包商工作”的宗旨[7]，其更加侧重于业主与承包商

之间的权利义务分配，而阿美合同则对承包商的项目执行活动提出具体明确的要求。这也是承包商在执

行阿美项目时所面临的巨大风险之一。承包商需对阿美的合同体系熟练掌握则是顺利完成项目建设的必

要条件之一。 
2) 合同权利义务失衡，合同双方地位悬殊 
在阿美的合同框架下，业主享有广泛的权利，但承担义务却很有限，而承包商恰恰相反，这种地位

悬殊已经超过了一般国际工程项目合同的水平。 
阿美的项目大多通过邀请招标，并将项目执行所采用的合同格式条款作为招标文件的一部分发送给

投标人且不接受任何针对格式条款偏离。这会造成投标人要想中标只能接受由这些格式条款所带来得不

利地位，从而不可避免地在合同签署后将自身至于极大合同执行风险的境地。 
如果说格式条款在合同中赋予阿美优势地位，那么在合同中体现出的阿美具有大量审批、检查及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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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权利的规定则是其优势地位的实质体现。按照合同要求，阿美的承包商在选择工程分包商时必须选取

阿美认定的“合格分包商名录”中的公司，并且在签订分包合同前得到阿美的书面批准。此外，承包商

的项目执行计划、进度计划及项目执行各类程序文件等均需得到沙特阿美的批准。 
除了这些审批条款规定以外，阿美还通过时限要求进一步加强对承包商行为的控制。例如，阿美合

同对承包商提交文件、修改文件及发出通知等的时间进行了明确规定。合同中涉及承包商须在规定时间

内提交文件的条款多达 20 多项。但与之相反的是阿美需要完成的审批或其他义务方面的时限要求则明显

宽泛得多，并且鲜有明确的时间限制。例如，合同中并未对阿美支付合同款的具体时间作明确规定。一

般情况下，业主在收到承包商的预付款保函后应“及时”支付合同工款，如 FIDIC 合同条件 14.7 款规定

[7]，业主应在收到承包商发票之日起 56 天内支付进度款，并且有权就未收到的款项按月计算复利。但在

阿美合同中关于款项支付都没有“及时”这项规定，更别说明确具体的付款时间，因此也不存在因迟延

支付而需承担的款项复利，还变相将资金压力转移给了分包商[8]。 
虽然原则上合同内容属于双方共同约定，但是由于阿美在一开始就规定了过多有利于自身的条款，

使业主与承包商并没有处于同等地位或是较为同等的地位，这种“宽于律己、严以待人”的合作方式难

免为后续合同履约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3) 较高的本土化要求，对承包商造成极大压力 
阿美为响应沙特政府提升本国经济的政策号召，利用其自身地位优势在合同条款中对承包商明确了

很高的本土化要求，包括“沙化”(Saudization)比例和“本土价值贡献”(即 In-Kingdom Total Value Add，
简称 IKTVA)比例[9]。 

根据特定地区的实际情况，阿美对项目的“沙化”指标进行了单独设置。“沙化”指标是指沙特籍

员工的工时占项目全部工时的比例。对于位于临近经济发达地区及人口相对稠密地区的项目，各类岗位

的指标要求在 23%左右；而对于偏远地区的项目各项比例则要求 20%或更低。此外，阿美合同还将“沙

化”指标与沙特的最低工资制度相结合，这无疑给承包商带来了巨大的成本压力。 
IKTVA 是一个相较“沙化”更为庞大的系统，是一个包含沙特籍员工的工资支付、对沙特籍员工培

训的支出、对沙特本土商品和服务的采购、对沙特境内供应链体系建设的投入、对在沙特进行研发的支

出以及出口收入等在内的综合测算指标。与“沙化”不同的是，IKTVA 的指标按照合同年度进行逐年增

加，每合同年度增幅为 2%。但如合同期限超过一定年限时，IKTVA 指标将保持不变[10]。IKTVA 是承

包商的一项重要义务，虽然合同中并未规定承包商违反 IKTVA 指标时需承担的违约金责任，但根据合同

规定，如承包商违反此义务，沙特阿美将有权做出单方终止合同的决定。 
“沙化”和 IKTVA 指标意味着承包商将要把合同收入的相当一部分投入到沙特当地经济之中。这可

以看作是阿美通过承包商间接对沙特本国经济进行的补贴。虽然承包商在投标报价中会考虑到这些指标

要求自身成本的影响，但在项目实际执行过程中仍然面临着因此类本土化要求导致的成本压力[11]。 

4. 结语 

沙特阿美的合同是一个以合同条款为骨骼，以项目管理要求为血肉的生命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任

何合同的组成部分都是紧密联系和相互呼应的。在这种体系化的架构下，就要求承包商务必对合同条款

内容、阿美的项目管理体系及相互交叉的内容要十分熟悉，并在合同分析和应对上从整体角度出发，进

行全面考量，作出合理的规划，最大化地降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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