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ournal of Oil and Gas Technology 石油天然气学报, 2020, 42(4), 96-104 
Published Online December 2020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jogt 
https://doi.org/10.12677/jogt.2020.424117   

文章引用: 侯进才, 寇准, 王伟. 基于国际商会仲裁规则下的国际工程项目仲裁管理[J]. 石油天然气学报, 2020, 42(4): 
96-104. DOI: 10.12677/jogt.2020.424117 

 
 

Arbitration Management of International 
Project under the Arbitration Rules of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Jincai Hou, Zhun Kou, Wei Wang 
China Petroleum Pipeline Engineering Co., Ltd. International, Langfang Hebei 

 
 
Received: Sep. 11th, 2020; accepted: Nov. 3rd, 2020; published: Dec. 15th, 2020 

 
 

 
Abstract 
With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world economy, the commercial exchanges between domestic and 
foreign enterprises are developing rapidly, and the number of commercial disputes cases is 
growing quickly. Considering its advantages of high efficiency and speed, arbitrat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final ways to solv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disputes. This paper firstly presents the 
advantages of arbitration, then expounds the key stages and attention during the whole arbitra-
tion process. Flow chart and Gantt chart are drawn to show logics of the process. Specific sugges-
tions on the arbitration management of international projects are given at the end of the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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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国内外企业之间的商贸往来迅猛发展，出现商事争议与纠纷的案件也呈现上升趋

势，仲裁以其高效、快速等优点成为解决国际商事纠纷的最终方式之一。本文从仲裁的优点入手，首先

阐述了完整仲裁过程中各个关键环节及注意事项，然后用流程图和横道图两种形式体现了一个完整的仲

裁过程，最后就国际工程项目仲裁管理给出了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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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借助国家“走出去”战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一带一路”倡议等发展契机，国际工程承包业务快速发展，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在取得这

些辉煌成绩 1 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一方面，与国际一流企业相比，我们在技术和管理方面

都还存在着一定差距，结果就是我们虽然完成了“规模扩张”1，但盈利能力落后一大截，迫切要求我国

承包企业向“质量效益型”2 转变；另一方面，国际工程市场目前是买方市场，竞争异常激烈，中标价格

被压得很低，利润空间非常小，国内甚至流行着“中标靠低价，赚钱靠索赔”的说法。而受制于国内工

程项目管理经验，我们的索赔意识比较薄弱，对于业主的违约行为，不敢按照双方合同进行索赔，害怕

Open Access

 

 

1根据美国《工程新闻记录》(ENR)揭晓的 2020 年度“全球工程设计公司 150 强”(TOP 150 Global Design Firms)，以设计企业的全

球营业总收入为排名依据(没有公布利润额)，22 家中国内地企业上榜工程设计企业全球 150 强，超过 5 家上榜的其他国家地区分别

为美国 73 家，英国 5 家，日本 5 家，澳大利亚 6 家，西班牙 5 家。根据美国《财富》(Fortune Magazine)公布的 2020 年世界 500
强企业排行榜(以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作为入围榜单的重要依据)，按照国家和地区来看，今年中国大陆(含香港)公司数量达到 124 
家，历史上第一次超过美国 121 家，加上台湾地区企业，中国共有 133 家公司上榜。 
2根据美国《财富》(Fortune Magazine)公布的 2020 年世界 500 强企业排行榜数据，营收前十名中，中国 3 家，营业收入合计 11,705
亿美元，利润合计 192 亿美元；美国 2 家，营业收入合计 8044 亿美元，利润 264 亿美元；日本、英国、德国、荷兰、沙特各 1 家，

营业收入合计 15,226 亿美元，利润合计 1427 亿美元。利润前十名中，美国 6 家，营业收入 19,209 亿美元，利润合计 1306 亿美元；

中国 3 家，营业收入合计 9101 亿美元，利润合计 504 亿美元；沙特 1 家；营业收入 4070 亿美元，利润 67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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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罪”业主影响后续工作实施和市场开发，仅仅限于不疼不痒地发发牢骚，业主无理拒绝或者措辞强

硬回复后，最终还会被动满足业主要求。在项目完工后，如果无法实现预期利润，甚至出现巨大亏损，

此时再想起来与业主索赔谈判，但已经丧失了索赔的最佳机会，无奈只得通过仲裁或诉讼来维护自己的

利益。 
对于走出去的工程承包企业来说，从最初期望通过友好方式解决争议，最后“被逼到”提起仲裁，

由于缺乏精通索赔尤其是仲裁管理的专业人士，虽然有意向控制仲裁时间和费用，但不熟悉国际仲裁规

则，导致仲裁周期和费用存在失控的风险；有的企业甚至害怕仲裁费用失控，“得不偿失”(对胜诉没有

把握，即便胜诉了，仲裁费用占得到补偿款的非常大比例)，而不敢通过仲裁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鉴

于上述原因，本文基于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用流程图和横道图两种形式体现了一个完整的仲裁过程，并

详细分析了各个关键环节及注意事项，文章结尾部分给出了管理国际工程项目仲裁的建议，旨在为国际

工程承包企业的索赔管理人员提供参考和借鉴。 

2. 仲裁特点 

在国际工程常用的合同范本如 FIDIC、ICE、ICC 等中，对于合同执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提倡并鼓

励双方首先通过温和的方式解决(友好协商、独立第三方)，如果一直无法达成一致，及时提请仲裁或诉讼

则是维护权益受损方的重要途径。通常，仲裁是主要解决争议的最终方式，这是因为，与诉讼相比，仲

裁有如下优点：① 具有排他性[1]。在解决国际商事交易中争议的实践中，只有在当事人之间没有仲裁协

议或者法院认为仲裁协议无效的情况下，或者当事人之间从未订立过通过仲裁解决他们之间争议的协议

时，法院才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行使管辖权。② 高度意思自治性。仲裁是当事人依据事先或事后达成的

仲裁协议，自愿将他们之间产生的或可能产生的争议交由临时仲裁庭或常设仲裁庭进行审理，并作出具

有约束力裁决的解决方案。合同双方当事人可以约定仲裁协议、选择仲裁机构和仲裁地点、选择仲裁员、

调整仲裁程序、选择仲裁程序适用法律等。而诉讼没有这方面的自由选择权利，需要严格依据各国的诉

讼法规定的程序进行。③ 裁决可以有效地执行[1]。与法院判决相比，仲裁裁决如需在国外执行，则具有

更大的优势。因为世界上有一百多个国家均为《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即《纽约公约》的缔约国，据此公约，缔约

国有义务承认与执行在执行地国外作出的仲裁裁决，除非裁决有公约规定的拒绝承认和执行的理由。④ 
公平公正。仲裁的实施受到裁决地法院和裁决执行地法院的双重监督。此外，各常设仲裁机构为了自己

的声誉也将竭尽全力做到公平公正地处理争议事件。⑤ 保密性强。仲裁一般采用不公开审理的方法，除

非当事人约定公开审理，这样可以较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商业信誉和秘密。⑥ 专家判案。国际工程项目专

业性强、涉及面广，合同额以及争议金额较大，动辄上百万上千万甚至过亿，当事人可以自主选择有相

关专业背景、德高望重的人作为仲裁员，由信赖的专家做出的裁决更具有说服力。⑦ 程序灵活。与诉讼

程序相比，仲裁程序更灵活，不拘泥于法庭形式，仲裁规则本身只提供了组织化和机构化的程序框架，

没有规定仲裁的详细程序，如进行几轮答辩，听证会应如何进行，如何听取证人的证词等，双方当事人

和仲裁庭可以根据争议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仲裁期限和费用与争议总额，约定适用于当事各方和仲裁

员法律文化背景的、高效公正的具体程序，如采用简易程序、快速程序、书面审理、规定各种期限等，

而不必像诉讼一样严格遵守各项条条框框。⑧ 快速解决争议。仲裁程序在充分考虑当事人意愿的同时，

如果一方当事人不配合，有适当的规则可以保证程序继续进行，从而使得仲裁程序能以最短时间解决争

议。以国际商会 2017 版仲裁规则为例，被申请人必须在第一次提交答辩书时提交拟任仲裁员的信息，否

则秘书处将为指定仲裁员继续进行仲裁程序；双方当事人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提名拟任仲裁员，秘书处

将指定仲裁员，组成仲裁庭；仲裁庭应在收到案卷后一个月内提交经当事人和仲裁员签署的审理范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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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当事人拒绝参与拟订或者签署审理范围书，仲裁院将批准审理范围书，然后程序继续进行；仲裁庭

必须在签署或批准审理范围书后六个月内做出终局裁决等。 
仲裁裁决作出的时间和仲裁费用是当事人决策是否提起仲裁的重要影响因素，而最终的仲裁费用与

仲裁过程长短直接相关，仲裁过程的长短直接取决于对仲裁过程的管理与选取的仲裁程序。 

3. 仲裁程序 

国际商事仲裁程序是指国际民商事争议的一方当事人向有管辖权的仲裁机构提请仲裁，直至仲裁裁

决得到执行，整个过程中有关仲裁机构、仲裁院、申请人、被申请人、证人、代理人、鉴定人等参与仲

裁活动所必须遵守的程序和规则。 
国际商会(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ICC)是 1919 年成立的世界商业服务型的非政府间国际

组织，总部设在法国巴黎，其下设国际商会仲裁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Arbitration)和国际商会国际 ADR
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分别管理国际商会受理的仲裁和调解案件。

目前最新的仲裁规则是 2017 年 3 月 1 日发布，调解规则是 2014 年 1 月 1 日发布。本文以最新版仲裁规

则为例，阐述仲裁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 
参照国际商会仲裁规则，一个完整的仲裁程序需要经历如下环节：申请人提交仲裁申请(Request for 

Arbitration)，被申请人对仲裁申请进行答辩并提出反请求(Answer to the Request，Counterclaim)，组成仲

裁庭(Constitution of the Arbitral Tribunal)，确定审理范围书(Terms of Reference)，案件管理会以及程序时

间表(Case Management Conference and Procedural Timetable)，确定案件事实(Establishing the Facts of the 
Case)；开庭(Hearing)；最终裁决(Final Award)。 

仲裁各个环节涉及到仲裁院秘书处、申请人、被申请人、仲裁庭四个干系人，每个环节上四个干系

人的工作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对于初次接触的人来说，很难理清楚各个环节的工作重点和相互逻辑关

系；而且在实际仲裁过程中各个环节可能是同时进行，不存在严格的分界线。“千言万语不如一张图”，

为了方便理解整个过程，按照 ICC 仲裁规则约定的时间先后顺序，笔者绘制了仲裁流程图(见图 1)和仲裁

过程横道图(见图 2)，以便可以清晰地展示各个环节每个干系人需要完成的工作，有助于高效地管理仲裁

过程，从而制定相应的行动方案，以及改进和优化流程过程。其中，图 1 重点展示了仲裁程序的工作流，

图 2 重点展示了不同环节之间的逻辑关系及时间限制。 
 

 
Figure 1. Flow chart of arbitration process under ICC arbitration rule 
图 1. 基于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的仲裁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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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Gantt chart of arbitration process under ICC arbitration rule 
图 2. 基于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的仲裁过程横道图 

 

仲裁流程图和仲裁过程横道图是基于如下条件编制的： 
a) 仲裁程序开始于秘书处收到申请人的申请书； 
b) 被申请人应当在收到秘书处转来的申请书之日起一个月内提交答辩书和反请求(如果有的话)； 
c) 仲裁庭最快应在申请人提交申请书后三个月内组成(理论上，一人仲裁庭确定时间比三人仲裁庭

少；三人仲裁庭时，当事人应当在申请书和答辩书中提名仲裁员按一个半月考虑，仲裁院任命或当事人

提名首席仲裁员一个半月)； 
d) 审理范围书必须在仲裁庭收到案卷后一个月内完成； 
e) 终局裁决必须在签署审理范围书后六个月内，或在程序时间表约定的时间内完成。 
说明：① 只有 c 项在仲裁规则中没有强制要求，其余均为仲裁规则中要求的时间期限；② 被申请

人提交答辩的时间、申请人对反请求书面回复的时间、仲裁庭提交审理范围书的时间、作出终局裁决的

时间等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仲裁院批准延长；③ 保全措施和临时措施、紧急仲裁员、仲裁过程中和解

等特殊情况没有考虑。 
从图 2 可以看出，理想情况下(双方当事人都很配合，没有申请延期提交资料和证据，仲裁庭也没有

申请延期完成审理范围书和裁决书草案，双方当事人也没有追加当事人，没有提出临时保全措施和临时

措施申请)，一个完整的仲裁过程(提交仲裁申请书至作出裁决书)需要约 10 个半月的时间；根据资料显示

[2]，一般的仲裁案件可能需要 18 到 36 个月才能作出终局裁决。正是由于仲裁案件普遍存在着超时问题，

为了高效地解决争议，降低仲裁费用，迫切需要合理控制仲裁过程的时间，否则仲裁将失去其发展初期

的高效低成本优势，进而可能导致其发展前景惨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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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仲裁程序中注意事项 

4.1. 启动仲裁的阶段 

① 有效的仲裁协议。它是申请人提交仲裁申请的前提条件，申请人必须保证所依据的协议有效，否

则，仲裁机构可能不会立案，或者及时立案并作出了最终判决，但也可能在执行阶段被法院撤销。② 向
有管辖权的仲裁机构提交申请。如果合同或仲裁协议中约定了仲裁机构，应当遵照执行，否则，同样可

能面临被撤销或者被申请人抗辩的风险。③ 发起仲裁申请的程序。如果采用 FIDIC、ICE、ICC 等示范

合同文本，通常都会约定争议解决的顺序，即双方项目代表友好协商、双方高层介入、独立第三方，然

后才是仲裁。如果合同中所有争议必须经历规定前述阶段，然后才可以发起仲裁的话，必须要高度重视，

否则可能面临被撤销或者被申请人抗辩的风险。④ 发起仲裁的时间点。在满足了合同争议解决程序的前

提下，申请人必须在合同实体问题适用法律对争议事件规定的诉讼时效有效期内发起仲裁申请，否则，

可能会被仲裁庭判定争议事件错过了时效。如英国法规定，诉讼时效为自违约之日起 6 年，法国法规定，

自权利人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 5 年，中国法规定，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

之日起 3 年。 

4.2. 提名仲裁员与组成仲裁庭 

① 仲裁机构是仲裁案件的管理者，主要职能是根据仲裁规则对仲裁程序实施管理；仲裁庭是案件的

直接管理者，仲裁程序开始后的首要需要做的就是及时组成仲裁庭，以遍对机构所受理的仲裁案件进行

审理。② 被申请人必须在收到秘书处转发的申请书 30 日之内提交拟任仲裁员，否则仲裁院将指定仲裁

员继续仲裁程序。③ 双方当事人可以提名仲裁员，但仲裁员的任命由秘书处作出，并且仲裁员的工资和

仲裁过程中发生的合理费用也由仲裁院支付，双方当事人坚决不能与仲裁员有任何经济往来，或者其他

可能影响仲裁员公正仲裁的交易。 

4.3. 费用缴纳 

图 1 仲裁流程图中，① 序号为“003 缴纳申请费”(A non-refundable filing fee)，是指仲裁申请的启

动费用，该笔费用不论日后仲裁程序如何进行，都不退还；仲裁院秘书处只有收到申请费，才会将仲裁

申请书转发给被申请人。② 序号为“006-10 缴纳临时预付金”(A provisional advance)，是指仲裁院秘书

长要求申请人缴纳的临时预付金，用于支付拟定审理范围书所需的费用；收到临时预付款，是仲裁院组

成仲裁庭的前提条件。这笔费用首先由申请人支付，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仲裁程序可以顺利进行；申请

人缴纳的该笔费用可以冲抵后续仲裁过程中应该由申请人缴纳的预付金，如序号为“006-20 缴纳预付金”。

③ 序号为“006-20 缴纳预付金”(The advance on costs)，是仲裁院根据仲裁请求和反请求分别确定的预

付金数额，各当事人应该各自缴纳其仲裁请求对应的预付金。如果没有反请求，仲裁院可以根据申请人

的仲裁申请额确定一个预付金额，然后由双方当事人平均分担；如果一方当事人拒绝缴纳，已经缴纳

的一方可以代替另一方缴纳。收到足额预付金，是仲裁庭进行下一步工作的前提条件。④ 序号为“016
缴费、结算仲裁费”，是当事人各方或一方结算、缴清整个仲裁过程中发生的全部仲裁费用；它是秘

书处发送裁决书的前提条件。⑤ 在仲裁过程中，仲裁院可以随时通知当事人缴纳预付金。⑥ 如果当

事人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或者批准延长的时间内，仲裁程序将暂停；日后足额缴纳预付金后可以再次

启动程序。 

4.4. 延期申请 

仲裁过程中仲裁庭应当公平和中立行事，确保所有当事人均有合理的陈述机会，为此，仲裁规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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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个环节允许双方当事人提出延期申请：① 申请人缴纳申请费(Filing Fee)的期限；② 被申请人提交

答辩书的期限(不包括提名仲裁员的期限)；③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发请求书面答复提交期限；④ 拟定审理

范围书的期限；⑤ 双方当事人缴纳预付金的期限；⑥ 作出终局裁决的期限等。尽管当事人可以申请延

期，但是应该尽量避免采用延期策略来消极应对仲裁过程，否则可能会导致仲裁庭在最终裁决中让其承

担较大比例的仲裁费。 

4.5. 裁决书 

① 裁决书必须由仲裁院核准形式后才能签发，仲裁院对仲裁庭的裁决草案进行审查的目的主要是为

了保证保障裁决书的质量，使裁决能够得到顺利的执行；② 当事人在仲裁任何阶段，都可以达成和解，

可以请求仲裁庭将和解内容录入到裁决书中。 

4.6. 裁决被撤销 

撤裁申请需要在仲裁所在地有管辖权的法院，依据仲裁所在地仲裁程序法有关撤销裁决的法律规定

提起。通常说来，有以下几个因素可能导致仲裁裁决被撤销[1]：① 订立仲裁协议的当事人根据应当适用

的法律为无行为能力者；② 仲裁协议的形式不符合要求；③ 仲裁协议的内容不合法；④ 裁决的作出违

反正当程序；⑤ 管辖权问题；⑥ 仲裁庭组成不当；⑦ 违反公共政策。仲裁庭和当事人各方应当将导致

裁决可能被撤销的情况熟记于心，尽量避免闯到雷区。 

5. 国际工程项目仲裁管理 

5.1. 仲裁的组织 

鉴于上述国际工程仲裁过程的复杂性和周期长等特点，为了高效有计划地管理整个仲裁过程，在仲

裁初期建立适应于特定仲裁案件的组织机构非常重要。根据笔者经验，建议建立如图 3 所示的仲裁组织

结构图，可以根据争议额度的大小、案件的复杂性、人员分布情况灵活调整。 
 

 
Figure 3. Organization chart of arbitration management 
图 3. 仲裁组织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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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组织结构图中，由三部分人员组织：企业领导及归口管理部门、项目部团队和外部专家，企

业领导及归口管理部门负责制定仲裁的策略，并监督项目部按照既定策略开展具体工作；项目经理及项

目部团队是仲裁阶段主要负责人员，配合外部专家完成仲裁庭要求的各项证据收集与整理；外部专家负

责起草仲裁过程中的报告和书面材料，并随时提供各种咨询建议及风险提示。各个角色的主要职责如下： 
① 总经理。根据主管领导、归口部门和项目部的汇报，确定启动仲裁、仲裁过程的整体策略、和解

方案以及其他变动较大的方案或策略。 
② 主管领导及归口部门。根据总经理制定的策略，督促项目经理开展具体工作，并实时给出合理化

建议及需要注意事项。 
③ 项目经理。一方面，由于项目经理是项目实施过程中所有决策的制定者，熟悉所有争议事件的情

况及当初采取的策略；另一方面，项目关闭属于项目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环节，而竣工结算、索赔等项目

关闭阶段主要工作内容之一，因此，项目经理理应是仲裁阶段的第一责任人，负责整个仲裁过程策略制

定和组织各项具体活动。项目经理应该是整个组织结构中唯一专职人员，负责联系内外部各种关系，制

定仲裁具体策略和实施方案，督促项目部团队和外部专家完成各项具体工作，并定期向企业领导及归口

部门汇报工作进展及下一步计划。 
④ 项目部团队。在项目接近完工阶段，为了压缩成本，大部分人员已按照撤离计划转移到其他项目

或者单位工作，特别是经过双方和解谈判、第三方专家介入最后走到仲裁阶段时，原项目部团队成员绝

大部分早已离开了项目部在新的岗位工作，有的甚至已经离职。此时，已经基本上不可能把所有关键人

员都集中到一起来负责仲裁阶段的工作，比较容易实现的办法是，通过电话、视频等形式组织关键人员

开会就具体事件召开专题讨论会，协助外部专家完成报告。如果可能的话，最好将项目实施阶段主管合

同控制的项目副经理、合同部和控制部经理组织到一起，作为专职人员配合仲裁，特别是前期准备仲裁

申请书、完成索赔报告阶段，这些人员需要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协助外部专家。因为通常情况下，合

同部和控制部会参与项目执行过程中所有变更及索赔工作；此外，建议将项目实施阶段主管设计、采办

和施工的项目副经理包括到组织机构中，如果需要收集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一些证据，可以由主管副经理

负责联络项目团队成员完成。 
⑤ 外部专家。法律顾问在助理的协助下，负责起草仲裁申请书、完成争议事件的法律论证及事实陈

述、出庭参与辩论、提供仲裁过程合理化建议及风险提示等；索赔专家在法律顾问分析论证的基础上，

进行工期分析和费用计算，完成详细索赔报告；技术专家，有时候可能需要聘请外部技术专家对于质量

问题给出鉴定意见，以便支持我方的观点。 

5.2. 律师、索赔专家和仲裁员的选择 

① 律师的选择。如果企业有长期合作的律所，并且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曾经就具体问题咨询过律师

意见，一般推荐用熟悉的律师。由于律师熟悉情况，可以节省律师熟悉项目基本情况的时间，而且由于

长期接触，沟通起来可能更顺畅。在选择律师时，尽量选择与合同实体问题适用的法律相同国籍的律师。 
② 索赔专家的选择。如果企业有长期合作伙伴，可以作为备选方案；接受律师推荐，也是一个比较

好的选择，因为律师在准备索赔报告的过程中，需要与计划分析专家和费用计算专家密切配合，选择律

师熟悉的人选，可能会工作更顺畅，也让律师感到企业对自己的信任而更加主动地工作。 
③ 仲裁员的选择。由于仲裁员出庭辩论、参与裁决书的起草，因而仲裁员的选择更为重要。尽管绝

大部分仲裁员都可以公正地给出裁判，但受限于经验和知识，选择支持当事人争议事件主要的观点仲裁

员更为保险。如文献[3]中提到，承包商索赔额中最主要的部分与“推断赶工”相关，而“推断赶工”索

赔是美国司法概念，在美国司法界已经得到的普遍认可，但在英国法下则不支持，所以这种情况下，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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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商选择有美国法背景的人员担任仲裁员更为有利；如果采用的是 FIDICI 合同示范文本，建议选择具有

英国背景的律师、索赔专家和仲裁员。 

5.3. 项目部资料收集与整理 

索赔资料主要包含四大类，即正式信函、变更请求、报表和会议纪要以及四级计划，具体来说，正

式信函与合同条款建立索赔的法律和事实依据，报表和会议纪要展示争议事件发生时候的实际情况(进度

情况、资源投入、双方态度等)，四级计划(包括批准的基准计划和定期更新并提交业主的计划)是工期索

赔的主要依据，然后据此计算费用索赔额；变更申请如果与原工作范围没有关系，可以单独处理。 
在仲裁准备阶段，建议项目部组织人员将上述材料以争议事件为分类标准，把每个事件相关的材料

单独放在一起，并针对这些材料形成一个书面描述材料，以便外部专家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分析完善，

最终形成证据出示给仲裁庭。 

6. 结束语 

仲裁费用与时间成正比，同一案件，裁决作出的时间越快，仲裁费用就越低，而仲裁的快速性正是

通过仲裁程序的灵活性实现的。要想灵活地应用仲裁程序，需要工程建设企业有精通索赔管理的人士来

制定仲裁策略、管理仲裁过程。然而，实际情况是，我国工程建设企业普遍缺少在索赔管理方面精通的

专业人士。这主要是因为，相比于专业技术和普通的项目管理，索赔管理工作是一门跨学科、综合性强

的管理科学，它要求的综合素质比较高，如需要有工程技术知识、经济贸易知识、法律知识、项目管理

经验、进度费用管理经验等，我们的项目管理起步晚，目前积累还远远不够，导致专业人员匮乏。此外，

国际工程目前仍是“买方市场”，承包商在业主给定的合同文本中将承担更大的风险，导致许多工程项

目在完工后无法实现预期利润目标。此时，在内外部压力下，被迫与业主进行索赔谈判，实际上此时已

经丧失了索赔的最佳机会，最终只能通过发起仲裁解决争议。而同样由于缺少精通仲裁管理的专业人士，

除了增加败诉的风险外，缺乏有效地管理仲裁过程可能会导致仲裁费用高昂(如果当事人熟悉仲裁程序过

程，本来可以采取适当措施节约费用)，甚至会出现仲裁费用占了得到补偿的绝大部分“虽胜尤败”的情

况。可见，我国工程建设企业必须高度重视变更索赔相关人才的培养，在项目投标、合同签订前就分析

业主给定的合同文本中仲裁协议、仲裁地、适用法律等可能存在的风险，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然

后才能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把合同作为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利益，提高综合竞争力，在国际工程建设领域立

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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