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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衡量企业实力有两大指
标，分别是产值与现金流。产值代表规
模，现金流代表发展质量。对于施工企
业，规模是面子，现金流是里子，没有
足够的现金流，规模做得再大也终会变
成举步维艰的结局。因此，施工企业要
平衡规模、利润和现金流的关系，把现
金流的维系放在重要管理位置上。

影响现金流的原因

1.建设单位资信原因
建设单位资信能力是影响项目工程

回款的最重要因素。当前形势下，几乎
所有的项目均存在垫资施工问题，有的
项目利润甚至低于质保金数额。一旦建
设单位出现现金流问题，会直接影响施
工企业的回款，特别是在当前房地产市
场不景气，甚至过剩的情况下，很多开发
商都面临去化能力差、现金回笼慢的情
况，这些单位随时面临破产，或者变成僵
尸企业。并且，存在问题的不仅仅是开
发企业，很多地方政府也存在这个问题，
为了形象大规模开发，导致很多地方政
府投资项目停建、缓建，甚至部分地方政
府直接告诉施工企业无力支付工程款。
因此，建设单位的资信能力、资金实力和
现金流，决定了施工企业的项目现金流。

2.合同条件原因
在当前建设工程领域，建设单位占

据着绝对优势地位，建筑市场长期处于
“狼多肉少”的局面，建设单位在设置
合同条件时越来越苛刻，很多项目因合
同条件差导致项目现金流差：

一是中标金额低，项目本身亏损。
亏损项目不管过程支付如何，最终的项
目现金流一定是负的，有的项目因为亏
损的问题常年不结算，造成更大的现金
流漏洞。

二是合同约定付款比例低或者大节
点付款。付款比例低或者大节点付款导
致项目过程中成本支出长时间高于现金
流入，由此导致项目长时间负现金流。

三是变更索赔款过程不支付。有的
合同中约定因变更增加费用、索赔费用
和新增工程量过程不予支付，全部都在
项目结算后统一支付。如果施工项目变
更多，就造成增加的费用长时间拿不到
钱，而工程结算又遥遥无期，那么项目
现金流将会极大受影响。

四是结算审核时间过长。当前市场
下，进度款比例很低，大部分款项留待
结算后支付。结算时间越长，结算款回
收时间越长，资金成本越高。有的建设
单位直接在合同中约定结算三次审核，
单次结算审核期超过一年，仅仅一个结
算程序时间就长达二三年，甚至有的政
府投资项目直接约定工程结算以政府审
计为准，政府审计什么时候做呢？施工
企业完全没有掌控力。结算时间过长，
导致结算款迟迟无法回收，影响项目和
企业的现金流。

3.工程长期停工
如上所述，施工企业都是垫资施

工，所垫资的部分只有等到项目竣工并
且完成竣工结算后方能到达付款时间节

点。项目长期停工，导致建设单位对施
工企业的付款一直停留在进度款的付款
比例上，除非施工企业解除施工合同。
而施工企业的分供商却不会长时间等
待，只要在其期望的时间内没有收回价
款，分供商就直接通过各种方式索要款
项了。另外，项目工期延长总会造成成
本增加，如管理费成本、安全文明施工
措施费等等，但是这部分费用建设单位
并不愿意承担，有的甚至在施工合同中
直接约定建设单位不承担责任或者只承
担有限责任。因此，项目停工或者工期
延长，会极大影响项目现金流。

4.验工结算不利
对于施工企业来说，由于项目工期

长，垫资金额高，解决现金流比较理想
的状态就是过程验工高、结算时间短。
但是，有的企业不注重过程报量，不仅
未将过程报量提高和提前报量，往往还
漏报量或者少报量，并且结算也久拖不
决，从而极大的影响项目现金流。

5.成本控制不利
企业和项目现金流差的原因除了现

金流入低之外，还有就是成本控制不
力，从而导致大量现金流被无用成本吞
噬，比如施工现场材料浪费、施工质量
差导致返工、人工利用率不高导致窝
工、企业管理成本过高等等，影响企业
和项目现金流。

现金流差的危害

1.被诉案件增多
当施工企业或者项目现金流差或者

现金流枯竭时，往往无力支付下游分包
商和材料商的款项，从而导致企业诉讼
案件增多。诉讼案件增多不仅增加企业
成本，还会影响企业的形象和信誉，给
企业带来方方面面的困扰。诉讼案件只
要进入执行程序，就必须支付欠款。

2.影响其他项目及企业现金流
一个项目现金流差或者现金流为

负，企业往往采取的措施是“拆东墙补
西墙”或者通过银行贷款解决项目现金
流，若施工企业存在大量的负现金流项
目，则意味着企业需要大量的外来资金
维持企业的运转，但是与此同时会造成
企业负担大量的资金成本，久而久之，
就会导致整个企业利润降低，整个企业
现金流越来越差。

3.资产被查封冻结，直到破产
当施工企业现金流枯竭，那么就会

面临大量的诉讼案件，由此导致自身的
资产和银行账户被查封冻结，企业很快
就会走向破产，即使不破产企业也完全
丧失生产经营能力。

如何应对现金流风险

1.做好标前评审
施工企业在参与投标前，不能“无

的放矢”，不能为了承接项目而“饥不
择食”，不能为了完成指标而“慌不择
路”，而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要根据
企业自身状况编制项目投标的“负面清
单”，在具体项目投标前对项目进行标

前评审。标前评审主要考虑四个方面：
一是建设单位资信。建设单位资信

决定了建设单位履约能力，建设单位的
资信条件一般与合同条件成反比，故资
信条件不好的合同条件一定要好，反之
亦然。施工企业对建设单位资信条件的
了解，从招标人注册资金、行业地位、土
地权归属、项目土地出让金支付情况、建
设单位过往履约情况、建设单位涉诉情
况、项目融资情况和融资计划等多个方
面审核，若发现建设单位资信不良，要降
低垫资比例甚至不垫资，也要谨慎提交
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履约保函等。

二是项目种类。施工项目一般可以
分为住宅地产、商业地产、工业项目、
基础设施、其他公建、海外项目等等。
在当前大的市场环境下，住宅地产非常
成熟，利润空间有限，商业地产过剩，
工业项目根据工业门类和开发主体的不
同各有特点，基础设施和公建项目属于
优质项目，但是也受制于地方政府的财
政状况。因此，施工企业应当根据自身
情况合理确定各类项目的占比，尽量降
低施工技术含量低、效益附加值低的一
般地产项目在总体承建项目中比重，尽
量提高基础设施和公建类的市场比重。

三是项目规模。项目达到一定规
模，能够降低管理费用成本占比，更容
易产生效益；反之，项目过小投入的营销
费用、管理费用、大型机械设备进出场费
用以及其他不可预见的费用难以分摊。
因此，项目投标需要有规模指标要求。

四是其他合同条件。有的合同条件
太苛刻也应果断放弃投标，比如合同中
有建设单位欠款不能停工、不能解约的
约定，项目停工不能索赔的约定，固定
价格不允许调整的约定等等。

2.做好合同评审
在项目中标后合同签订前，施工企

业应仔细对合同进行评审，合同评审中
涉及现金流需要注意的有以下几个方
面：

一是合同付款条件及方式。项目是
月度付款还是节点付款、付款比例、付
款间隔时间，付款方式是否包含商业承
兑汇票、保理、以房抵债以及其他非常
规支付方式。

二是结算审核期限及流程。一般来
说，若项目结算审核期限超过六个月，
那么就应视为结算审核时间过长，并且
要注意合同中约定的结算流程，有的建
设单位会要求约定在多次结算审核，这
无疑会极大延长结算审核期限。

三是质保金比例。根据《建设工程
质量保证金管理办法》，质保金总预留
比例由不得高于工程价款结算总额的
3%，因此，若合同中约定的质保金过高
（如超过10%），那么施工企业应该尽量
优化合同。

四是变更索赔款的支付时间。实践
中，变更索赔款一般有三种支付方式，分
别是随着进度款一并支付、达到一定金
额（如1000万）后支付、随着结算款支付。

3.做好过程验工
过程验工是中间付款的最重要依

据，也是竣工结算的重要参考指标。要

做好过程验工，首先要做好施工图预
算，提前算量才能及时报量；其次是要
对建设单位的验工批复认真审查，验工
不足的要及时提交异议，要求建设单位
重新验工或者补足验工；最后是所有变
更工作量、增加工作量、索赔等额外增
加合同价款的内容都要在过程验工予以
申报，要求施工监理、投资监理和建设
单位进行审核。施工企业要按照合同约
定的计量周期和计量内容及时、完整的
上报验工，不能将验工内容与付款内容
画等号，不能因为某些变更价款合同约
定结算支付就放弃了中间验工。

4.重视进度控制
项目管理应以工期管控为核心，坚

决禁止出现工期违约的情况，因为一旦
发生工期违约，建设单位要求的工期违
约金会将施工企业的所有利润覆盖，亏
钱又丢人。施工企业应当根据合同工期
要求做好工期策划，充分考虑施工道路
情况、建设单位配合情况、政府要求情
况、人员物资情况等；如果出现因建设
单位原因或非施工企业原因延期开工或
工期延长，施工企业因按照约定及时行
使权利，申请工期索赔、费用索赔等
等。如果建设单位故意延长工期或者其
他原因长期停工，施工企业应考虑解除
施工合同。

5.重视过程索赔
索赔可以分为过程索赔和一揽子索

赔，过程索赔又叫“一事一索赔”，几
乎很少有施工企业做到一事一索赔，往
往寄希望于当项目竣工后，在结算中和
建设单位谈索赔。根据实践经验来看，
结算时再谈索赔效果一般都不理想，并
且属于施工企业自己放弃了在过程中索
要索赔款的权利，未能将索赔款变成自
身现金流。因此，律师建议，施工企业
要提升过程索赔能力，尽量做到一事一
索赔，并且要做到索赔款过程落地，从
而改善项目现金流。过程索赔还有一大
优点是，可以通过索赔将过程中影响项
目施工的责任推给建设单位，从而避免
建设单位的反索赔。

6.风险过程解决
若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出现重大争议

事项，如因政策原因导致项目成本大幅
提升、因第三人原因导致项目长期停
工、项目亏损严重、项目现金流极差
等，施工企业应该在过程中将上述问题
予以解决，因为一是在施工过程中，施

工企业掌控施工现场，拥有谈判主动
权；二是若重大争议事项能妥善解决，
可以增加项目收入，从而增加项目现金
流；三是若在过程中不予解决，拖至结
算，建设单位往往以各种理由推脱，从
而对施工企业不利。

7.严控项目成本
企业和项目现金流不仅要注重现金

流入，还要注重现金流出，因此，施工
企业要注重成本管理，在项目上要建立
成本管理制度，做到材料的高周转和高
利用率，减少材料的浪费，要根据项目
实际情况，制定施工计划，做到工期
短、材料利用率高、浪费少；在企业总
部要做好资金预算支付制度、财务分析
制度、应收账款管理制度、材料采购制
度等，尽量控制自身成本；对分包的付
款要严格按照合同和分包实际工作量付
款，严禁超付工程款，通过方方面面降
低企业成本，从而降低现金流出。

8.提高风控能力
施工企业要努力提高自身风控能

力，从而从根源上防范现金流风险和解
决现金流风险，提高风控能力包含以下
几个方面：

一是识别风险的能力。风险变成损
失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发现风险太晚，从
而难以有有效的措施去防止风险。因
此，识别风险就变得极为重要。这些风
险包括利润率风险、现金流风险、工期
风险、质量风险、工程停工风险、建设
单位破产风险、安全施工风险、分包闹
事风险、政策变化风险、市场涨价风
险、违约责任风险等等。施工企业要努
力提升自身识别风险的能力，根据合同
条件、建设单位情况、项目情况、市场
环境、政策导向等认真分析风险的可能
性和危害性。不仅要识别合同中的风
险，还要在整个项目施工过程中，随时
发现风险，从而防范风险。

二是计划管理能力。施工企业项目
中标后，首先要进行盈亏分析，根据已
报价工程量清单分析盈利点和亏损点，
并制定相应措施来确保盈利点落地，亏
损点少亏或不亏，对项目的盈亏计算和
商务策划，要贯彻项目始终；对于一些
确实无法实现盈利的项目想办法尽快结
束项目，尤其不能出现已施工部分的大
规模亏损。其次要进行工期策划，项目
工期既是施工企业履约能力的体现，也
是项目管理能力的体现；工期策划不仅

仅是如何抢工期，更应该是如何顺延工
期，只有取得顺延工期的建设单位认
可，施工企业的抢工期才会有价值。工
程施工需要甲乙双方配合，如果建设单
位场地不移交、图纸不提供、资金不拨
付、没有施工许可证书，施工企业没有
办法独立完成施工，同时工程施工又受
政府政策规定的影响。另外还要进行现
金流策划，编制现金流量表，预估项目
现金流从负转正的时间。

三是变更索赔的能力。很多施工企
业不敢也不愿去索赔，认为索赔不仅耗
费时间，还容易得罪建设单位，这恰是
施工企业变更索赔能力不足的体现。施
工企业应在项目开工前甚至是项目投标
前，即开始一个项目的索赔策划，在项
目过程中遇到索赔事件或者有好的时机
时，主动出击，通过索赔增加项目效益
或者弥补项目亏损。

四是合同谈判能力。合同谈判不仅
仅是签约谈判，施工企业更要在合同履
行过程中，利用工程变更、技术要求、工
期需要等变化，通过补充协议、会议纪
要、变更签证等优化合同条件，优化计价
和现金流。合同谈判要充分考虑情势，
充分考虑甲乙双方在不同时间点所处的
不同地位，抓住有利时机实现合同策划
目标，既不能漠视等待更不能盲目硬上。

五是敢于诉讼。部分施工企业在建
设单位迟迟无法支付工程款时，在故意
长时间拖延结算时，在工期长时间停工
时，为了维护和建设单位关系、对项目
抱有幻想、害怕诉讼等原因而不敢起
诉，导致丧失有利时机或者损失一步步
扩大。律师认为，施工企业应正确看待
诉讼，诉讼只不过是市场主体解决问题
的一种手段，既不能仰视更不能鄙视，
是否提起诉讼是市场的选择结果，而不
能人为定指标。对于某些项目、某些建
设单位，在通过非诉讼手段无法回收工
程款时，要善于利用诉讼回款。诉讼能
力也是企业竞争力。施工企业要充分掌
握建设单位资产，如土地状况、销售情
况、抵押状况；充分掌握建设单位财务
信息，如银行账户情况、基本账户；充
分掌握建设单位项目的现状，如预售许
可证是否办理、大产证是否办理，通过
快速查封建设单位资产，要求建设单位
调解，从而达到快速回款，解决项目现
金流问题。

作者单位：国浩律师事务所

建筑施工企业现金流风险及应对
□孙玉军

2020 年 12 月 30 日最高人民法院颁
布了《关于废止部分司法解释及相关规
范性文件的决定》 法释 〔2020〕 16 号，
公布了废止解释及文件共计 116 个，
2021 年 1 月 1 日生效，其中第 22、23、
24是关于废止建设工程有关司法解释，
即废止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
解释》 法释 〔2004〕 14 号，（下称“原

《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一》”《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
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二）》（法释

〔2018〕20号，（下称“原《施工合同司
法解释二》”）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
法释[2002]16号，（下称“《建设工程价
款优先受偿权批复》 ”。同日，最高人
民法院颁布《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 纠 纷 案 件 适 用 法 律 问 题 的 解 释
（一）》（下称“新《施工合同司法解释
一》”），2021年1月1日生效。

新构架清晰

新《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一》是基于
《民法典》 最新规定，吸收和整合了原
《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一》、原《施工合同
司法解释二》《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
权批复》等，除旧立新，将不适应社会
经济发展需要和司法实践的相应条款予
以删除和部分修改调整。

具体表现为：一是，新《施工合同
司法解释一》删除了原《施工合同司法

解释一》7个条款，分别是第2条、第3
条、第8条、第9条、第10条、第21条、第
24条，同时，将其他6个条款予以实质性
内容的调整。二是，基本上保留了原《施
工合同司法解释二》的内容，仅对第 11
条、第18条进行较大修改。

新的构架从七大方面进行了系统搭
建，即合同效力即赔偿原则、工期认
定、工程质量、工程结算、工程鉴定、
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实际施工人保护
等，重整为45个条款，其之间的逻辑关
系和层次递进关系更加清晰可见。

具体表现为：即第 1 条至 5 条是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效力的认定；第 6 至 7
条是合同无效情形下损害赔偿处理；第
8 至第 10 条是工期及工期顺延的认定；
第 11 至第 16 条是工程质量争议处理；
第 8 条至 10 条是工期及工期顺延的认
定；第 11 条至 16 条是工程质量争议处
理；第 17 条至 18 条是质保金及保修责
任的处理；第 19 条至 24 条是工程计价
与结算问题；第 25 条至 27 条是工程款
利息的认定；第 28 条至 34 条是工程造
价鉴定的申请及处理；第 35 条至 42 条
是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第43至44
条是实际施工人的权利保护；第45条是
附则。

新变化凸显

新《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一》与《民
法典》进行了充分衔接，不仅表现在法
律用语表述更加准确与合理，而且更为

重要的是处理实际问题的思路及方案发
生重大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民法典》明确“折价补偿”原
则，新《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一》第24条
予以体现

施工合同无效情形下，工程质量合
格，原《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一》第3条
处理原则为“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
款”，导致误以为未区分有效合同和无
效合同的结算规则，同时，司法实践中
出现了合同无效情形下获得的工程价款
高于有效时的工程价款，这与民事基本
法理严重相违背。

新《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一》第24条
明确数份施工合同无效，工程质量合
格，按照“合同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折
价补偿”，统一适用了《民法典》第793
条的规定，同时确立了无效合同下，只
能在合同约定的范围内，采取折价补偿
方法进行折算工程款，很好地解决了无
效合同下获得额外更高利益的可能，统
一了折价补偿的标准和尺度。

2.删除“收缴当事人非法所得”
《民法典》第179条删除了《民法通

则》第134条关于“收缴进行非法获得
的财物和非法所得”的规定，新《施工
合同司法解释一》 不再列明。《民法
典》 实行后，《民法通则》 并未被废
止，已经失去了相应的法律依据。另
外，收缴违法所得属于行政管辖范畴，
法院根据实际情况可向相关主管部门发
出司法建议，具体是否处罚，由行政主
管机关决定。同时，从司法实践来看，

对于法院收缴非法所得后，如何处理存
在一定的困难，导致无对应部门相互交
接，《民法典》 回归正轨，厘清了民行
界限。

3.施工合同有效，质量竣工验收不
合格处理原则发生变动

原《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一》第16条
对于施工合同有效，质量竣工验收不合
格处理原则为“工程价款结算参照本解
释第三条规定处理”，即由承包人进行
修复，根据修复情况，发包人决定是否
支付相应工程款。新《施工合同司法解
释一》第19条变更为“依照民法典第五
百七十七条规定处理”，即承包人应当
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
损失等违约责任。

上述变化，区分了合同有效和无效
情况下质量是否合格不同的处理方法，
因合同有效，工程质量不合适本质上就
是承包人的一种违约行为，未按照合同
约定或者发包人设计要求等进行施工，
导致工程质量不合格，按照违约进行处
理即可。

4.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优于抵
押权和其他债权，并延长了该权利的行
使期限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批复》
中“认定建筑工程的承包人的优先受偿
权优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的规定，被新

《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一》第 36 条予以吸
收，虽该批复同为司法解释形式的一种，
但在正式司法解释中予以确认，更表明
了人民法院对此问题处理的司法态度。

对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行
使期限，原《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二》第
22条规定的为“期限为六个月，自发包
人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之日起算”。
新《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一》第41条将行
使期限变更为“但最长不得超过十八个
月，自发包人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之
日起算。”此变化，是人民法院基于司
法审判予以总结所得，工程实践中，由
于工程结算拖延，造成结算期限延长时
有发生，而对于“发包人应当给付建设
工程价款之日”的起算点并未形成一致
理解意见，很容易造成行使优先权超期
限问题，原来“六个月”时间较为短
暂，“十八个月”能够最大限度保障承
包人优先权的行使。

5.装饰装修工程中的工程价款优先
权的行使条件有所改动

原《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二》第18条
规定“但装饰装修工程的发包人不是该
建筑物的所有权人的除外”，表明只有
在装饰装修工程的发包人是该建筑物的
所有权人的前提下，承包人才可以享有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新《施工合
同司法解释一》第37条变更为“装饰装
修工程具备折价或者拍卖条件”。

由此可知，不再强调建筑物的所有
权的问题，而真正落实到该建筑物装修
部分是否具备折价或者拍卖的条件，将
施工承包人与装饰装修工程承包人的权
利保护纳入统一渠道，但同时，也将面
临“具备折价或者拍卖条件”标准和适
用问题的，需要司法实践过程中总结相

关的实务经验。
6.工程款利息计算表述进行调整
原《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一》第17条

关于利息计算表述为：“按照中国人民
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
新《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一》第25条、第
26条表述为：“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或者
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该变化是顺应国务院决策部署，即
2019年8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改
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形成
机制公告》：“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
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于每月20日 （遇节假日顺延） 9时30
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公众可在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和中国人民银行
网站查询,”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
这一标准已经取消，自此之后人民法院
裁判贷款利息的基本标准应改为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

“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或者同期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的表述兼顾了工程款利
息2019年8月20日前后的不同阶段的表
述和计算依据，适用不同阶段发生的利
息计算，也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综上，新 《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一》
吸收了《民法典》的最新规定，这将对
承发包各方的利益产生深远影响，需深
刻和理解条款的内涵，促使更加适用市
场需求，规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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