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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中要求加
强工程质量安全管理，全面提高监管水平，
推动发展工程质量保险。同年7月，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发文将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共
九省（市）作为工程质量保险试点地区。本
文通过分析国外IDI&TIS的发展经验，并
结合上海市IDI&TIS试点的模式案例，探
讨IDI&TIS在我国全面推广的意义，并就
推广应用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与挑战提
出思考，以期能为我国IDI&TIS制度的进
一步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工程质量潜在缺陷；IDI保险；
风险管理机构；质量监督

引 言

建筑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Inherent
Defects Insurance（简称IDI），是指由工程
建设单位投保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条款
约定，对在保险范围和保险期限内出现的
由于工程质量潜在缺陷所导致的投保建筑
物损坏，履行赔偿义务的保险。

质量风险控制服务Technical Inspec-
tion Service（简称TIS），是IDI保险制度实
施的技术核心，保险公司作为金融机构较
难具备工程质量风险管控的能力和经验，
因此通过选择独立于建设工程五方责任主
体之外的风险管理机构对建设工程在勘察
设计阶段和施工阶段的各个环节进行工程
质量潜在缺陷的风险管理，通过风险评估
技术和风险控制措施调节工程质量潜在缺
陷风险水平，对潜在缺陷风险进行评估并
提出解决方案。

1. IDI在国外的探索与改革
IDI起源于19世纪的法国，为确保建

设工程的质量责任能得到有效保障，法国
政府通过法律规定强制要求建设工程必须
购买IDI。随后，英国、美国、日本及西班牙
等国在参考法国IDI成功实践的基础上逐
步建立了符合各自国情的IDI制度，时至今
日，IDI已被全世界40多个国家采用并实
行，有效保障了各国的工程质量水平。

通过对各国IDI制度的剖析和理解，
总结出以下六点可供参考借鉴：

1.1 IDI赔付机制
在法国的IDI制度流程中，当建设工

程出现质量缺陷需要索赔时，将先由保险
公司向建设单位进行索赔，之后再由保险
公司调查质量缺陷的原因并行使向各参建
单位的追偿权利。值得注意的是，在法国
IDI制度中，各参建方被要求购买强制责任
保险，即当出现质量缺陷问题时，若是因各
参建方的原因造成并需要承担相应赔偿责
任时，各参建方可向保险公司进行索赔。在
整个IDI制度中，强制责任保险对建筑市场
的整体管理水平有着极大的正向促进作
用，保险公司为降低自身赔付风险可以选
择拒绝承保管理水平差且信用较低的企业
的投保要求，而无法买到保险的参建单位
将无法进入建筑工程市场，即变相地被市

场淘汰，为了避免这类情况的发生，各参建
企业都将自觉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和服务
质量，可以说IDI制度有效提高了法国的建
设工程质量。

1.2 各国IDI费率参考
目前，法国IDI采用固定费率3%，且不

设置免赔额。西班牙采用固定费率和浮动
费率相结合的计费方式，即主体结构部分
投保IDI采用国家规定的固定费率，设备安
装等非主体结构部分将根据其建设单位以
往参建项目的IDI赔付情况采用浮动费率
计算，并设置有免赔额。日本采用完全浮动
费率，根据市场情况自行定价，并设置有免
赔额。

1.3 保险责任范围
法国IDI的保险范围主要为房屋建筑

工程，不涉及道路桥梁等市政工程。此外在
法国强制投保IDI的对象不包括政府投资
建设项目及个人投资的私人建设项目。

目前，各国IDI的保险期限基本为10
年，主要针对建设工程中因设计错误、材料
质量、施工工艺等导致的缺陷问题。

1.4 强制性与非强制性
强制投保国家或地区:法国、西班牙、

芬兰、意大利、印尼、瑞典、沙特、加蓬、科迈
隆、刚果、马里、中非、突尼斯等国家；加拿
大哥伦比亚州、美国新泽西州、澳大利亚维
多利亚州等地区。

非强制性投保国家或地区:比利时、英
国、日本、美国、加拿大多数地区、科威特、
塞内加尔、阿联酋等地区。

相对强制投保IDI的国家或地区，非
强制投保IDI的国家或地区的保险市场更
为成熟和完善，公民整体对于保险的认可
和接受程度较高，多为发达国家。

1.5 保险数据的收集与分析
在法国，设立有专门的工程质量协会

对所有投保IDI的建设工程项目进行赔付
案例分析与数据统计，导致质量风险缺陷
的责任单位将被记录，各类导致质量缺陷
风险发生的原因将被分析归纳并用于新建
项目的风险提示和预防。

1.6 对于质量风险控制服务机构的要
求

在国外，质量风险控制机构被法律要
求必须设立，其工作内容为设计阶段及施
工阶段中的质量风险预防和消除。质量风
险控制机构的资质认定和人员执业资格需
要由专门的资质认证机构进行认定后方可
进行质量风险控制服务。

2. 上海市IDI&TIS试点的模式案例
IDI其实早在2005年便进入了我国相

关领导部门的政策视野，且已经有了一系
列的探索和研究，但直到2015年期间都未
有真正意义上的试点。2016年，根据中国消

费者协会2014-2016年发布的受理投诉情
况分析，房屋与建材类商品投诉连续三年
高居商品大类投诉第五位，2016年房屋与
建材类投诉量在商品大类投诉量中占比
4.3%——住宅质量问题一直存在并未得到
良好解决，而其他类型建筑的情况亦是如
此。在这样的背景下，IDI重新回归政策视
野，住建部响应国务院办公厅意见，各地响
应住建部试点工作通知，积极研究、发布试
点方案与实施细则，全国试点工作如火如
荼地进行。在目前的具体实践操作中，上海
模式被市场认可的广泛程度较高，与我国
现有建筑法律体系衔接较好。

上海IDI从2016年开始正式试点，依
托于上海地区原有的物业保修金制度，上
海政府已免交物业保修金作为刺激手段鼓
励各类保障性住宅工程及商品住宅工程投
保IDI。2019年，在试点项目均取得较好成
果下，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上海市
金融办、上海保监局联合发文要求全市范
围内的新建保障性住宅工程和商品住宅工
程强制性购买IDI。在上海探索IDI&TIS近
5年的时间里，相关质量投诉案件显著下
降，上海各TIS风险管理机构针对已投保
IDI的各住宅建设工程已提出数万条质量
缺陷风险，有效提高了工程质量水平，消除
质量风险隐患。上海IDI在体系建设、法律
法规、信息化管理等方面取得了创新性的
突破。

2.1 体系建设
在上海IDI试点过程中，上海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等相关部门研究建立了
科学、先进的IDI&TIS制度体系。首先，将
投保IDI与施工许可证进行挂钩，有效地将
强制性购买IDI嵌入了现有的建设工程关
键环节中。其次，通过政府内部评审公布
TIS风险管理机构短名单，保证了IDI中工
程质量风险控制这一核心环节的专业性。
最后，将TIS风险管理机构的总体评估报
告以及严重技术风险的整改情况作为工程
竣工验收及备案的参考依据之一，增加了
TIS风险管理机构对于建筑工程五方责任
主体的“威慑性”，保障了TIS风险管理机
构的监管能的以有效实行。

2.2 法律法规
上海市各有关部门自2016年IDI试点

实施以来，共发布了十余份IDI&TIS相关
政策文件，内容涉及保险费率、保险范围、
保险具体实施细则、TIS风险管理机构管理
办法、TIS风险管理机构工作细则、风险信
息管理等各方面，从法规政策角度，有效保
障了IDI&TIS的良好运行。此外，在上海地
区，IDI&TIS相关法规政策也得到了广泛
的宣贯，确保了TIS风险管理机构的监管
工作能顺利开展。

2.3 信息化管理
2021年，上海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

督总站发布《关于加强本市住宅工程质量
潜在缺陷技术风险信息管理的规定（试
行）》的通知，要求住宅工程参建各方、保险
公司及TIS机构切实落实工程质量潜在缺
陷保险制度，对住宅工程项目实施全过程
质量风险管理,做好技术风险信息的采集、
处置、应用等管理。针对TIS风险管理机构
在施工过程中提出的风险技术问题，要求
施工单位在信息平台上上传整改照片、视
频及整改措施，再由建设单位、监理单位进
行复核监督，最终再由TIS风险管理机构
在信息平台上进行销项，这一整套流程环
节的建立，健全了IDI下工程质量管控体
系，使得各参建方共同参与风险问题的整
改，确保了工程质量的水平。同时，信息平
台的建立使得政府监管部门能有效地对建
设工程中出现的各类质量风险进行大数据
采集，为建筑工程风险质量事故预防打下
夯实基础。

3. IDI&TIS在我国全面推广的意义
“IDI&TIS”关系国计民生，其推广应

用对于我国建筑质量提高、社会稳定发展、
市场营商环境优化都具有深刻影响和意
义：

近年来，房屋渗漏水、外墙脱落、建筑
物沉降超出设计允许范围等工程质量事故
层出不穷。在房价不断上升俨然成为社会
问题的大背景下，民众对于建筑质量的关
注程度不断上升，相关工程质量投诉及媒
体报道的数量逐年增高，IDI&TIS的推广
应用将有效减少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的各
类质量风险缺陷，最大程度地保证建筑工
程的质量安全性和舒适度，具有较高专业
性的风险管理机构介入建设项目的完整建
设周期中，因其与建筑工程五方责任主体
不具有任何利益关联，风险管理机构将执
行更为严格且不受影响的风险控制管理流
程，从而减少日后发生工程质量缺陷的可
能性，降低索赔的风险。

此外，IDI的推广实施能使得业主的权
利得到第一时间的保障，以往由于建筑缺
陷的不可回避性以及施工阶段的复杂性，
一旦出现工程质量缺陷，责任方的认定往
往耗时很久，导致业主的问题无法及时得
到处理解决。而在IDI制度下，只要是在保
险期限以及范围内出现的工程质量风险问
题都可以得到及时的处理解决。IDI制度有
利于建立良好的事故反馈机制，减少建筑
市场纠纷，保障了工程参建各方合法权益，
同时也避免了由政府来承担质量缺陷的经
济责任与行政责任的不合理情况发生，服
务国计民生，促进社会和谐。

对于整体市场环境而言，IDI的推广应

用有助于我国建筑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实
行IDI后，保险公司将成为工程质量风险承
担的主体，目前建筑市场存在的各类纠纷
将得到明显缓解，秩序得以维护。此外，目
前在我国的工程质量监管体系中，除了政
府相关质量监督部门的定期巡查外，更多
依赖于工程建设监理单位对于工程质量的
把控与反馈，但监理单位的费用来自建设
单位，往往受到掣肘而无法完全公正、独立
的监管工程质量，在这一背景下，TIS风险
管理机构有能力扮演政府对于建设项目工
程质量监管新抓手的角色，因此，IDI&TIS
的实行对于控制建设工程质量风险有着额
外的意义，能有效成为政府行政性手段的
有力补充。

最后，IDI的推广实施能促使我国建筑
市场的国际化发展，优化我国在世界银行
营商环境指标体系中的分项指标评分，对
中国的对外开放以及营商环境的不断改善
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4. 全国推广应用IDI&TIS的思考与
建议

4.1 制度体系的明确与法律法规的完
善

虽然各地区的IDI试点均取得了一定
的成果，但综合来看，目前我国各地区政
府对于IDI&TIS制度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偏
差、各地 IDI 采用的发展模式也不尽相
同、部分地区仅发布了试点通知却并未配
套相关的实施细则、拥有承保资格的各家
保险公司对于IDI&TIS制度的实行也分别
有着各自的标准与要求。此外，TIS作为
IDI的技术核心，在与现有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体系的镶嵌融合中，TIS风险管理机
构的资质门槛及风险管理人员的执业资格
并没有统一的规范和标准，其专业性将受
到建设工程五方责任主体的质疑，对于工
程质量缺陷风险管理服务的开展存在一定
的影响。

建议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牵头，联合
各相关部门，共同建立国家层面的法规标
准，以统一各地政府对于IDI&TIS的认知，
并规范我国建设工程质量缺陷保险制度，
出 台 配 套 实 施 细 则 和 作 业 标 准 ，将
IDI&TIS正式纳入我国建设工程质量保障
体系，并展开信用评价体系的相关联动。

4.2 IDI&TIS与政府监督管理体制的
融合

TIS风险管理服务是保险公司为了解
及评估工程质量水平而购买第三方服务，
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工程潜在质量风险缺
陷，降低在保险期限内发生的赔付。而政
府可以通过利用TIS风险管理服务这一社
会资源作为现有工程质量监管体系的一种
补充手段，目前，在上海地区，TIS风险

管理机构发现的紧急、严重影响结构安全
的严重技术风险将在IDI信息系统平台上
被直接推送到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总
站，一改以往被动发现质量风险问题的局
面，提升了政府质量监督部门发现问题的
能力，更加有效保障了建筑工程质量，同
时促进社会共治格局的发展。但是，在这
一融合过程中，政府质量监督部门赋予
TIS风险管理机构的职权对于现有质量监
管体系的冲击和融合如何平衡需要在大量
实践过程中探索和总结。

4.3 TIS风险管理机构的公正、独立
性

目前，我国建设工程质量质量管理体
系主要依托于建设监理制度，但监理受聘
于建设单位，监理费用直接控制在建设单
位，权力与责任之间的矛盾难以平衡，行
动较为被动，影响了工程监理的独立性、
公正性特点的发挥。IDI&TIS制度在建立
伊始考虑了这类风险，但在实际操作过程
中，发现并不能完全解决这类问题。在
IDI中，建设单位具有选择投保保险公司
的主导权，保险公司对于客户存在需求，
在相互竞争市场资源的过程中往往会有妥
协，而TIS风险管理机构的费用源自建设
单位支付给保险公司的保费，所以TIS风
险管理机构在一定程度上仍受制于建设单
位，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正和独立。

4.4 各类相关费率的厘定
我国IDI目前采用固定费率，费率数

值相较于国际上IDI的取费标准较低，参
考法国IDI的发展经历，其IDI费率在保
险公司经过大量赔付案件后进行过多次调
整，基于我国目前的建筑工程质量和体
量，制定一个合理的保险费率以确保IDI
制度的长期发展意义重大。

4.5 拓宽IDI应用工程类型，多元化发
展IDI模式

在国外，所有类型的建设工程均可投
保IDI，但从全国各地试点项目来看，IDI
投保项目类型主要集中于成片开发建设的
住宅小区工程，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大中
型公共事业工程、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
众安全的基础设施项目等类型工程暂未涉
及。

基于目前IDI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程
度，IDI介入建设工程领域应先从保障性
住宅逐渐过渡到商品性住宅，待住宅工程
投保IDI被市场广泛认可后，再逐步转入
商业、公共设施、市政道路等领域。但大
型商业及市政道路等建设项目高额的造价
意味着较高的保费支出，将会给建设单位
带来巨大的资金压力，且这类工程的施工
工艺、潜在风险缺陷类型与住宅类建筑有
较大不同，对保险公司的承保能力及风险
管理机构的管控能力均是较大的考验，以
上问题在IDI保险在住宅项目领域外的拓
展过程中都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解决。

（作者单位：上海同济工程项目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IDI&TIS制度在我国推广应用的实践探索与思考
□李 卓

上海市建设工程咨询行业协会开展
的青年从业者论文征集活动近日评比揭
晓，经专家评审，共有 58 篇论文分获
一、二、三等奖，鼓励奖。

随着建设领域制度改革、政策调
整，建设工程咨询行业也面临着重大变
化，建设工程咨询企业不断摸索以适应
新的变革。在这种大背景下，上海市建
设工程咨询行业协会为助力上海市建设
工程咨询领域的实践研究，促进青年从
业者的交流与学习，提高广大青年从业
者的学术水平，于今年3月发出了《关于
开展2021年度青年从业者论文征集活动
的通知》，本次征文原则是突出热点、鼓
励创新、论证科学、面向实际。论文征

集内容从五个方面进行论证：一是党建
引领工程建设的创新与实践；二是“十
四五”期间建设工程咨询行业发展趋势
思考或政策改革建议；三是后疫情时代
建设工程咨询服务创新升级的思考与实
践；四是建设工程咨询领域新技术、新
理论和新方法的研究与探索；五是建设
工程咨询从业者思考和适应营商环境改
革、城市更新等行业前沿热点的案例和
经验总结。

《通知》发出后，得到了工程咨询行
业青年从业者的积极响应。近日，协会
组织行业专家对经过初选后的论文进行
评审，58篇论文分获一、二、三等奖和
鼓励奖。得奖名单如下：

上海市建设工程咨询行业协会2021年度青年从业者论文征集评比揭晓

一等奖：
IDI&TIS制度在我国推广应用的实践探索与思考

李 卓 上海同济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全过程工程咨询收费标准研究——国家收费标准与市场价格水平的差距分析

王景刚 上海申元工程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基于知识管理体系的轻量化项目总控平台实践——以援突尼斯青体中心项目为例

马佳玮 袁 晓 华东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绿色建筑在医院建设项目中的应用

张华彦 上海申康卫生基建管理有限公司
造价咨询企业实现全过程工程咨询探析

罗 盼 上海百通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现代农业智能温室建造项目咨询管理实践

孙一玺 上海市工程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大数据背景下工程造价数据库的研究及应用

李 赛 沈晨栋 上海富申不动产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EPC模式下工程造价集成管理研究

黄 潇 上海沪港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对于工程项目建设资金监管的探索与总结

孙明楠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造价咨询中心
剧院舞台机械系统概述及成本要点剖析

李新胜 胡 坚 上海第一测量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笃行致远，仓箱可期——论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建设工程咨询行业的新格局

张琪琛 上海申元工程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二等奖：

城市更新项目的复杂性和特殊性第一百货商业中心项目案例研究
周明辉 上海市工程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城市更新之石库门老建筑修缮改造工程招标与施工阶段成本管控要点分析——以上
海虹口区四川北路某石库门老建筑修缮改造工程为案例

顾海范 上海第一测量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基于医院建设策划阶段进度控制的研究与思考

姜凌卉 上海申康卫生基建管理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主变及电力监控扩容接口管理监理对策
丁振宇 上海建浩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浅谈轨道交通建设中前期管线搬迁工程的造价管理
黄 倩 上海第一测量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党建引领工程建设的创新与实践
鄢建文 上海宝钢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勇于创新，深化一体化项目管理
龚 淼 张 雷 王卓林 卢 晨 上海市电力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浅谈住宅楼建设项目全过程造价控制重点
陈 烨 上海沪港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咨询行业基于“十四五”规划的发展趋势及变革
杨 阳 上海市工程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关于全过程工程咨询模式的探讨
陈成鹏 上海沪港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公司转型期企业文化建设的分析与研究
聂梦霆 上海市合流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关于“十四五”背景下装修工程的室内空气质量的讨论
陈鸿胜 上海百通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全过程工程造价在建设项目的控制
龚 烨 上海建实财务监理有限公司

把握“碳中和”契机，探索建设工程全生命周期成本优化
周 颢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造价咨询中心

基于BIM算量技术升级造价咨询企业的应对策略研究
王景刚 上海申元工程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论上海监理企业经济效益和效能的提升
黄 靓 上海骏泓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工程咨询服务认识与发展的再思考
徐秋林 上海建津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4脉波牵引整流系统大木桥主变电能质量影响的研究及整治
李鼎杰 上海市工程设备监理有限公司

基于BIM技术的建筑工程项目在后疫情时代成本管理的应用探索
陈 溪 上海申康卫生基建管理有限公司

“十四五”期间建设工程咨询行业发展趋势思考
顾建波 上海建实财务监理有限公司
三等奖：

地下智能立体车库招标时序优缺点分析
杨帅辉 上海科瑞真诚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工程造价市场化改革下造价咨询发展的思考.
时 豪 上海申元工程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浅谈工程咨询企业的文化创新与企业管理
王 燕 许维佳 吕 丹 上海申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浅析造价咨询企业参与财政支出预算绩效管理的几个特点
周 平 上海瑞和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探索电子招投标、提升建设工程项目招投标管理水平
王 晨 上海正弘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电子招投标在后疫情时代采购中的应用分析
张 然 上海百通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咨询领域新技术、新理论和新方法的研究与探索
黄少华 上海瑞和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浅谈对目前以及未来工程造价咨询服务工作的想法
吕梦婕 上海申元工程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基于BIM 5D技术为海口慈航医院项目提供的造价咨询服务
张 巍 上海申元工程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关于互联网时代下电子化招标投标的应用与发展思考
方 堃 上海申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自稳式基坑支护结构案例分析
刘 涛 上海建浩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工程造价咨询档案信息化管理的思考与对策
叶露阳 上海正弘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关于中心城区医疗建设项目基坑周边既有建筑沉降控制措施分析
栾承勇 上海市工程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危大工程监理档案信息化管理实践
谭社红 上海百通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鼓励奖：

建设工程项目造价咨询信息化转型的探讨
吴 骏 上海正弘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云计算技术对工程咨询行业转型之路的研究探索
施凯文 上海百通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土建造价管理问题及对策分析
欧阳蕾蕾 上海沪港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以招标代理微观视角解析工程咨询现状及后期质量提升的策略管窥建议
周 庆 上海诚杰华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基于SEM的全过程工程咨询企业动态能力研究
杨 磊 上海建科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后疫情时代建设工程咨询的新思考
张 勇 上海市工程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浅谈BIM技术对于工程监理在医院机电安装工程中的应用
郑宇辉 上海市工程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阶段监理工作方法与策略探讨
吉增宝 上海建科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浅谈建设工程咨询领域变化对监理基层工作人员工作环境的影响
曾 彪 上海市工程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浅谈监理施工现场管理
田智勇 上海市工程设备监理有限公司

追求卓越品质，惠民修缮工程——走进百姓家园的修缮园丁
王佳伟 上海众兴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全现浇砼外墙施工工艺的研究与探索
陈 炜 上海诚杰华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党建引领工程建设项目“长沙磁浮工程”的实践与启示
严靖杰 上海市工程设备监理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