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项目复工后对疫情防控应对策略及法律建议 

   
                   浙 江 省 建 协 法 务 专业委员会    理事长
                   浙江省律协建设工程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
                   浙   江   西   湖   律   师   事  务    主   任  裘红伟      



目录
一、疫情防控措施性质
二、项目复工前后注意事项
三、疫情是否构成不可抗力
四、如何申请工期顺延
五、停工费用如何分担 
六、防疫费用如何承担
七、价格上涨如何索赔
八、处理与分供分包方关系
九、疫情期间劳动用工

十、给施工企业的建议



一、疫情防控措施性质
1、疫情防控回顾
l 1月20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2020年第1号公告：将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
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

l 1月24日，山东卫健委依据《山东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报经山东省人民政府研究决定，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Ⅰ级响
应。

l 1月29日，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关于延迟省内企业
复工的紧急通知》规定：省内各类企业不早于2月9日24时前复工。



一、疫情防控措施性质
2、防控措施的法律依据
l 《传染病防治法》
       第四十二条： 传染病暴发、流行时，报经上一级人民政府决定，可以采取下列紧急措施并予以公告：

（一）限制或者停止集市、影剧院演出或者其他人群聚集的活动；

（二）停工、停业、停课；

l 国务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l  浙江省人民政府《浙江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防与应急办法》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按照职责依法采取下列紧急措施:

　　(四)限制或者禁止举办大型活动;

　　(五)临时关闭有关的公共场所,对特定场所进行强制消毒;

　　(六)临时停工、停业、停课;



一、疫情防控措施性质
3、政府措施的性质及意义
a.政府采取的疫情防控措施是政府为了预防传染病的传播，根据《传
染病防治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所采取的应急行政强
制措施。
b.关于企业复工的规定，并非是假期的延长，实质是政府依法采取的
停工、停业行政措施。
c.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政府发布的规定，否则，要依法承担相应
民事、行政和刑事法律责任。如果防控措施不当，疫情发生导致工期
延误不能索赔。



二、项目复工前后注意事项

1、复工前的注意事项
a. 据山东卫健委官方消息，2020年2月19日12-24时，山东省报告累计确诊

病例546例，现有疑似病例38例。

b. 复工困难： 防疫物资紧缺，买不到（口罩和消毒剂）；人员防控难，人
员复杂，如何隔离；物资供应难，生产无法保证供应，物流不畅。

c. 制定防疫组织方案：返岗人员的排查；工地封闭作业；防疫物资准备；
专人负责卫生防疫；设立隔离区间和应急车辆等等。（报发包方与政府
审批）

d. 报当地政府批准：简化审批手续，简化条件（如先医学观察14天）。
e. 与甲方协商费用分担：本着共度难关、互谅互谅精神，根据合同，就工

期延长、停工损失、防疫费用、价格调整、赶工费用、支付时间等进行
协商。



二、项目复工前后注意事项

【案例】中国水电五局成都《东盟艺术学院项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实施方案》



二、项目复工前后注意事项

【案例】中国水电五局成都《东盟艺术学院项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实施方案》



三、复工前后的注意事项
2、复工后的注意事项

a、对民工进行防疫宣传（包括医用酒精易燃安全教育）
b、专职卫生员（可由安全员兼）做好日常防控   
c、强化人员封闭管控
d、做好应急处置
e、推广视频会议和邮件往来 

             落实防疫措施！保护人员健康！保障工程安全！



 四、疫情是否构成不可抗力？ 

 1.《合同法》第117条第2款定义：不可抗力是不能预见、不能避免
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2.全国人大法工委发言人宣布，这次疫情构成不可抗力。

3.浙江省高院民一庭、民二庭都发了文件，确认本次疫情为不可抗力

4.合同约定。例如，住建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
（GF-2013/17-0201）通用合同条款第17.1款:

  不可抗力包括地震、海啸、瘟疫、骚乱、戒严、暴动、战争和专用
合同条款中约定的其他情形。

5、国际工程合同、贸易和航运需要看合同的约定以及合同适用法。



 四、疫情是否构成不可抗力？ 

不可抗力的法律后果：合同法第117条第1款，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

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解读：

a、因不可抗力提出解除合同通常难以得到支持，即使合同履行的成本会提高。

b、确因不可抗力引起的工期延误可免责。分供分包合同也一样。

c、不能免责工期延误情形：

在疫情爆发前已经延误（已经发生）

现在签订合同或补充合同后再发生延误（可以预见）

措施落实不当在复工后发生疫情（可以避免）

在行政限制措施解除后继续停工（可以克服）

非因疫情直接导致的违约（没有因果联系）

扩大的损失（违反法定义务）
 



 五、施工企业如何申请工期顺延？ 
1、山东省住建厅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建设工程计价有关事项的通知》 
鲁建标字〔2020〕1 号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工期应按照《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
规范》 (GB50500-2013)第 9.10 条不可抗力的规定予以顺延。疫情防控期间未开复工的
项目，顺延工期一般应从接到工程所在地管理部门停工通 知之日起，至接到复工许可之
日止;疫情防控期间内开复工的工程，顺延工期由工程发承包双方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协商
确定。合同工期内已考 虑的正常春节假期不计算在顺延工期之内。
2、发出不可抗力书面通知。通知发包人和监理人，说明此次不可抗力对其造成的影响，
尤其是对原定复工时间和后续工期造成的影响，并提出工期顺延的申请 。根据具体情况
向发包人和监理人提交中间报告 。事件结束后28天内应提交最终报告及有关资料 。
3、提供必要的证明。由于此次疫情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就本次疫情的发生无须提供相
关证明。但是，就本次疫情对建筑企业造成的实际影响和损失，建筑企业需要提供相关
证明。
、4、采取措施减少和避免损失。如原劳务工人主要来源于主疫区，应协调其他地区的
劳务分包企业补足相关劳务人员；在原材料设备供应商无法及时供货情况下，积极寻找
可替代的供应商；在项目管理人员因无法及时到岗时，与发包人协商更换相关管理人员；
采取相应的赶工技术措施。 



 五、停工费用如何分担 ？

1、施工总承包
住建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GF-2013/17-0201）通用条款17.3.2：
不可抗力导致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费用增加和（或）工期延误等后果，由合同
当事人按以下原则承担： 

（3）发包人和承包人承担各自人员伤亡和财产的损失 

（4）因不可抗力影响承包人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已经引起或将引起工期延误的，
应当顺延工期，由此导致承包人停工的费用损失由发包人和承包人合理分担，停工
期间必须支付的工人工资由发包人承担；

（5）因不可抗力引起或将引起工期延误，发包人要求赶工的，由此增加的赶工费
用由发包人承担；（赶工指令？）

（6）承包人在停工期间按照发包人要求照管、清理和修复工程的费用由发包人承
担。“



 四、停工费用如何分担？ 

2、工程总承包（EPC）
2011版工程总承包示范文本 2012标准设计施工总承包 1999FIDIC银皮书

17.2 不可抗力的后果 
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的损失、损害、
伤害所发生的费用及延误的竣工日期，
按如下约定 处理: 
(1)永久性工程和工程物资等的损失、
损害，由发包人承担;
 (2)受雇人员的伤害，分别按照各自
的雇用合同关系负责处理; 
(3)承包人的机具、设备、财产和临时
工程的损失、损害，由承包人承担;
(4)承包人的停工损失，由承包人承担; 
(5)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因一方迟延
履行合同约定的保护义务导致的延续
损失、损 
害，由迟延履行义务的一方承担相应
责任及其损失; 
 

21.3.1 不可抗力造成损害的责任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不可抗
力导致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费用
增加和（或）工期延误等后果，由合
同双方按以下原则承担：
（1）永久工程，包括已运至施工场地
的材料和工程设备的损害，以及因工
程损害造成的第三者人员伤亡和财产
损失由发包人承担；
（2）承包人设备的损坏由承包人承担；
（3）发包人和承包人各自承担其人员
伤亡和其他财产损失及其相关费用；
（4）承包人的停工损失由承包人承担，
但停工期间应监理人要求照管工程和
清理、修复工程的金额由发包人承担；
 

19.4不可抗力的后果
如果承包商因已根据第19.2款[不可抗
力的通知]的规定发出通知的不可抗力，
妨碍其履行合同规定的任何义务，使
其遭受延误和（或）招致增加费用，
承包商应有权根据第20.1款[承包商的
索赔]的规定，提出：根据第8.4款[竣
工时间的延长]的规定，如果竣工已或
将受到延误，对任何此类延误给予延
长期；以及
如果是第19.1款[不可抗力的定义]中第
（ⅰ）至（ⅳ）目所述的事件或情况，
且第（ⅱ）至（ⅵ）目所述事件或情
况发生在工程所在国，对任何此类费
用给予支付。
 



 五、停工费用如何分担？ 

1、山东省住建厅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建设工程计
价有关事项的通知》 鲁建标字〔2020〕1 号： 
在建工程因防控疫情停工产生的各项费用，按照法律法规、 合同条款
及《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第 9.10 条不可
抗力的有关规定，发承包双方应合理分担有关费用 
2、停工费用范围。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颁发的《建筑安装
工程费用项目组成》（建标[2013]44号）的规定，停工费用一般包括
人工费、材料设备费、施工机具费用、企业管理费、规费、税金，但
不包括利润及其他间接损失。应按实际支出的费用来计算。

 



 五、停工费用如何分担？ 
3、省委新冠肺炎疫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关于进一步强化疫情
防控工作的若干措施》规定：严格落实机关企事业单位主体责任。机关、企
事业单位要对所有在职在岗人员实施严格的健康管理措施，返岗人员一律建
立“花名册”，外省来鲁返鲁人员上岗前一律实施居家隔离观察，观察期限为
自抵鲁之日起至少14天。

4、停工期间。虽然政府的通知规定企业不早于2月9日开工。但考虑到施工
行业惯例是一般是元宵节后开复工，因此除非合同另有约定，一般应从元宵
节后开始起算停工时间，计算到实际复工止。



 六、防疫费用如何承担？
1、疫情防护费，是指施工单位作为疫情防控责任主体，落实疫情防
控和服务保障措施所产生的相应费用。
 2、这些防控措施一方面是为了执行政府部门的强制要求，另一方面
也是为了减少和防止疫情对项目实施造成影响，此种费用的性质类似
于按政府法律规定新增加了一项措施费用。
3、性质可归类于措施项目费。《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关于印发<
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组成>的通知》（建标〔2013〕44号）工程造
价由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项目费、其他项目费、规费、税金组成。
措施项目费是指为完成建设工程施工，发生于该工程施工前和施工过
程中的技术、生活、安全、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费用。



 六、防疫费用如何承担？
7、山东省住建厅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建设工程计
价有关事项的通知》 鲁建标字〔2020〕1 号 
疫情防控期间增加疫情防控费。疫情防控费是指疫情防控期间， 施工
需增加的口罩、酒精、消毒水、手套、体温检测器、电动喷雾器等 疫
情防护物资费用，防护人工费用，因防护造成的施工降效及落实各项 
防护措施所产生的其他费用，根据工地施工人员和管理人员人数，按
照 每人每天 40 元的标准计取，列入疫情防控专项经费中，该费用只
参与 计取建筑业增值税。施工单位要把一线施工工人的生命安全和人
身健康 放在第一位，充分利用疫情防控费，专款专用 



 七、价格上涨增加费用如何索赔

1、从目前疫情的发展情况来看，受疫情影响，工程复工后，人、材、
机价格上涨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但上涨幅度及持续时间目前尚难以评
估。（报道：杭州包专列接300贵州籍人员复工；嘉善包飞机接四川
154人；海宁政府补2/3路费；义乌政府包专列；湖州出1亿元给补助；
宁波每人补500元）

2、合同对价格波动调整有约定的，一般按合同约定处理。2013/17版
住建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是由约定的，在风险幅度以内，
由承包商承担；风险幅度以外，由发包人承担。主要问题是前80%工
期平均计算已经竣工结算后补差问题。

3、EPC合同：一对人工材料进行动态调整的，对承包方影响不会太大，
但前80%工期平均及竣工结算后补差问题；二合同约定不调整的，矛
盾尖锐，能否调整。



 七、格上涨增加费用如何索赔
4、《2013版清单计价规范》第9.2条对因法律法规变化导致的合同价款调整作出了
规定，第9.2.1条规定：“招标工程以投标截止日前28天，非招标工程以合同签订前
28天为基准日，其后国家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发生变化引起工程造价增减变
化的，发承包双方应当按照省级或行业级建设主管部门或其授权的工程造价管理机
构据此发布的规定调整合同价款。 

5、山东省住建厅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建设工程计价有关事项的
通知》 鲁建标字〔2020〕1 号 

   疫情防控期间人工、材料价格发生变化，按照《山东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关于加
强工程建设人工材料价格风险控制的意见》(鲁建标字 〔2019〕21 号)有关规定调整
工程造价。合同约定不调整的，疫情防控期间内适用情势变更原则，按照上述文件
合理分担风险。 



 七、价格上涨增加费用如何索赔
 6、《合同法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即“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
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
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
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 

7、浙江省高院民一庭和民二庭发文规定：由于疫情原因，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
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
根据公平原则，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等规定对相关情形进行认定。

8、2月16日，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在回答人民日报记者提问时，上海市
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茆荣华表示，对于因疫情影响，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或者继续履行合同对
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当事人请求法院变更或解除合同的，将综合考虑当事人的约定、疫情
的发展阶段、疫情对当事人实际影响的时间、程度等因素，公平处理。



八、如何处理与分供分包方的关系 

    1、友好协商，共度难关。建筑企业应与分包分供商友好协商，就
涨价、付款等事宜协商达成一致，共担风险和损失。
    2、针对此次疫情的影响，根据分供分包合同中约定的供货时间、分
包工期、价格、付款时间、标的数量等均可能受到影响，对于分供分
包合同中相关约定事宜与实际不再相符的部分进行梳理，提出相应的
处理方案，涉及到合同内容变化的，签订补充协议。
    3、承包商一定了处理好分供分包方的关系，注意好分供分包合同与
承包合同之间的衔接，否则会被夹在中间。
     4、分供分包合同也可以适用不可抗力原则免责，适用情势变更原
则进行适当变更。例如，周转材料的停租、人工材料价格上涨等。



九、疫情期间劳动用工

     1、停工期间管理人员工资 
     



九、疫情期间劳动用工

     1、停工期间管理人员工资 
      根据人社厅发明电〔2020〕5 号文件及《浙江省企业工资支付管理办
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企业因疫情停产停工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企业应按劳动合同规
定的标准支付或协商工资。
      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若劳动者提供了正常劳动，用人单位支付
给劳动者的工资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或协商工资。
     劳动者未提供正常劳动的，企业应按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80%支
付生活费。



九、疫情期间劳动用工

    2、劳务工人工资
     大部分劳务分包企业与劳动者的劳动关系都不是太固定，基本是按
其实际出勤天数或完成的工程量发放工资，如果没有出勤或完成工程
量，是不发放工资的 。
     大部分工程的劳务分包合同是按照其实际完成的劳务分包工程量和
提供的辅助材料设施的数量来计算劳务分包合同报酬的，如果工程停
工，除非发生停窝工损失，导致劳务分包企业需要向停窝工的工人发
放工资的情况，否则建筑企业是不需要向劳务分包企业给付停工期间
劳务分包工程款的。 
     施工企业或项目部直接与劳务班组签订劳务合同的情况，同上。



九、如何发放此次疫情停工期间工资

    3、员工治疗或隔离期间支付报酬问题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及人社厅明电[2020]5号第
一条规定，新冠肺炎患者、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者等在隔离治疗期间
或医学观察期间以及因政府实施隔离措施或采取其它紧急措施导致不
能提供正常劳动的企业职工，企业应当支付该期间的劳动报酬，并不
得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解除劳动合同。



十、给施工企业的建议

1、政府关于企业复工和疫情防控的规定，依法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
施工单位必须遵守，否则要承担法律责任。
2、新冠肺炎疫情构成不可抗力，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根据其影响，可
以部分或全部免责（包括工期顺延），但必须依法通知对方。
3、施工合同防疫费用、停工费用、价格上涨费用、赶工费用等费用分
担，合同有约定的，原则上按约定处理；合同没有约定或者履行会导
致明显不公的，可按情势变更和公平原则，本着互谅互让和共度难关
精神，协商解决，并签订补充协议。
4、因每一合同性质及其约定千差万别，企业在处理因疫情导致的合同
纠纷时，应咨询专业律师，并作出合理应对。国际工程承包与国内合
同差异较大，建议根据其适用法，咨询专业律师后作出应对。



十、给施工企业的建议
                                                                                   不可抗力通知暨索赔意向通知

建设单位：

感谢贵司在本工程中对我司工作提供的支持！很抱歉告知贵司，因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我司将无法按照贵我双方已就本工程签订
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履行相关义务，且我司已经因此遭受相关损失，现向贵司发送本通知。

一、有关本次疫情的不可抗力通知

2020年1月20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公告，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纳入《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
制措施。年月日，本省人民政府已就本次疫情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详见附件2）。年月日，【住建部门】发布文件，要求
当地全部建筑企业、建筑工地的开（复）工时间不得早于年月日，根据合同条款第条以及《合同法》第117条、《民法总则》第180条已经构
成不可抗力，且已对我司履行《【】合同》项下的义务造成严重阻碍，我司无法按照原计划时间开（复）工。鉴于本次疫情仍在持续，且我
司无法确定疫情仍将持续多久，我司后续将根据实际情况向贵司持续告知我司受疫情影响无法按约定履行合同的情况。

二、针对本次疫情的索赔意向通知

基于疫情和相关管制措施对我司履行合同造成的上述严重阻碍，本工程工期将产生延误，我司也产生了额外费用支出并遭受了相关损失，且
工期延误、额外费用支出和损失很可能进一步持续发生。因此，根据合同条款第条，我司针对如下内容对贵司提出索赔意向：

（1）对我司因疫情和管制措施延误的工期予以顺延；（2）我司因疫情和管制措施产生的停工、窝工损失由贵司承担；（3）我司应行政机
关要求采取防疫措施所产生的费用由贵司承担；（4）因疫情和管制措施造成人工、材料、设备费用上涨所增加的费用由贵司承担；（5）如
果贵司指令我司在开（复）工后采取加速施工措施，相关赶工费用由贵司承担；

上述系索赔意向通知，我司后续将在受疫情和相关管制措施持续影响的期间内根据实际情况向贵司和/或监理单位持续提交索赔报告，并在疫
情和相关管制措施影响结束后向贵司和/或监理单位提交最终索赔报告。与此同时，我司也将积极采取合理措施防止损失扩大，也请贵司统筹
规划安排本工程防疫工作。如果贵司需要我司在开（复）工后采取加速施工措施，请贵司和/或监理单位按约定下发指令，我司将制定赶工方
案并按约定递交贵司和/或监理单位，在获得批准后实施。

         顺颂商祺！

                                                                                                                          【承包方名称并加盖印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