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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称信息下大型水利水电工程

业主索赔管理研究
易建芝1 ,盛松涛2 ,钟姗姗2

( 1.湖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长沙 410131; 2.长沙理工大学 水利学院, 长沙 410004)

摘要: 大型水利水电工程实施过程中, 索赔事件时有发生。相对于索赔经验丰富的承包商而言, 业主方的索赔管理

水平要落后很多。应用博弈论的基本原理, 探讨大型水利水电工程业主如何进行索赔管理的问题, 具有独特的优

势。针对业主与承包商在获得索赔信息方面具有信息不对称性, 利用建立的业主索赔管理不对称信息动态博弈模

型, 分别讨论了当存在索赔欺诈时, 业主进行索赔管理与不进行索赔管理两种策略下行为选择的最优解。结果表

明, 行业的整体规范程度及项目索赔发生率将直接影响业主是否考虑进行科学的索赔管理,业主的策略选择反过来

能够有效地制约承包商在索赔过程中的欺诈行为,对欺诈索赔事件的罚金 f 的合理取值也能极大程度地抑制承包

商在建设过程中的索赔欺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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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laim events a lw ays happen dur ing the implementation pr ocess of la rg e hydraulic and hydroelectr ic eng ineer ing. Com2

pared w ith the contr actor w ith rich claiming exper iences, the claiming management level o f the owner falls behind. T he game

theo ry has a unique advantag e in the discussion o f how the ow ner o f the larg e hydraulic and hydroelectric engineer ing per forms

the claiming management. Due to that the ow ner and contr actor have obtained the asymmetr ic claiming informat ion, the asym2

metr ic information dynamic game model of the claiming management of the ow ner is developed to investigate t he opt imal so lu2

tion of the behav ior options under tw o str ategies w ith and without claiming management by the owner w hen claim ing fraud ex2

ist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over all standard o f the industry and claiming r ate can affect the decision made by the owner of

whether to make cla iming management. On the other hand, the str ateg y selection o f the owner can r est rict the fraud claiming of

the contr act or. Mo reover, a r easonable value of the fr aud claim ing fine "f " can reduce the occur rence o f the fraud claiming.

Key words: hydraulic and hydro electr ic eng ineering ; claiming; asymmetric info rmation; g ame

1  研究背景

索赔通常是指工程合同在实施过程中, 因一方不履约或

未能正确、全部履行已生效合同文件中所规定的合同责任和

义务时,合同另一方认定自己的合法权益已受到损害, 向对

方提出赔偿要求的行为[1]。

大型水利水电工程是一项综合性工程, 其施工过程具有

时间长、涉及专业多、技术复杂、施工过程不确定、合同管理

难度大等特点,给承包商寻找或创造条件进行索赔提供了可

能[ 2]。在实践中,承包商往往首先采用先低价中标, 然后在

项目实施过程中千方百计提出各种索赔请求的策略。

施工索赔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承包商向业主方提出

的索赔 ,即通常所称的/ 索赔0 ; 二是业主方向承包商提出的

索赔, 可称之为/ 反索赔0。业主方加强施工索赔管理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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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尽量防止和减少索赔, 积极实施合理的、必要的反索

赔[ 3]。目前,国内外对索赔的研究多是针对承包商对业主的

索赔。因此相对于索赔经验丰富的承包商而言, 业主方的索

赔管理水平要落后很多,业主方的这一缺陷往往被承包商所

利用,扰乱建筑市场的健康发展。因此,有必要对业主方的

索赔管理进行研究分析并提出解决方法。

近几年,在索赔问题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方面, 神经

网络模型[ 4]、决策支持系统等计算机技术及一些新的决策方

法不断地被应用到索赔研究中来, 并取得了大量成果。特别

是博弈论[ 526]的飞速发展及其在经济管理学中的应用, 给索

赔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手段和平台。运用非合作博

弈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索赔问题中索赔主体间的对策关系,

极大地丰富了对索赔问题的定量研究方法, 促进了索赔理论

的发展和完善。

本文正是基于博弈论的基本思想, 探讨大型水利水电工

程中业主如何进行合理、必要的索赔管理的问题。

2  业主方索赔管理博弈分析

业主方施工索赔管理的宗旨是:索赔发生前尽量减少索

赔事件的发生;索赔事件发生时努力降低损失值; 索赔事件

发生后公正地对待承包商提出的索赔, 并在自己因索赔事件

遭受损失时, 合理地向承包商提出索赔。在索赔事件发生

前,有些业主对索赔问题非常重视, 会专门组建机构对索赔

的防范及对策进行研究, 有些则不重视。索赔事件发生后,

承包商首先就合同约定的损失向业主提出索赔, 可能会如实

向业主申明自己的实际损失, 也可能向业主夸大自己的损

失,即存在欺诈索赔的可能 (超额索赔, 夸大实际损失等)。

由于在上述过程中承包商存在一些对方不知道的私人信息,

即所谓的存在信息不对称情况, 该博弈为不对称信息动态

博弈[7]。

2. 1  参数假设
( 1) A = { a1 , a2 }分别表示业主的行为空间: a= a1 表示业

主进行索赔管理,需投入费用为 m; a= a2 表示不进行索赔管

理,则没有任何投入。

(2) B= { b1 , b2}表示承包商的行为空间: b= b1 表示承包

商向业主如实进行索赔 (索赔数额相对较低) , 设赔偿额为

s1 ,由于该赔偿额是比较理性的, 业主很容易判断出承包商

没有采取欺诈行为; b= b2 表示承包商向业主进行超额欺诈

索赔,设赔偿额为 s 2, 一般而言,试图进行索赔欺诈的承包商

通常都采用较为隐蔽的欺骗手段,业主不容易发现承包商采

取的索赔欺诈行为,其中, s1< s2。

( 3)若承包商进行高额索赔 (索赔数额相对较高 ) , 这时

就存在两种可能性: 一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二是存在欺诈性

超额索赔的。业主通过审查,如果认为承包商提出的索赔请

求符合实际情况,则履行合同约定的赔偿条款, 进行 s2 的赔

偿;如果发现承包商存在欺诈行为, 则承包商就要受到处罚,

假设受到的处罚为 f。由于目前索赔事件不直接进行经济

处罚,而是进行反索赔来降低或拒绝承包商的索赔请求。这

里把 f 理解为承包商因欺诈而触犯刑律所受到的法律惩罚,

或因欺诈行为败露而给其名誉造成的损失, 以及业主因此而

拒付实际损失费用等其他负效用[8]。

( 4)业主如果之前进行了索赔管理的研究, 具有成熟的

索赔经验,因此业主能够及时判断出承包商的行为是否带有

欺诈性 ,并对其进行处罚; 若没有进行索赔管理的研究, 能否

发现欺诈行为则带有很大的随机性。若未能发现而履行合

同约定的赔偿条款,使承包商骗赔成功, 其骗赔所得记为 s=

s2- s1。

业主与承包商之间的博弈树见图 1。图中得益数组的第

一组数为业主得益,第二组数为承包商得益。

图 1 业主与承包商的博弈
Fig. 1  The game b etw een th e own er an d cont ractor

2. 2  模型分析
当发生索赔事件后,承包商已知事故发生的级别及应索

赔的数额,但业主只知道承包商行动策略的概率。设承包商

如实索赔的概率为 x , 欺诈索赔的概率为 1- x , 1 \x \0。在

业主没有进行前期索赔管理研究的情况下,当承包商提出高

额索赔后,承包商也不知业主是否能发现其欺诈行为,此时假

设能够发现的概率为 y ,不能发现的概率为 1- y , 1\y \0。

2. 2. 1  业主的策略行为分析
( 1)业主未进行索赔管理也能发现欺诈索赔。此时, 建

立业主的成本矩阵,见表 1。

表 1 发现索赔欺诈下的业主成本表
Table 1  T he ow ner cos t mat rix w hen the claim ing f raud is found

承包商策略

b1 b2

业主策略
a1 s1+ m m- f

a2 s1 - f

  在这种情况下, 无论承包商采取什么行为, 业主做出的

纯策略 a1 的成本显然是大于 a2 的。如果业主即使不进行

索赔管理也能够发现承包商的欺诈行为的话,策略 a1 和 a2

所带来的效果相同而成本不同,那么业主不会愿意进行索赔

管理研究的,因此这种情况本文不再讨论。

( 2)业主未进行索赔管理就不能发现欺诈索赔。此时,

建立业主的成本矩阵,见表 2。

表 2  未发现索赔欺诈下的业主成本表
Table 2  The owner cost matrix when the claiming f raud is not found

承包商策略

b1 b2

业主策略
a1 s1+ m m- f

a2 s1 s2

  在如实索赔情况下,业主的策略 a2 明显优于 a1 , 若承包

商一旦采用策略 b2 ,只有当 m- f > s2 时, 业主会选择 a2 ,否

则选择 a1。也就是说只有在业主为进行索赔管理所花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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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相对于索赔额来说很小或当发现索赔欺诈时的处罚十

分严厉(市场对这种现象的打击力度很大时)时, 业主会毫不

犹豫地选择进行索赔管理研究。对于承包商的策略来说,由

于 m2f < s1+ m, s1< s2 , 若市场上的承包商普遍有较好的信

誉保证,索赔事件发生时一般能够如实索赔, 业主倾向于采

用策略 a2 ; 若此时建筑市场的信誉得不到有效保证, 业主倾

向于采用策略 a1。由于承包商出 b1 和 b2 的可能性都不能排

除,不存在业主纯策略的最优解。在这种情况下, 需要寻找

业主以一定概率选择纯策略的最优解。

假设业主选择进行索赔管理的概率为 U, 不进行索赔管

理的概率为 1- U, 1\U\0。

则业主的成本期望为:

Ea= U[ x ( s1+ m) + (1- x ) ( m- f ) ] + (1- U) [ x s1+

(1- x ) s2 ] (1)

令:
dEa

dx
= 0

得到:U=
s2- s1
s2+ f

(2)

令
dEa

dU
= 0

得到: x=
f + s2- m

f + s2
(3)

那么当业主以概率 U= ( s2- s1 ) / ( s2+ f ) , 承包商以概率

x= ( f + s2- m) / ( f + s2 )进行策略选择时, 可得到业主策略

选择的最优解。

2. 2. 2  承包商的策略行为分析
从图 1 可以看出, 当业主进行索赔管理时,承包商如实

索赔的策略显然优于欺诈索赔。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业主一

定会对欺诈行为有所发现, 并对承包商处以高额罚金, 理智

的承包商一定会选择如实索赔的策略。

当业主不进行索赔管理时,承包商选择如实索赔的期望

得益为 0, 选择欺诈索赔的期望得益为:

Eb= y ( - f )+ ( 1- y ) s= s- ( s+ f ) y (4)

令:
dEb

dy
= s+ f = 0 (5)

得: s= - f (6)

由于 s= s2- s1 , s 2> s1, f \0,那么要想公式( 6)成立,必

须存在

s= s2- s1= f = 0 (7)

公式(7)表明, 欺诈索赔的索赔额与如实索赔的索赔额

相等 ,且当业主发现了承包商的欺诈行为时也不会给与任何

打击或/ 反索赔0 ,这与前面的假设和实际情况是不相符的。

承包商不能获得欺诈索赔时的最大期望得益。下面对公式

( 4)做进一步的分析:

当 f \s, y \01 5时 , Eb [ 0。这种情况下,业主发现欺诈

行为的概率较大,且处罚额度大于骗赔所得, 承包商则应理

性地选择如实索赔。

当 f < s, y< 01 5时 , Eb> 0。这种情况下,业主发现欺诈

行为的概率较小,且一旦被发现, 其处罚额度也远小于骗赔

所得,此时承包商极大可能做出欺诈索赔的策略。

当 f > s, y < 01 5 或 f < s , y > 01 5 时, E b 的符号不能确

定。在这种情况下, 承包商没有最优的策略选择, 只能根据

自身的偏好及对欺诈被发现的承受能力做出自己的策略选

择。保守型的承包商可能偏好如实索赔策略,风险型的承包

商可能偏好欺诈索赔策略。

研究结果表明,行业的整体规范程度及项目索赔发生率

将直接影响业主是否考虑进行科学的索赔管理研究, 业主的

策略选择反过来能够有效地制约承包商在索赔过程中的欺

诈行为。同时也发现, 对欺诈索赔事件的罚金 f (即打击力

度的大小)的合理取值也能极大控制住承包商在建设过程中

欺诈索赔的发生。

3  算例分析

为验证模型应用效果,以某水利水电项目为例按照前述

模型进行业主和承包商的策略选择。

在现行建筑市场体制下,业主一般未进行索赔管理就不

能发现欺诈索赔,此时取 m= 3, s1= 30, s2= 80, f = 100,可得

业主策略选择的最优解为 U= 28% , x = 98%。若再取 f =

10, U= 56% , 此数据表明当实际索赔额为 30,欺诈索赔额为

80, 处罚值为 100 时,业主进行索赔的概率为 28% ,当处罚力

度降为 10 时,此概率变为 56%。从结果中可以看出,市场监

管力度的大小对业主策略决策的影响。当 f y ] 时, Uy 0, x

y1,此时承包商一定会选择如实索赔, 业主不用进行索赔管

理为其最优策略。

反之,对于项目承包商来说, 在 m= 3, s1 = 30, s 2= 80,

f = 100 的情况下,业主以 U= 28%的概率选择进行索赔管

理,那么业主发现欺诈索赔的可能性非常低, 令 y= 01 3, s=

s2- s1= 50, f > s ,此时承包商没有最优的策略选择, 只能根

据自身的偏好及对欺诈被发现的承受能力做出自己的策略

选择;当 f = 10 时,U= 56% ,此时业主发现欺诈索赔的可能

性非常大,令 y= 01 6, f > s,这种情况下承包商则应理性地选

择如实索赔。

4  结语

索赔是工程施工中经常发生的正常现象, 从实践中看,

几乎每个工程都会有索赔发生, 特别是大型水利水电工程,

索赔事件的发生频率非常高,有些项目的索赔额甚至会超过

合同额。在这种情况下,对索赔进行研究就显得尤其重要,

对于业主来说,防止索赔事件发生或进行反索赔, 是维护自

身利益的必要手段。由于我国业主索赔管理尚属薄弱环节,

关于索赔的预防和管理措施还需不断进行补充和完善。

通过本文的研究分析,可以看到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承包

商与业主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现象, 且一个理性的承包商

总会想方设法获得最大利益。业主应根据索赔管理的成本、

索赔金额、惩罚力度计算出策略概率进行实际操作,做到科学

的管理方法,极大降低实际损失,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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