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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工程承包联合体合作关系的分析

孙晓帅，李  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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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国际工程不断向专业分工的精细化、融资要求的苛刻化、工程的复杂化以及规模扩大化等趋势

发展，为满足项目要求，降低风险，提高竞争力及风险应对能力，联合体承包已成为国际总承包市场的主

要趋势。本文简要分析了国际工程项目组建联合体的必要性，常见的联合体形式以及联合体的内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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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政策的大力

推广，我国工程承包商“走出去”的步

伐不断加快，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

及考虑自身业绩、抗风险能力等原因，

越来越多的承包商选择以与其他承包商

组成联合体的方式打入国际工程承包市

场，以实现资源优势互补，分散风险，

提高竞争力等优势。

1 联合体概念及特点

联合体是指两个或多个法人、组织

机构组成一个联合体，以一个投标人的

身份共同参与工程资格预审、投标并在

中标后共同实施项目的组织形式。联合

体承包的联合各方为法人或者法人之外

的其他组织，形式可以是两个以上法人

组成的联合体、两个以上非法人组织组

成的联合体，或者是法人与其他组织组

成的联合体，具有自愿性、协议性、临

时目的性、内部分工明确性及对外责任

连带性的特征。无论联合体内部如何分

工，对业主均需承担连带责任。其主要

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联合体属于临时性的组织，

可以因项目的出现而成立，也会因项目

的结束而解散。不过联合体的参与方可

以通过签订战略协议而保持长时间的合

作关系和持续经营。此外，因为联合体

属于临时性组织，因此其不具备法人资

格，联合体的组件主要是为了对各联合

方在工程项目施工中需要承担的风险进

行分散联合，进而提升项目的竞标能力，

以及充分对各持有方的资金优势、技术

优势、人员优势等进行利用。

第二，联合体属于一种多样化的组

织结构，参与方可以为法人组织，也可

以是法人以外的组织。联合体可以由法

人组织和非法人组织进行搭配组成。

第三，联合体是通过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或者契约构成的，因此各个联合方

包括风险承担责任、资本承担责任、利

益分配等方面的权益和义务都需要在协

议中进行明确，联合体需要严格按照合同

中的规定要求对合同中的义务和权利进行

履行。此外，因为联合体是通过某一个公

司进行领导的，因此，所有的联合体组成

成员都需要根据法律规定要求或者协议中

的要求严格服从领导单位的管理。

第四，联合体在进行投标时是以投

标人的身份出现的，也就是说，业主或

招标人在签订合同时，是以联合方的共

同名义来进行签署的，因此，联合体各

方共同向招标人或业主负责。

2 国际工程中组成联合体的必要性

国际工程中，总承包商选择组建联

合体进行实施的因素很多，主要有以下

几种：

2.1 业主对于承包商资质及业绩的要求

现在国际工程规模越来越大，技术

越来越复杂，同时对承包商专业性要求

越来越高，业主对与承包商业绩及资质

均有特定的较高的要求，往往仅凭一家

承包单位无法满足招标文件中业主对于

承包商所具备业绩及资质的相关要求，

承包商则会选择与业绩、资质互补的承

包商组成联合体，以具备投标资格，参

与市场开发。这是目前承包商选择联合

体投标的较常见和典型的原因。

2.2 资源优势互补、降低风险的需求

现在国际工程由于项目技术的复杂

性，资金投入的巨大性以及项目规模的

宏大性，超出了一家承包商的承担能力，

需要多个专业优势不同的具备承担招投

标项目相应能力的承包商携手合作、通

过实现技术、资金、资源优势互补才能

实现项目实施。比如联合体成员根据实

力及专业不同，分别侧重技术投入、资

金投入、劳务投入、机械投入，以实现

项目实施资源优化配置。

同时，几家承包商同时对业主承担

连带责任，使施工过程中的风险，由一

家承包商独自承担，变为联合体成员共

同分担，有效地分散了风险，增强了单

个承包商承担风险的能力。

2.3 开拓国际市场的需求

承包商在开拓国际市场过程中，特

别是新进入某一国别，对于当地的政治

法律制度、风俗民情、文化习惯、自然

及人文环境等了解深度不够，很难打入

该国市场。选择与当地有影响力的承包

商组成联合体，外国承包商可以利用其

在当地的影响力及社会关系优势，而当

地承包商可以利用外国承包商在技术、

资金、管理、施工经验、施工业绩等方

面的优势，形成优势互补，较快地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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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国市场。

2.4 项目所在国法律或业主的要求

在某些国家，政府出于保护本国企

业的目的，要求工程建设需有本地化成

分，鼓励或者强制要求国外承包商必须

与当地承包商组成联合体，才有资格进

行投标。有些业主在招标时也会明确要

求，必须要有一定比例当地承包商实施

的份额，外国承包商才有资格进行投标。

外国承包商想要进入该国市场或参与此

类项目投标，只能寻求与当地承包商组

成联合体。

2.5 提高投标竞争力

根据有些国家的相关政策要求，如

果国外承包商与当地承包商组成联合体

投标，可以享受项目所在国的一些优惠

政策，如亚行、世行的贷款项目，在与

当地企业组成联合体经营时，项目联合

体可以享受一定额度的价格优惠。通过

利用相关政策性倾斜优惠，可以大大提

高承包商投标竞争力。

3 组成联合体的形式

在国际工程项目中，联合体的合作

模式主要有项目合资公司、合同型联合

体，合同型联合体又经常分为松散型联

合体和紧密型联合体。

3.1 项目合资公司

项目合资公司是指参与某项目的各

方，为共同开展该项目通过成立公司组

成的联合体。联合体各方按照约定比例

出资注册独立于联合体成员各方母公司

之外的新公司，该公司专门为实施该项

目注册成立，联合体成员根据入股比例

承担风险，分享收益，并按照公司章程

履行责任、承担义务，项目结束后，该

项目合资公司解散。

该联合体形式常用于项目周期长，

资金投入大，有特许经营内容的项目。如

智利国别投标，业主往往要求联合体各方

在投标前，授权联合体代表出具承诺函，

承诺项目中标后 60 天内成立项目公司。

3.2 合同型联合体

合同型联合体，是指由两个或两个

以上承包商，为参与经营某个项目，以

协议的形式组建联合体，该联合体为非

法人形式联合体，双方的权利义务通过

协议形式约明，对外承担连带责任。合

同类的联合体又分为松散型联合体和紧

密型联合体。

3.3 松散型联合体

在投标之前通过协议方式约定各自

工程范围，各自在约定的工程范围内编

写投标文件及报价，中标后联合体成员

组建自己的管理系统，按照自身工程范

围实施项目并承担责任。此种联合体操

作简单，经济责任是分开的，正常情况

下互不干扰，各自管理，是目前我国承

包商组建联合体较常选用的形式。

3.4 紧密型联合体

是介于项目合资公司与松散型联合

体之间的一种联合体模式。该联合体不

成立新的法人实体，以协议的形式约明

双方权责，但是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联合

体成员需按照约定组成统一的管理机构

管理项目。管理机构人员为各方选派人

员，项目实施由项目管理机构统一协调

管理。此种联合体模式下，联合体经济

责任是一体的，按照协议约定的方式及

比例承担责任，分担风险，分享利润。

4 联合体成员内外关系

4.1 对外关系

联合体各方对外关系主要表现为对

业主关系及对第三方关系。

对业主关系：无论联合体以何种方

式组建，无论联合体内部如何分工，联

合体各方对外均需承担连带责任。联合

体各方与业主签署合同后，或联合体成

员明确授权联合体一方代表联合体与业

主签署合同后，联合体各方需分别向业

主承担履行合同的全部责任，即业主有

权要求联合体成员中任何一方履行合同

的全部责任和义务，联合体任何一方不

得以内部协议约定为理由对抗业主，但

承担了履约责任和义务的联合体成员，

有权根据内部协议向联合体过错成员或

其他成员求偿。

对第三方关系：联合体与第三方关

系，主要指与联合体没有合同关系的个

人、公司、团体、组织、政府等，不包

括与联合体有关的业主、联合体成员，

供应商、分包商、代理商，也不包括联

合体雇员、联合体母公司及子公司。与

第三方主要表现为联合体成员故意或者

过失给第三方造成损失，包括但不限于

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知识产权侵犯等。

过错方应对第三方提出的索赔承担全部

责任，并保证无过错方不受因第三方提

出索赔而遭受损失。如不能认定过错责

任主体或不能确定责任比例，则联合体

成员按照临时比例分担，并根据争议解

决结果最终支付。

4.2 内部关系

联合体成员在提交投标文件前需要

签署内部联合体协议，各方按照协议约

定完成各方工作范围内应完成的工作，

分享权力、分担义务，承担责任，联合

体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也需

以内部联合体约定的方式予以解决，联

合体协议对内具有约束力，是约束内部

成员之间的“法律”依据。联合体项目

实施过程中，联合体各方根据协议内容

保留向联合体成员其他方的追偿权。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联合体承包模式作为国

际总承包市场的发展趋势，是一把双刃

剑。既为承包商之间实现优势合作、资

源优化提供了平台，同时又为承包商作

为联合体成员相互协调相互监督，对外

承担连带责任增加了挑战。联合体成员

在共同实施项目中应增强团队意识，强

化沟通协调，化摩擦为互信合作，保证

联合体项目成功实施。

参考文献：

[1]   徐凯军 . 联合体和联营体在国际工

程总承包中的比选［J/OL］.http://

www.xzbu.com/1/view-6996294.htm.

[2]   王华 . 国际工程项目联合体合作模

式的分析与思考[J].中国勘察设计，

2017（6）

[3]  王青 . 浅议工程承包中的下项目联

合 体 [J]. 建 筑 经 济，2006（s1）：

96-98.

[4]   张浩 . 国际工程法务管理 [M].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