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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以其专业性强｀疑难问题集中而出名’

而要解决这些实务难点’离不开持续的积累｀思考和分析°我一直致力于该

领域的研究,并对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一领域的研究而感到欣喜。作为深耕

这个领域的专业人士’疏莹教授和智军法官既有理论基础’又有实务经验’

相信两位合作而成的这本专业著作对于实践问题的解决会提供一些有益参考°

镜莹教授曾在最高人民法院从事近二十年的民商事审判工作’参与和见证了

建工司法解释的起草、修改与完善的过程’到高校任教后也有得天独厚的条

件’促使其更加系统｀深入地研究｀完善建工领域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智

军法官历经基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岗位,经验丰富、善于思考’是北京法

院系统的司法实务研究专家’在建设工程领域形成了不少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就本书的内容而言’既坚持立足实践’体现出强烈的问题意识;又不忘探本溯

源,寻求法理的支撑’殊为难得°具体来说’贯穿其中的四个特点令人印象深

刻’也彰显出本书的独特之处。

第一’对诸多制度进行了脉络式梳理°很多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知其

然’更需要知其所以然°本书作者对于实践中的困惑’并没有满足于提出问

题、列明争议观点’而是更进一步｀更深一点’对于这些问题的由来和所依

附的制度进行了脉络式的梳理。比如’关于质量保证金’书中结合规范性文

件和施工合同示范文本的演变’ 系统整理了质量保证金的发展脉络、交纳和

保管的方式,在此基础上分析质量保证金的性质,其论证过程自然也会更加

扎实。再如’企业资质等级的改革情况｀传统“四证’’ 的含义及流程关系、

挂靠的历史演变和分布领域等章节,也都充分显示了作者对于制度由来的梳

理功底°熟悉和掌握建筑行业的相关历史和发展现状,对于经常需要解决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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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法律人来说’不仅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必要之事。 曰

第二’对问题的思考深入细致°建设工程施工领域的很多问题由来已久’

观点也不乏分歧’若要找到相对妥当的解决路径’需要在宽泛的视角下进行

更深入的思考’本书在此方面也有较为充分体现。比如,对于违法分包行为’

书中不仅梳理了行政和司法的各自标准’提出了司法层面的认定规则’更进

一步分析了行政执法标准如何在司法中得以具体应用。还有’对于实践中已司

空见惯的竣工日期｀竣工验收合格之日、缺陷责任期和保修期起点计算等问题’

也都提出了较为深刻的见解’为实务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不同的参考视角。

第三’依赖的资料丰富广泛。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充分了解已有的

理论、实践成果’是展开更高质量研究、找到问题解决途径的基础°该书对

于资料的参考、引用’不限于传统的书籍、期刊论文等内容’还搜集了大量

的地方规范性文件’借鉴了自媒体｀新媒体上刊登的高质量实务文章°另外’

为了让形成的观点更有实用性,书中还引用了大量的典型案例进行佐证’从

中可见其研究的基础颇为扎实°博采众家之长’辨识、分析进而形成了本书’

其中的诸多见解会给阅读者带来全新的思考。

第四’写作形式具有鲜明的实务导向°除了内容涉及广泛之外’本书在形

式上的新颖和实用性也值得一提。两位作者长期从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件的审理,写作风格体现了很强的问题意识°在每一节的开头和结尾’作者都

专门设置了“实务疑难问题’, “裁判规则指引”两个栏目’前者结合实践现状,

提炼出若干疑难问题;后者概括性地提炼出与问题相关的裁判规则。至于更为详

细的分析过程,读者自然可在对应章节中逐字阅读’ 品若论证过程和论据°对于

阅读者来说’这种写作形式’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其实务参考价值不言而喻°

以上为序,将这本颇具匠心的著作推荐给施工合同纠纷领域的实务人士。

期待在不断探讨的基础上’该领域形成越来越多的共识’为法律适用统一和

建筑业的良性发展贡献更多积极的力量°

翼文露嚣慧量慧P乡司妇
2022年7月1日



凡例

-、机构名称全称与简称对照

二｀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示范合同文本全称与简称对照

全称 简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住建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发改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财政部

高级人民法院 高院

中级人民法院 中院

全称 简称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的解释》

《民事诉讼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
关担保制度的解释》

《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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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释

（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
若干问题的规定》

《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
题的解释》

《买卖合同纠纷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施工招标文件》 （2007年版） 2007版《标准施工招标文件》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 《民商事审判工作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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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三｀已废止的司法解释和合同示范文本全称与简称对照

全称 简称

《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示范文本）》 （GF-2020ˉ

0216）

2020版《总承包合同示范

文本》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 （GF＝2017＝020l） 2017版《施工合同示范文本》

全称 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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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废止）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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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废止〉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释

（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

复》（已废止）
《优先受偿权问题批复》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 （GF＝1999ˉO201）
（已废止） 1999版《施工合同示范文本》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 （GF-20l3＿0201〉
（已废止） 20l3版《施工合同示范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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