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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建设合同管理》

前言

建设监理制度推行20多年来，在水利工程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显著成绩。工程建设监理事
业已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重视，赢得了各级政府领导的普遍认可和支持。目前，我国已形成了水
利工程建设监理的行业规模，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制度和法规体系，培养了一批水平
较高的监理人才，积累了丰富的水利工程建设监理经验。实践证明，水利工程实行建设监理制度完全
符合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为了规范水利工程建设监理活动，加强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单位的资质
管理和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工程师管理，水利部于2006年11月颁发了《水利工程建设监理规定》、《水
利工程建设监理单位资质管理办法》、《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工程师注册管理办法》。随着我国市场经
济的发展和完善，对水利工程建设监理行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监理行业必须适应这种新形势的要求
，大力增强自身实力，提高自身素质，在水利工程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随着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
中国水利工程协会按水利部要求对水利工程建设监理人员实施行业自律管理。因此，为了提高水利工
程建设监理人员整体素质和建设监理水平，中国水利工程协会组织有关专家编写了一套水利工程建设
监理培训教材，作为举办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培训班的指定教材，也可以作为从事水利工程建设管理有
关人员、项目法人（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及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有关人员的业务参考书。本套教材
也是全国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的主要参考书。本套教材包括《水利工程建设监理概
论》、《水利工程建设合同管理》、《水利工程建设质量控制》、《水利工程建设进度控制》和《水
利工程建设投资控制》，共5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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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建设合同管理》

内容概要

《水利工程建设合同管理》是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培训教材之一。全书共分九章，主要内容包括合同管
理的法律基础，民事合同法律制度，水利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水利工程施工合同，水利工程施工
合同，水利工程施工合同目标控制，变更与索赔管理，工程担保与工程保险，施工合同争议的解决
，FIDIC合同条件简介。
《水利工程建设合同管理》既可作为从事水利工程建设管理、设计、施工人员的培训用书，也可作为
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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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建设合同管理》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合同管理的法律基础第一节　合同管理概述一、建设工程合同管理的意义在市场经济中，财产
的流转主要依靠合同。特别是工程建设项目，标的大、工期长、协调关系多，合同尤为重要。改革开
放以来，我国在工程建设领域积极推行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和建设监理制，以深化基本建设
管理体制改革。推行这三项制度的目的就是要改革旧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明确建设的主体及其责
任，提高建设项目的管理水平，使竞争机制成为建设市场的主要交易方式，提高投资效益，保证工程
质量，从而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建设项目管理体制。因此，建设市场中的行为主体，包
括建设单位、勘察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咨询单位、监理单位、材料设备供应单位等，均要依靠合同
确立相互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在新的建设管理体制中，建设的行为主体是项目法人，项目法人
对其项目的策划、资金筹措、建设实施、生产经营、偿还债务以及资产的增值保值全面负责，并承担
全部投资风险。项目法人通过招标的方式择优选择勘察、设计、施工、咨询、监理、材料设备供应等
单位，并与之签订合同。通过合同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这些权利、义务的关系以及它们的实现
是依靠合同的约定和法律来保障，而不是依靠行政命令。建设各方是以合同为纽带连在一起的，他们
的一切行为均应以合同为准则，而他们的权益，也主要依靠合同得到法律保护。所以必须建立、健全
合同法律法规体系，加强建设工程合同管理工作，强化参与工程建设者的合同意识，保证依法订立的
合同全面履行，这样才能保证我国建设市场正常有序地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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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水利工程建设合同管理》由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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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最便宜的正版了
2、速度和质量都不错，服务也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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