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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损失控制的概念损失控制是一种主动、积极的风险对策

。损失控制可分为预防损失和减少损失两方面工作。预防损

失措施的主要作用在于降低或消除（通常只能做到减少）损

失发生的概率，而减少损失措施的作用在于降低损失的严重

性或遏制损失的进一步发展，使损失最小化。一般来说，损

失控制方案都应当是预防损失措施和减少损失措施的有机结

合。（二）制定损失控制措施的依据和代价制定损失控制措

施必须以定量风险评价的结果为依据，才能确保损失控制措

施具有针对性，取得预期的控制效果。风险评价时特别要注

意间接损失和隐蔽损失。制定损失控制措施还必须考虑其付

出的代价，包括费用和时间两方面代价，而时间方面的代价

往往还会引起费用方面的代价。损失控制措施的最终确定，

需要综合考虑损失控制措施的效果及其相应的代价。由此可

见，损失控制措施的选择也应当进行多方案的技术经济分析

和比较。（三）损失控制计划系统就施工阶段而言，该计划

系统一般应由预防计划（有文献称为安全计划）、灾难计划

和应急计划三部分组成。1．预防计划预防计划的目的在于有

针对性地预防损失的发生，其主要作用是降低损失发生的概

率，在许多情况下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损失的严重性。在

损失控制计划系统中，预防计划的内容最广泛，具体措施最

多，包括组织措施、管理措施、合同措施、技术措施。组织



措施的首要任务是明确各部门和人员在损失控制方面的职责

分工，以使各方人员都能为实施预防计划而有效地配合；还

需要建立相应的工作制度和会议制度；必要时，还应对有关

人员（尤其是现场工人）进行安全培训等。采取管理措施，

既可采取风险分隔措施，将不同的风险单位分离间隔开来，

将风险局限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以避免某一风险发生时，

产生连锁反应或互相牵连，如将木工加工场设在远离办公用

房的位置；也可采取分散措施，通过增加风险单位以减轻总

体风险的压力，达到共同分摊总体风险的目的，如在涉外工

程结算中采用多种货币组合的方式付款，分散汇率风险。合

同措施除了要保证整个建设工程总体合同结构合理、不同合

同之间不出现矛盾之外，要注意合同具体条款的严密性，并

作出与特定风险相应的规定，如要求承包商加强履约保证和

预付款保证等。技术措施时在建设工程施工过程中常用的预

防损失措施，如地基加固、周围建筑物防护、材料检测等。

与其他几方面措施相比，技术措施的显著特征是必须付出费

用和时间两方面的代价，应当慎重比较后选择。2．灾难计划

灾难计划是一组事先编制好的、目的明确的工作程序和具体

措施，为现场人员提供明确的行动指南，使其在各种严重的

、恶性的紧急事件发生后，不至于惊慌失措，也不需要临时

讨论研究应对措施，可以做到从容不迫、及时、妥善地处理

，从而减少人员伤亡以及财产和经济损失。灾难计划是针对

严重风险事件制定的，其内容应满足以下要求：（1）安全撤

离现场人员；（2）援救及处理伤亡人员；（3）控制事故的

进一步发展，最大限度地减少资产和环境损害；（4）保证受

影响区域的安全尽快恢复正常。灾难计划在严重风险事件发



生或即将发生时付诸实施。3．应急计划应急计划是在风险损

失基本确定后的处理计划，其宗旨是使因严重风险事件而中

断的工程实施过程尽快全面恢复，并减少进一步的损失，使

其影响程度减至最小。应急计划不仅要制定所要采取的相应

措施，而且要规定不同工作部门相应的职责。应急计划应包

括的内容：调整整个建设工程的施工进度计划，并要求各承

包商相应调整各自的施工进度计划；调整材料、设备的采购

计划，并及时与材料、设备供应商联系，必要时，可能要签

订补充协议；准备保险索赔依据，确定保险索赔的额度，起

草保险索赔报告；全面审查可使用的资金情况，必要时需调

整筹资计划；等等。三种损失控制计划之间的关系见P106

图4-8。【2005．61】在损失控制计划系统中，应急计划是在

损失基本确定后的处理计划，其应包括的内容有(?)。A．采

用多种货币组合的方式付款B．调整整个建设工程的施工进度

计划C．调整材料、设备采购计划D．控制事故的进一步发展

，最大限度地减少资产和环境损害E．准备保险索赔依据，确

定保险索赔的额度，起草保险索赔报告答案：BCE【2006．61

】下列关于风险损失控制系统的表述中，正确的有(?)。A．

预防计划的主要作用是降低损失发生的概率B．风险分隔措施

属于组织措施C．风险分散措施属于管理措施D．最大限度地

减少资产和环境损害属于应急计划E．技术措施必须付出费用

和时间两方面的代价答案：ACE三、风险自留（熟悉）风险

自留就是将风险留给自己承担，是从企业内部财务的角度应

对风险。风险自留与其他风险对策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改

变建设工程风险的客观性质，即既不改变工程风险的发生概

率，也不改变工程风险潜在损失的严重性。（一）风险自留



的类型风险自留可分为非计划性风险自留和计划性风险自留

两种类型。1．非计划性风险自留由于风险管理人员没有意识

到建设工程某些风险的存在，或者不曾有意识地采取有效措

施，以致风险发生后只好由自己承担。这样的风险自留就是

非计划性的和被动的。导致非计划性风险自留的主要原因有

：（1）缺乏风险意识。往往由于建设资金来源与建设工程业

主的直接利益无关造成，也可能是由于缺乏风险管理理论的

基本知识而造成。（2）风险识别失误。原因可能是所采用的

风险识别方法过于简单和一般化，没有针对建设工程风险的

特点；或者缺乏建设工程风险的经验数据或统计资料；或者

没有针对特定建设工程进行风险调查等等。未能意识到某些

风险的存在（3）风险评价失误。在风险识别正确的情况下，

风险评价的方法不当可能导致风险评价结论错误。不该忽略

的风险忽略了（4）风险决策延误。风险识别和风险评价均正

确的情况下，可能由于迟迟没有作出相应的风险对策决策，

而某些风险已经发生，使本不会作出风险自留选择的那些风

险成为自留风险。（5）风险决策实施延误。两种情况：一种

是主观原因，即行动迟缓，对已作出的风险对策迟迟不付诸

实施或实施工作进展缓慢；另一种是客观原因，某些风险对

策的实施需要时间，如损失控制的技术措施需要较长时间才

能完成，保险合同的谈判也需较长时间等，而在这些风险对

策实施尚未完成之前却已发生了相应的风险，成为事实上的

自留风险。对于大型、复杂的建设工程来说，风险管理人员

几乎不可能识别出所有的工程风险。非计划性风险自留有时

是无可厚非的，因而也是一种适用的风险处理策略。但是，

风险管理人员应当尽量减少风险识别和风险评价的失误，要



及时作出风险对策决策，并及时实施决策，从而避免被迫承

担重大和较大的工程风险。总之，虽然非计划性风险自留不

可能不用，但应尽可能少用。2．计划性风险自留计划性风险

自留是主动的、有意识的、有计划的选择，是风险管理人员

在经过正确的风险识别和风险评价后作出的风险对策决策，

是整个建设工程风险对策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

风险自留决不可能单独运用，而应与其他风险对策结合使用

。在实行风险自留时，应保证重大和较大的建设工程风险已

经进行了工程保险或实施了损失控制计划。计划性风险自留

的计划性主要体现在风险自留水平和损失支付方式两方面。

所谓风险自留水平，是指选择哪些风险事件作为风险自留的

对象。确定风险自留水平可以从风险量数值大小的角度考虑

，一般应选择风险量小或较小的风险事件作为风险自留的对

象。计划性风险自留还应从费用、期望损失、机会成本、服

务质量和税收等方面与工程保险比较后才能得出结论。损失

支付方式的含义比较明确，即在风险事件发生后，对所造成

的损失通过什么方式或渠道来支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