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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救援行业标准

《火灾直接经济损失统计方法》

（报批稿）

编制说明

标准编制组

二○二三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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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消防救援行业标准《火灾直接经济损失统计方法》的修订计

划由应急管理部下达，由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火灾调查分

技术委员会（TC113/SC11）组织起草和审查。

（二）制定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消防救援机

构有权根据需要封闭火灾现场，负责调查火灾原因，统计火灾损

失”。《火灾事故调查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消防机构应当根

据受损单位和个人的申报、依法设立的价格鉴证机构出具的火灾

直接财产损失鉴定意见以及调查核实情况，按照有关规定，对火

灾直接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进行如实统计”。统计火灾损失是《消

防法》赋予消防救援机构的法定职责，是火灾事故调查的一项重

要任务。火灾损失统计结果是我们揭示火灾发展规律的重要依据

之一。

现行《火灾损失统计方法》（XF 185-2014）为强制性行业标

准，为了贯彻落实强制性标准整合精简计划，此次修订将把强制

性标准《火灾损失统计方法》转化为推荐性标准。同时为了解决

在使用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统计时间过长、质量偏低、计算较繁琐

等问题，广泛搜集使用方对该标准的意见，整理、分析、优化、

修订必要的条款，进一步优化修订该标准，力争使该标准更加适

应我国火灾损失统计工作的需要。

（三）起草小组人员组成及所在单位

应急管理部天津消防研究所牵头负责本标准的修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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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准编制原则和标准技术内容变化情况

（一）标准编制原则

符合消防救援机构开展火灾损失统计工作的实践需求，推动

提高火灾损失统计数据的科学性、精准性。

（二）标准主要技术内容及确定依据

1. 标准名称修改为“火灾直接经济损失统计方法”

标准修订立项名称为“火灾损失统计方法”，属于方法标准，

规定了火灾损失统计的术语和定义、统计范围和分类、统计要求、

损失物辨识、统计方法等，由涉及火灾损失统计计算方法的技术

要求构成。依据《火灾事故调查规定》（公安部令第 121 号）第

二十八条规定，消防救援机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火灾直接

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进行如实统计”。确定将火灾损失统计的范

围修改为火灾直接经济损失，标准名称也作相应修改，并报全国

消防标准化委员会火灾调查分技术委员会召开的标准审查会专

家研讨，最终作为修改意见写入审查会会议纪要。

2. 统计方法确定

（1）火灾直接经济损失一般统计方法

针对 2014 版规定的 8 种统计技术方法的使用情况，项目组

进行了广泛调研。结果表明，8 种统计技术方法在工作实践中均

有使用，尤其是重置价值法、市场法、修复价值法、成本-残值

法、文物建筑重建价值法已经被基层业务人员广泛接纳并熟练应

用，在此次修订中予以保留。

（2）火灾直接经济损失简易统计方法

据近 3 年火灾调查统计数据分析，消防部门每月开展的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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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调查工作中，没有人员伤亡、直接财产损失轻微、当事人对

火灾事故事实没有异议和没有放火嫌疑的火灾约占全部火灾的

90%。根据《火灾事故调查规定》和规范性文件要求，这类火灾

适用基层消防救援大队、消防救援站进行简易调查程序和火灾登

记。对此，项目组开展了问卷调查，一线消防救援人员强烈建议

采用运算更为简化的统计方法。

结合一线调查人员需求和 2014 版标准中提出的统计方法应

用情况，本次修订增加了简易统计方法。该方法是对火灾直接财

产损失给出的简化计算方法，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调查验证

法”和“整体估算法”。“整体估算法”针对火灾占比较大的居住建

筑、室外两类场所，综合考虑影响损失价值的建筑形式、过火面

积、烧损率等因素，经实际案例分析、比对，给出了用于计算损

失的调整系数，使得统计更加简便。

简易统计方法适用基层消防救援大队、消防救援站进行火灾

直接财产损失统计，可辅助基层快速、高效、科学、合理计算火

灾直接财产损失，提高办案效率。

（三）标准修订变化及依据

1. 新旧标准水平对比

新标准以统计实施程序为时间线调整了标准结构，更贴近基

层工作实际需求。新标准不但规定了直接经济损失统计方法，还

依据不同等级火灾损失统计的难易程度，细化了简易统计、一般

统计，用于指导消防救援机构内部统计工作开展，也可供第三方

专业机构参考使用。

新标准增加了统计原则。编制组归纳总结了开展火灾直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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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损失统计需要遵循的原则，明确了统计的尺度和标准，对常见

的火灾直接经济损失的统计难点和争议问题给出解决方法。

新标准突出了火灾直接经济损失统计，对直接财产损失的计

算方法进行了优化调整，在大量调研和数据验证的基础上归纳提

出简易统计方法。简易统计方法简化了统计流程及计算方法，统

一了统计口径，节省统计时间，更加符合消防救援机构开展火灾

直接经济损失统计实际工作需要。

2. 标准修订内容对照情况

标准修订内容与原标准的内容对照见表1。
表 1 标准修订内容对照表

新修订标准 原标准
理由及依据标准章

条编号 修改内容 标准章
条编号 原标准内容

标准名称 火灾直接经济损失
统计方法 标准名称 火灾损失统计方

法

按照《公安部关于
修改<火灾事故
调查规定>的决
定》（公安部令第
121号）第二十八
条规定，公安机关
消防机构应当“按
照有关规定，对火
灾直接经济损失
和人员伤亡进行
如实统计”，将损
失统计范围确定
为火灾直接经济
损失。人员伤亡数
量统计的要求按
照《火灾统计管理
规定》来确定。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火灾
直接经济损失统计
的术语和定义、统
计原则 ,给出了火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火
灾损失统计的术
语和定义、统计
范围和分类、统

标准名称已修改
为“火灾直接经济
损失统计方法”，
相应内容一并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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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直接财产损失简
易统计、火灾直接
财产损失一般统
计、火灾现场处置
费、人身伤亡支出
费的统计步骤和方
法。
本文件适用于单起
火灾直接经济损失
的统计。
本文件不适用于军
事设施、矿井地下
部分、核电厂、海
上石油天然气设
施、森林和草原等
场所火灾直接经济
损失的统计。

计要求、损失物
辨识、统计方法
等。
本标准适用于公
安机关消防机构
对单起火灾损失
的统计。
本标准不适用于
军事设施、矿井
地下部分、核电
厂、海上石油天
然气设施、森林
和草原等场所火
灾损失的统计。

改。同时根据标准
结构及内容的调
整对范围进行相
应修改。

2 规范性
引用文件

GB/T 5907.4 消
防词汇 第 4 部分：
火灾调查

2 规范性
引用文件 无

标准修订新增了
术语和定义 “3.9
过火面积”，依据
GB/T1.1-2020 要
求将 GB/T5907.4
增加至规范性引
用文件。

2 规范性
引用文件 无 2 规范性

引用文件

《文物藏品定级
标准》文化部第
19号令
《人体损伤程度
鉴定标准》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公
安部、国家安全
部和司法部 2013
年 8月 30日联合
发布

依据 GB/T1.1 中
被引用文件的限
定条件，将这 2
个文件移至参考
文献。

无 无 3.1 火 灾 损 失 fire
loss

标准名称及范围
修改后，无需再给
出定义。

3.3

火灾现场处置费
cost of fire scene
disposal
灭火救援费（包括
灭火剂等消耗材料
费、水带等消防器
材损耗费、消防装

3.4

火灾现场处置费
用 cost of fire
scene disposal
灭火救援费（包
括：灭火剂等消
耗材料费、水带
等消防器材损耗

依据《固定资产等
资产基础分类与
代 码 》
GB/T14855-2022
规范了术语中对
调用车辆及设备
的措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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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损坏损毁费、现
场清障调用车辆、
大型机械设备及人
力费）及灾后现场
清理费。

费、消防装备损
坏损毁费、现场
清障调用大型设
备及人力费）及
灾 后 现 场 清 理
费。

3.4

人身伤亡 personal
injury or death
在发生火灾之日起
7 日内，人员因火
灾或灭火救援中的
烧灼、烟熏、砸压、
辐射、碰撞、坠落、
爆炸、触电、中毒、
踩踏等原因导致的
死亡、重伤、轻伤、
轻微伤。
注：重伤、轻伤、轻微
伤判定见《人体损伤程
度鉴定标准》。

3.5

人 身 伤 亡
personal injury or
death
在火灾扑灭之日
起七日内，当事
人因火灾或灭火
救援中的烧灼、
烟熏、砸压、辐
射、碰撞、坠落
等原因导致的死
亡、重伤和轻伤。

《生产安全事故
报告和调查处理
条例》第二十条规
定，统计时限应为
发生火灾之日起
7日内。
《人体损伤程度
鉴定标准》，人体
损伤包括重伤、轻
伤、轻微伤。
根据火灾事故现
场特点，增加了中
毒、踩踏，使表述
更精准，明确了判
定依据。依据以上
三点，修改了术语
和定义 “人身伤
亡”。

3.7

成新率 residue ratio
指灾前建筑、设备
等财产的新旧程
度。
注：用百分比（%）表
示。

3.7

成 新 率 residue
ratio
反映灾前建筑、
设备等财产的新
旧程度，即灾前
财产的现行价值
与其全新状态重
置价值的比率。

与“烧损率”的表
述方式统一，以百
分比的形式来表
示新旧程度。

3.9 过火面积 the area
of an fire involved 无 无

标准新增“整体估
算法”中“过火面
积”用于计算直接
财产损失。“过火
面 积 ” 依 据
GB/T5907.4-2015
中第 2.1.10 给出
定义。

无 无 3.10

文物建筑在火灾
中受损后，基于
原来的建筑形制
（包括原址）、
结构、材料、工

已在 5.2.4.5 中表
述，且仅在该条中
出现，故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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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技术等进行重
建所需的费用。

4 统计原则 无 无

调整标准结构，便
于基层理解运用
统计方法开展工
作，将原标准的部
分内容提炼、归纳
成“统计原则”，指
导工作实践。

4.1 货币计量原则 5.1.3

火灾损失应以人
民币货币作为计
量货币，单位为
元。其财产损失
以外币核算的，
外币应按失火当
日中国人民银行
人民币兑换牌价
的现钞买入价折
算成人民币。

属结构调整。
规定了火灾直接
经济损失的计量
单位。

4.2.1

对如下机构出具的
火灾直接经济损失
鉴定结论或相关证
明材料，消防部门
经审查后可作为统
计依据：
a)地方政府价格主
管部门设立的价格
认证机构；
b)社会保障、民政
部等部门设立的社
会保险、社会救助
等经办机构；
c)建设主管部门设
立的房屋质量安全
鉴定检测机构；
d)文物主管部门设
立的文物鉴定机
构；
e)医疗机构、伤残
鉴定机构；
f)会计师事务所、律
师事务所；
g)保险公司；
h)其他有资质的专
业机构。

5.1.4和
5.1.5

5.1.4 下列能出具
法律效力鉴定文
本的部门或具有
法定资质的社会
中 介 是 可 接 受
的：
a)地方政府价格
主管部门设立的
价格认证机构；
b)文物主管部门
设立的文物鉴定
机构；
c)建设主管部门
设立的房屋质量
安全鉴定检测机
构；
d)园林主管部门
设立的园林工程
预算机构；
e)依法设立的伤
残鉴定机构；
f)古玩珠宝评估
机构；
g)会计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
h)保险公司；

2017年 4月 14日
住建部官网正式
发出通知取消城
市园林绿化企业
资质。因此删除了
d）。
根据原标准，结合
火灾调查实际需
要，对上版标准中
这两条中重复的
内容进行整合、优
化，更新了可以采
信的部门资料，如
社会保障、民政等
部门。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9

i）各类公估机构
等。
5.1.5 应 采 信 具
有法律效力的数
据。如：
a)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部门提供的
火灾人身伤亡所
支出的费用；
b)医疗机构提供
的医疗费、延长
医疗天数；
c)民政部门提供
的 丧 葬 及 抚 恤
费、补助及救济
费；
d)依法设立的价
格认证机构出具
的火灾直接财产
损失数据等。

4.2.2

对于受损单位和个
人申报的火灾直接
财产损失证据资
料，经调查验证基
本符合火灾现场情
况的可予采信。

无 无

依据《公安部关于
修改<火灾事故
调查规定>的决
定》（公安部令第
121号）第二十八
条规定，公安机关
消防机构应当根
据受损单位和个
人的申报、依法设
立的价格鉴证机
构出具的火灾直
接财产损失鉴定
意见以及调查核
实情况，按照有关
规定，对火灾直接
经济损失和人员
伤亡进行如实统
计，并结合工作实
践，增加此条。

4.3

a)-f)
g)对无法判断真实
价格或真伪的物品
（如茶叶、烟酒
等），可采用该类
商品市场公允价格

5.2.4 a)-f)

新增 g)和 h)，旨
在解决茶叶、烟酒
等物品损失的价
值统计。此类物品
具有金融炒作属
性，受市场、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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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位数或相关商品
公开资料进行计
算。
h)对火灾造成知识
产权载体灭失导致
的数据资产损失，
以当事人举证该类
资产的市场公允价
格进行计算。

炒作因素影响较
大，市场价格悬
殊，需要以市场公
允价格进行价值
估算。
数据资产作为一
类新兴资产类别，
2014 版中未涉及
该类损失价值统
计相关条款。作为
国家重点发展的
战略产业，火灾造
成其知识产权载
体灭失而导致的
数据资产损失，设
定以当事人举证
使用该类资产的
市场公允价格进
行统计。

4.4 案例比照原则 无 无

该原则是指通过
与相类似的对象
（企业、厂房、仓
库、商铺、家庭等）
做参照对比，结合
现场调查，确定损
失物总量，根据调
整系数计算出火
灾直接财产损失
金额的原则。该原
则可指导火灾损
失统计大数据库
建设，随着数据库
的不断更新完善，
通过对损失程度
相近的损失物或
情形相近的火灾
直接财产损失做
出估算，估算的损
失数额或者范围
可作为火灾直接
财产损失统计的
预估数值，此数值
可为火灾案件的
调查程序和火灾
等级的判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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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参考依据。

5 火灾直接财产损失
统计 7 统计技术方法

根据章节调整及
技术内容将火灾
直接财产损失统
计独立成章

5.1 简易统计 无 无

见本编制说明本
部分的 3.技术内
容变化中的详细
说明

5.1.1

概述
简易统计是对火灾
直接财产损失给出
的简化计算方法，
适用于火灾现场情
况简单、火灾损失
轻微的火灾直接财
产损失统计。

无 无 明确了简易统计
适用条件。

5.1.2 简易统计方法 无 无

据近 3 年火灾调
查统计数据分析，
消防部门每月开
展的火灾事故调
查工作中，没有人
员伤亡、直接财产
损失轻微、当事人
对火灾事故事实
没有异议、没有放
火嫌疑的火灾约
占 全 部 火 灾 的
90%。根据《火灾
事故调查规定》和
规范性文件要求，
这类火灾适用基
层消防救援大队、
消防救援站进行
简易调查程序和
火灾登记。对此，
项目组开展了问
卷调查，一线消防
救援人员强烈建
议采用运算更为
简化的统计方法。
结合一线调查人
员需求和 2014 版
标准中提出的统
计方法应用情况，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12

本次修订增加了
简易统计方法。该
方法可解决大量
适用基层消防救
援大队、消防救援
站进行火灾直接
财产损失统计，辅
助基层业务人员
快速、高效、科学
计算火灾直接财
产损失，提高办案
效率。

5.1.2.1
经调查验证，申报
数据中主要烧损物
基本符合事实的，
按申报数据统计。

无 无

依据《公安部关于
修改<火灾事故
调查规定>的决
定》（公安部令第
121号）第二十八
条规定，公安机关
消防机构应当根
据受损单位和个
人的申报、依法设
立的价格鉴证机
构出具的火灾直
接财产损失鉴定
意见以及调查核
实情况，按照有关
规定，对火灾直接
经济损失和人员
伤亡进行如实统
计。结合火灾调查
工作实践，增加调
查验证法作为一
类简易统计方法，
与业务工作实际
情况相符。

5.1.2.2 整体估算法 无 无

整体估算法将起
火场所建筑及装
修损失和物品损
失作为整体，一次
性快速估算得出
火灾现场整体损
失。该方法以各地
市定期公布的上
年度房屋建筑工
程参考造价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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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与火灾过火面
积、烧损率和调整
系数相乘，整体估
算出单起火灾的
直接财产损失。
调整系数，主要考
虑建筑类别、建筑
结构、重要程度，
兼顾起火场所装
修、烧损率等因素
影响，参考《地震
现场工作第 4 部
分：灾害直接损失
评 估 》
（GB/T18208.4）
相关参数和保险
行业家庭财产险
费率。设立简易统
计尤其是整体估
算法，目的在最大
程度保障统计结
果相对准确合理
的情况下，确保方
便基层操作，为快
速高效完成轻微
火灾损失统计工
作提供技术支持
和理论依据。

5.2 一般统计 无 无

按 3.1火灾直接经
济损失包括火灾
直接财产损失、火
灾现场处置费、人
身伤亡支出费，调
整标准结构后将
这 3 部分的统计
要求分别独立成
章。
将火灾直接财产
损失统计分为“简
易统计”和“一般
统计”

5.2.1
一般统计适用于所
有火灾直接财产损
失的统计。采用简
易统计的火灾转为

无 无

标准根据工作业
务需求增加了“简
易统计”后，将原
统计方法称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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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统计后，火灾
直接财产损失统计
数额应进行更正。

般统计”，并给出
其适用范围及简
易统计的火灾转
为一般统计后，数
据更正的要求。

5.2.2 表 2 火灾直接财产
损失统计分类 4.2 表 1 火灾直接经

济损失统计分类

根据修订标准结
构调整，对相应技
术内容做调整，删
除了对火灾现场
处置费用、人身伤
亡所支出的费用
的统计分类内容，
并修改了表题。

5.2.3 统计步骤 无 无

按火灾直接财产
损失统计工作步
骤梳理了原标准
中的相关内容，便
于基层理解并掌
握统计方法。

5.2.3.1

调查验证
对受损单位（个人）
申报的火灾直接财
产损失进行调查验
证。验证方式包括
但不限于：
a)有 效 证 明 材 料
（包括各种票据）
复核；
b)询问当事人、证
人；
c）现场点验等。

7.2

调查验证法
对受损单位（个
人）申报的火灾
直接财产损失进
行调查验证。经
验证，申报数据
中 主 要 损 失 物
（贵重的、大件
的）的名称、型
号、数量、价值
基本符合事实，
按 申 报 数 据 统
计；基本不符合
事实的，选择其
他方法。验证方
式有：
a)有效证明材料
（ 包 括 各 种 票
据）复核；
b)询问当事人、证
人；
c）现场勘验等。

根据实际工作，调
查验证属于开展
火灾直接财产损
失统计工作步骤
之一，因此将原标
准的 “调查验证
法”修改为“调查
验证”，并对相应
规定做了编辑性
修改。

5.2.3.2
损失物识别
5.2.3.2.1直观判定
5.2.3.2.2证据推定
5.2.3.2.3 最大量判

6
损失物识别
6.1直观判定
6.2证据推定
6.3现场核对

经研究讨论结合
工作实践，删除了
非技术方法的同
类比对和案例比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报
批
稿



15

别 6.4同类比对
6.5 最大量判别
6.6案例比照

照，保留 3种成熟
并被广泛使用的
损失物识别方法。
原“现场核对”并
入“证据推定”；原
“同类比对”方法
经修改完善后形
成了“案例比照原
则”。

5.2.3.3

方法选择原则如
下：
完全烧损或部分烧
损且修复不经济的
建筑构件、建筑设
施、房屋装修、装
置装备及设备、家
电家具等损失宜选
择重置价值法 (见
5.2.4.1)；
部分烧损可修复且
修复经济的建筑构
件、建筑设施、房
屋装修、装置装备
及设备（包括储
罐）、家电家具等
损失宜选择修复价
值法(见 5.2.4.2)；
c)消防装备损坏损
毁费宜选择修复价
值法（见 5.2.4.2）；
d)贵重物品、图书
期刊、城市绿化、
农村堆垛等损失宜
选 择 市 场 法 ( 见
5.2.4.3)；
e)产品商品类损失
宜选择成本——残
值法(见 5.2.4.4)；
f)文物建筑损失宜
选择文物建筑重建
价 值 法 （ 见
5.2.4.5）；
g)对珍贵文物、保
护动植物、贵重物
品等损坏程度或真

7.1

方法选择原则如
下：
a)有充足的财产
损失申报材料支
持的宜选择调查
验证法(见 7.2)；
b）低值易耗品、
家庭物品等损失
宜选择总量估算
法统计（见 7.3）；
c)消防装备损失
宜选择修复价值
法（见 7.6），其
他现场处置费宜
选择实际价值法
（见 7.4）；
d)建筑构件、设备
设施及装置、城
市绿化等损失宜
选择重置价值法
(见 7.5)；
e)房屋装修、汽车
等损失宜选择修
复 价 值 法 ( 见
7.6)；
f)产品商品类损
失宜选择成本-残
值法(见 7.7)；
g)贵重物品、图书
期刊、农村堆垛
等损失宜选择市
值 - 残 值 法 ( 见
7.8)；
h)文物建筑损失
宜选择文物建筑
重 建 价 值 法

根据主要技术方
法的顺序调整了
选择原则的顺序。
因火灾事故发生
场所不同，现场损
失涉及物品种类
大相径庭，事故严
重程度直接影响
物品烧损状态，不
同损失物品需要
选取不同的方法
来统计。结合工作
实践保留了 c）和
f）~h）。
同时适用于建筑
类损失、装置装备
及设备损失、车辆
类损失的修复价
值法和重置价值
法，实践中存在选
择困难的情况，需
要明确选择哪种
方法更为合理。例
如：对烧损严重、
使用年限较长，选
择修复价值法统
计出的数据与实
际的损失偏差较
大，此种情况选择
重置价值法统计
出来的数据就比
较接近实际损失。
为此，标准修订期
间，工作组查阅大
量资料，向从事价
格认定工作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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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鉴别难度较大、
损失价值难以计算
以及社会影响大的
火灾，可组织专家
组或委托专业部门
对其损失进行评
估；亦可用文字描
述的方式统计损失
物的名称、类型、
数量等；
h)对无法统计的损
失物可不做损失价
值统计或仅做文
字、图片描述。如：
火灾湮灭的物品或
因火灾烧损、烟熏、
砸压、水渍等作用
致使无法辨认的损
失物等；
i)车辆损失可按保
单出险费用、修复
费用或参考二手车
市场价格计算；
j)低值易耗品、衣物
杂品类损失按其烧
损前财产总量价值
20%计算。

（7.9）。 家多次咨询，进一
步完善了选择方
法，细化了选择原
则，如“部分烧损
可修复的建筑构
件、建筑设施、装
置装备及设备、房
屋装修、车辆等在
选择修复价值法
时，需要考虑修复
是否经济，见 a）
和 b）。
整合了 2014 版第
5章“统计要求”中
可组织专家组或
委托专业部门进
行损失评估和采
用文字描述的情
形，如珍贵文物、
保护动植物、贵重
物品等损坏程度
或真伪鉴别难度
较大、损失价值计
算较难以及社会
影响大的火灾采
用专家评估或委
托专业部门评估，
又如火灾湮灭的
物品或因火灾烧
损、烟熏、砸压、
水渍等作用致使
损失物无法辨认
等情形，采用文字
描述，作为兜底方
法供选择，见 g）
和 h）。
增加了车辆损失
可按保单出险费
用、修复费用或参
考二手车市场价
格计算，这种方法
更加符合车辆火
灾损失价值计算
的实情，见 i）。
根据调研反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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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低值易耗品、
家庭住宅火灾中
的衣物杂品等过
火或者烟熏后无
法修复、价值较低
且逐件清点耗费
人力，因此本次修
订沿用《火灾直接
财产损失统计方
法 》 (GA
185-1998)中条款
“低值易耗品、衣
物杂品类损失按
其烧损前财产总
量 价 值 20% 计
算”，更适合基层
业务工作开展。

5.2.3.4

统计计算
根据火灾损失物识
别情况，按照表 2
确定统计分类，参
照 5.2.3.3选择技术
方法进行分类价值
计算。本文件未列
入的财产类别，其
损失可参照类似财
产统计。

无 无

按统计工作开展
的流程，给出了统
计计算的依据及
要求。

无 无
7.2
7.3
7.4

7.2 调查验证法
7.3总量估算法
7.4实际价值法

考虑到 “调查验
证”属于统计步骤
的一个环节，原标
准“调查验证法”
经修改后成为统
计步骤条款。
依据标准结构变
化此处删除了“总
量估算法”“实际
价值法”。并将“实
际价值法”作为单
起火灾现场处置
费统计方法，写入
第 6章

5.2.4
5.2.4.1重置价值法
5.2.4.2修复价值法
5.2.4.3 市 场 法

7.5
7.6
7.7

7.5重置价值法
7.6修复价值法
7.7成本-残值法

属于结构调整及
编辑性修改。
项目组 2022 年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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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4 成本 -残值
法
5.2.4.5 文物建筑重
建价值法

7.8
7.9

7.8市值-残值法
7.9文物建筑重建
价值法

行了广泛调研。结
果表明，8种统计
技术方法在工作
实践中均有使用，
尤其是重置价值
法、市值-残值法、
修复价值法、成本
-残值法、文物建
筑重建价值法已
经被基层业务人
员广泛接纳并熟
练应用，在此次修
订中予以保留。
将“市值-残值法”
称谓改为相关行
业通用称谓“市场
法”。

6 火灾现场处置费统
计 无 无

根据标准结构调
整，火灾现场处置
费统计单独成章。
经调研了解，基层
统计灭火救援费
比较困难。难点在
于，基层中队不了
解灭火剂、水带、
车辆等器材设备
的价格，“一战一
评”也没有记录耗
损情况，折损费不
知如何计算。本次
修订，明确了灭火
救援费统计的一
般要求，列出了两
种统计方法（单起
火灾统计和平均
值统计），便于指
导基层合理选择
统计方法，同时拓
宽了数据的参考
依据。

6.2

单起火灾统计法
按单起火灾统计
时，应符合下列要
求：
a)对灭火救援中损

7.4

对灭火救援中损
耗 损 毁 的 物 品
（如灭火剂、燃
料、水带等）按
当时当地实际价

根据标准结构调
整，技术内容做编
辑性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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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损毁的物品（如
灭火剂、燃料、水
带等）按当时当地
实际价值统计；
b)对灭火救援中调
用车辆及大型机械
设备、人力雇佣以
及灾后清理现场等
费用按实际发生额
统计。

值统计；对灭火
救援中调用大型
设备、人力雇佣
以及灾后清理现
场等费用按实际
发生额统计。

6.3

平均值统计法
以消防救援站为统
计单位，以上一年
度或季度平均值方
法统计火灾现场处
置费。

无 无

为指导基层开展
统计，新增“平均
值统计法”，平均
值统计数据可以
参考上年度或季
度后勤装备采购、
维修费用等，使统
计结果更精准。
消防装备损耗损
毁费可依据上年
度统计数据计算
单台装备年平均
出警次数和单台
装备年平均维修
保养费用，折算出
单台单次平均损
耗损毁费。

7 人身伤亡支出费统
计 无 无

根据标准结构调
整，火灾现场处置
费统计单独成章。

7.1
人身伤亡支出费包
括医疗费、丧葬及
抚恤费、补助及救
济费和赔偿费等。

5

表 1大类“人身伤
亡 所 支 出 的 费
用”的中类“医疗
费 （ 含 护 理 费
用）、丧葬及抚
恤费、补助及救
济费、歇工工资”

参考了《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人
身损害赔偿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最新解
释，确定人身伤亡
支出费包括医疗
费、丧葬及抚恤费
用、补助及救济费
用和赔偿费用等。

7.2

人身伤亡支出费用
可依据有关人民政
府火灾事故调查
组、社会保障、民
政等部门、医疗机

5.4
按照 GB/T 6721
的 有 关 规 定 统
计。

GB/T6721 现行版
本为 1986 版，历
史较为久远。根据
基层开展火灾调
查的实践，政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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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等单位提供的丧
葬及抚恤费用、补
助及救济费用、赔
偿费用、医疗费用
等数据进行统计，
也 可 按 照 GB/T
6721的有关规定统
计。

立火灾事故调查
组的火灾，一般会
根据当地情况确
定火灾伤亡人员
的统一的丧葬、抚
恤费和赔偿费用，
可以直接采纳使
用。自 2022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修改〈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人
身损害赔偿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的决
定”统一了城乡居
民赔偿标准。本次
修订，编制组讨论
决定将人身伤亡
所支出费用的统
计依据改为此文
件，以便火灾事故
后人身伤亡所支
出费用的计算更
接近实际损失情
况。

附录 A 附录 A

原标准附录 A 表
A.1 逻辑不够清
晰，此次修订将表
A.1 按损失大类
拆分为 2 个表，删
除了关于人身伤
亡支出费用的范
围界定表。

表 B.1 表 B.1

修改附录 B 中建
筑类使用年限，与
《民用建筑设计
统 一 标 准 》
（ GB50352-2019
）保持一致。

表 B.2 表 B.2

结合设备使用的
实际情况，修改了
部分设备的总使
用年限参考值，如
消防安全设施、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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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的总使用年限
参考值由原来的
6年改为 10年。
依据《机动车强制
报废标准规定》
完善了附录 B 中
与车辆相关的使
用年限。附录 B
中增加了表注，规
定了“设备铭牌或
产品说明书等证
明材料注明具体
使用年限的，总使
用年限宜参考标
注的使用年限值。
如特殊设备有其
规定的使用年限，
可按照其规定选
取使用年限值。”
为尚未列入表B.2
的设备的使用年
限取值提供了依
据。

参考文献

[1]GB/T14885-202
2 固定资产等资产
基础分类与代码
[2]GB 50352-2019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
标准
[3]建筑地震破坏等
级划分标准（建抗
字第 377 号）
[4]《文物藏品定级
标准》（中华人民
共和国文化部令第
19号）
[5]《人体损伤程度
鉴定标准》（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和司法
部）
[6]火灾事故调查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安部令第 121

参考文献

[1]GB 50153 工
程结构可靠性设
计统一标准
[2] 全国抗震办
公室主编，建筑
地震破坏等级划
分标准，1990，
建抗字第 377号
[3] CECS 148 户
外广告设施钢结
构技术规程
[4]CECS
252:2009，火灾后
建筑结构鉴定标
准
[5]EN 1990:2002
结构设计基础

根据标准修订技
术内容，新增为本
标准修订提供技
术依据的 7 条参
考 文 献 。 其 中
[4][5]为从规范性
引用文件调整至
此。删除了不再适
用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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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技术内容变化

（1）关于统计原则

包括 4 部分：货币计量原则、采信原则、价格取值原则、案

例比照原则。

货币计量原则

货币计量原则是 2014 版关于统计计量货币的要求（2014 版

的 5.1.1、5.1.3）。

采信原则

原标准规定了地方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设立的价格认证机构、

文物主管部门设立的文物鉴定机构等能出具法律效力鉴定文本

的部门或具有法定资质的社会中介是可接受的（2014 版 5.1.4），

还规定了应采信具有法律效力的数据，包括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提供的火灾人身伤亡所支出的费用、依法设立的价格认证机构

出具的火灾直接财产损失数据……（2014 版 5.1.5）。鉴于这两部

分技术内容有重复情况，本次修订重新整合形成了采信原则（对

如下机构出具的火灾直接经济损失鉴定结论或相关的证明材料，

消防部门经审查后可作为统计依据），并增加了“对于受损单位和

个人申报的火灾直接财产损失，应调查验证”的原则。

价格取值原则

号，2012 年）
[7]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人身损害赔
偿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法
释〔2020〕17号，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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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修订调整了标准结构，将 2014 版第 5 章“统计要求”中

财产损失计算中的价格取值原则作为一类统计原则单列。同时，

增加了“无法判断物品（如茶叶、烟酒等）真实价格或真伪的，

可采用该类商品市场公允价格中位数或相关商品公开资料进行

计算。对火灾造成知识产权载体灭失导致的数据资产损失，以当

事人举证该类资产的市场公允价格进行计算”的原则条款规定。

此条款的引入，旨在解决茶叶、烟酒等物品损失的价值统计。此

类物品具有金融炒作属性，受市场、人为炒作因素影响较大，市

场价格悬殊，需要以市场公允价格进行价值估算。数据资产作为

一类新兴资产类别，2014 版中未涉及该类损失价值统计相关条

款。作为国家重点发展的战略产业，火灾造成其知识产权载体灭

失而导致的数据资产损失，设定以当事人举证使用该类资产的市

场公允价格进行统计，对于难以统计计算的采用文字描述记录该

类资产损失。

案例比照原则

编制组在充分调研大数据应用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案例比

照原则，该原则是指通过与相类似的对象（企业、厂房、仓库、

商铺、家庭等）做参照对比，结合现场调查，确定损失物总量，

根据调整系数计算出火灾直接财产损失金额的原则。该原则可指

导火灾损失统计大数据库建设，随着数据库的不断更新完善，通

过对损失程度相近的损失物或情形相近的火灾直接财产损失做

出估算，估算的损失数额或者范围可作为火灾直接财产损失统计

的预估数值，此数值可为火灾案件的调查程序和火灾等级的判定

提供快速参考依据。根据案例比照原则给出的火灾直接财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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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估数值或取值范围应用于火灾调查办案系统，可为火灾案件的

直接财产损失统计提供参考范围和校准工具，与预估数值差距较

大的火灾直接财产损失统计结果需要做出解释和说明，使得火灾

损失统计数据更为科学，适用的范围更为广泛、便捷。其中的调

整系数可结合各地实际合理设置，运用于火调办案系统及时更新。

（2）关于简易统计

当前，全国轻微火灾占火灾总量 90%以上，年均 70万起以

上。此类火灾损失轻微，现场情况相对简单，火灾损失统计基本

由消防救援站消防员完成。编制组积极回应基层期望，结合工作

实际，本着快速、高效、科学、合理的原则，创新增加了火灾直

接财产损失简易统计工作方法。

该方法主要针对居住类建筑火灾，一方面考虑到当前大多数

轻微火灾统计采用以起火单位、个人申报数据为主的现状，另一

方面提出以当地上年度每平方米工程造价为参照标准，同时考虑

新旧程度、装修档次等因素，结合调整系数，进行整体快速估算。

整体估算法将火灾建筑及装修损失和物品损失作为整体，一

次性快速估算得出火灾现场整体损失。该方法以各地市定期公布

的上年度房屋建筑工程参考造价为基础，与火灾过火面积、烧损

率和调整系数相乘，整体估算出单起火灾的直接财产损失。其中，

当地工程造价（可反应地域差别）和过火面积按客观实际取值；

烧损率根据现场过火区域整体情况综合判定，分轻微（5%）、轻

（20%）、中（50%）、重（100%）四种情况，区别于附录中损坏

等级及烧损率。仅有烟熏的损失，烧损率取值为 10%。调整系数，

主要考虑建筑类别、建筑结构、重要程度不同，兼顾起火场所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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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成新率等因素影响，参考《地震现场工作第 4 部分：灾害直

接损失评估》（GB/T18208.4）相关参数和保险行业家庭财产险费

率，将最为常见的砖混结构单多层建筑的调整系数定为 1.0，钢

筋混凝土结构单多层建筑的调整系数定为 1.5，高层建筑的调整

系数定为 1.8，砖木结构的调整系数定为 0.8，木结构和简易搭建

的建筑调整系数定为 0.5。

编制组设立简易统计尤其是整体估算法，目的在最大程度保

障统计结果相对准确合理的情况下，确保方便基层操作，为快速

高效完成轻微火灾损失统计工作提供技术支持和理论依据。

（3）关于一般统计

火灾直接财产损失一般统计适用于所有火灾直接财产损失

的统计。可以用作对简易统计的补充修正。为了清晰地指导基层

开展一般统计，本次修订以统计步骤（调查验证、损失物识别、

方法选择、统计计算）为主线，对 2014 版标准相关内容进行结

构化调整。考虑到“调查验证”属于统计步骤的一个环节，原标准

“调查验证法”经修改后成为统计步骤条款，同样“损失物识别”保

留 2014 版中的“直观判定”“证据推定”“最大量判别”三个识别方

法，也归入统计步骤。原“现场核对”并入“证据推定”；原“同类

比对”方法经修改完善后形成了“案例比照原则”。

本次修订修改完善了“方法选择”，整合了 2014 版第 5 章“统

计要求”中可组织专家组或委托专业部门进行损失评估和采用文

字描述的情形，如珍贵文物、保护动植物、贵重物品等损坏程度

或真伪鉴别难度较大、损失价值难以计算以及社会影响大的火灾

采用专家评估或委托专业部门评估，又如火灾湮灭的物品或因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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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烧损、烟熏、砸压、水渍等作用致使损失物无法辨认的损失物

等，采用文字描述，作为兜底方法供选择。同时增加了车辆损失

可按保单出险费用、修复费用或参考二手车市场价格计算，这种

方法更加符合车辆火灾损失价值计算的实情。根据调研反馈情况，

低值易耗品、家庭住宅火灾中的衣物杂品等过火或者烟熏后无法

修复、价值较低且逐件清点耗费人力，因此本次修订沿用《火灾

财产损失统计方法》(GA 185-1998)中条款“低值易耗品、衣物杂

品类损失按其烧损前财产总量价值 20%计算”，更适合基层业务

工作开展。

本次修订结构调整后，“统计分类”移至第 5 章“火灾直接财

产损失统计”，因此只保留火灾直接财产损失统计分类的内容，

对分类表作相应修改。本次修订查阅了 GB/T14885-2020《固定

资产分类与代码》，该标准中车辆类固定资产包括各类载货汽车、

乘用车、客车、专用车辆、城市交通车辆等。基于上述国家标准，

为使损失分类名称更加规范，将火灾直接财产损失中类“汽车类

损失”更改为“车辆类损失”。附录 A 中相关内容一并修改。

一般统计相对于简易统计，保留了 2014 版中被基层广泛使

用的 5 种统计方法，是一种分类统计方法。

（4）主要技术方法

基于前期开展“调查问卷”分析结果，保留了 5 种基层常用的

统计方法：重置价值法、市场法、修复价值法、市值-残值法、

文物建筑重置价值法。

进一步完善统计方法选择原则

2014 版标准给出了八种统计技术方法，对不同统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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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的损失物，合理选择统计方法至关重要。为此，标准给

出了 8 种统计原则。该标准发布实施后，消防队伍开展了大量工

作实践，发现了一些问题，如统计方法选择的不合理会对统计结

果产生误差。原因在于掌握这些原则需要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和能

力，经验不足往往会选择错误。火灾事故发生场所不同，现场损

失涉及物品种类大相径庭，事故严重程度直接影响物品烧损状态，

不同损失物品需要选取不同的方法来统计。2014 版标准的修订

为了便于基层工作者根据损失物类别、烧损程度、成新率等因素

选取较为合理、操作性强的统计方法，没有限定强制使用的方法。

经调研发现，同时适用于建筑类损失、装置装备及设备损失、

车辆类损失的修复价值法和重置价值法，实践中存在选择困难的

情况，需要明确选择哪种方法更为合理。例如：对烧损严重、使

用年限较长，选择修复价值法统计出的数据与实际的损失偏差较

大，此种情况选择重置价值法统计出来的数据就比较接近实际损

失。为此，标准修订期间，工作组查阅大量资料，向从事价格认

定工作的专家多次咨询，进一步完善了选择方法。在“修复价值

法”部分增加了“注”，即“部分烧损可修复的建筑构件、建筑设施、

装置装备及设备、房屋装修、车辆等在选择修复价值法时，需要

考虑修复是否经济。修复不经济指采用修复费用的方法测算的损

失价格超过按完全损坏测算的损失价格”，为统计人员合理选择

统计方法做了进一步的指导。

删减了“调查验证法”“实际价值法”“总量估算法”

本次修订基于调研反馈情况，结合标准结构调整，“主要统

计方法”部分删减了“调查验证法”“实际价值法”“总量估算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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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技术内容整合至标准相关部分。

（5）火灾现场处置费统计

火灾现场处置费统计单独成章（第 6 章）。

经调研了解，基层统计灭火救援费比较困难。难点在于，基

层中队不了解灭火剂、水带、车辆等器材设备的价格，“一战一

评”也没有记录耗损情况，折损费不知如何计算。本次修订明确

了灭火救援费统计的一般要求，列出了两种统计方法（单起火灾

统计和平均值统计），便于指导基层合理选择统计方法，同时拓

宽了数据的参考依据。比如：平均值统计数据可以参考上年度或

季度后勤装备采购、维修费用等，使统计结果更精准。具体统计

价值取值渠道包括：

a) 灭火救援中消耗、损耗的灭火剂、水带等单价可依据消防

部队购买单价确定。

b) 灭火剂、水带等材料、器材的消耗数量可依据全国火灾统

计管理系统的“接警出动报告表”中“损耗用品”和“消防用

水量情况”两栏记录确定，或统计单位根据情况自行定制

“灭火救援耗损用品统计表”。

c) 水带等消防器材损耗费可按下列方法统计：

ⅰ）出警后损毁无法继续使用，计入该次火灾灭火救援费；

ⅱ）或依据上年度统计数据计算水带等消防器材平均出警

次数，根据器材单价折算出单次火灾器材平均损耗费。

d) 消防装备损耗损毁费可依据上年度统计数据计算单台装备

年平均出警次数和单台装备年平均维修保养费用，折算出

单台单次平均损耗损毁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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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人身伤亡支出费统计

人身伤亡支出费统计单独成章（第 7 章）。

参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最新解释，确定人身伤亡支出费用包括医疗费、

丧葬及抚恤费用、补助及救济费用和赔偿费用等。根据基层开展

火灾调查的实践，政府成立火灾事故调查组的火灾，一般会根据

当地情况确定火灾伤亡人员的统一的丧葬、抚恤费和赔偿费用，

可以直接采纳使用。

（7）附录

附录 A 表 A.1 拆分

附录 A 表 A.1 逻辑不够清晰，新标准按损失大类拆分为 2

个表，删除了关于人身伤亡支出费用的范围界定。

依据 GB/T14885-2010《固定资产分类与代码》，车辆类固定

资产包括各类载货汽车、乘用车、客车、专用车辆、城市交通车

辆、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轮椅车、非机动车辆等。因此，修改

火灾直接经济损失统计分类表中中类“汽车类损失”的名称为“车

辆类损失”，同时修改附录 A 表 A.1 火灾直接财产损失分类界定

范围中“车辆类损失”、“家庭物品类损失”中“家电家具等物品损

失”的界定范围，将“自行车（包括电动自行车）”调整至“车辆类

损失”中。

补充建筑类、设备类总使用年限参考值

修改附录 B 中建筑类使用年限，与《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

准》（GB50352-2019）保持一致。结合设备使用的实际情况，修

改了部分设备的总使用年限参考值，如消防安全设施、设备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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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年限参考值由原来的 6 年改为 10年。

附录B中增加了表注，规定了“设备铭牌或产品说明书等证明

材料注明具体使用年限的，总使用年限宜参考标注的使用年限值。

如特殊设备有其规定的使用年限，可按照其规定选取使用年限

值。”为尚未列入表B.2的设备的使用年限取值提供了依据。

机动车使用年限

《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经 2012 年 8 月 24 日商务部第

68 次部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环境

保护部同意，2012 年 12 月 27 日，商务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公安部、环境保护部令 2012 年第 12 号公布。

中国机动车相关报废标准始于 1997 年 7 月 15 日发布的《汽

车报废标准》，其中对于私家车的强制报废标准为期限 10年，行

驶 10 万公里。之后，随着我国汽车工业的迅速发展，车辆技术

水平的提升，这一限制显得过于苛刻。在 2000 年的《汽车报废

标准规定》中，虽然私家车仍有年限限制，但是可通过年检将标

准延长为 15 年。2006 年，商务部就《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

征求意见，其中首次取消了小、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使用年限限

制。

《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第五条 各类机动车使用年限

分别如下:

(一) 小、微型出租客运汽车使用 8 年，中型出租客运汽车使

用 10 年，大型出租客运汽车使用 12 年；

(二) 租赁载客汽车使用 15 年；

(三) 小型教练载客汽车使用 10 年，中型教练载客汽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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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年，大型教练载客汽车使用 15 年；

(四) 公交客运汽车使用 13；

(五) 其他小、微型营运载客汽车使用 10 年，大、中型营运

载客汽车使用 15年；

(六) 专用校车使用 15年；

(七) 大、中型非营运载客汽车(大型轿车除外)使用 20年；

(八) 三轮汽车、装用单缸发动机的低速货车使用 9 年，其他

载货汽车(包括半挂牵引车和全挂牵引车)使用 15年；

(九) 有载货功能的专项作业车使用 15 年，无载货功能的专

项作业车使用 30年；

(十) 全挂车、危险品运输半挂车使用 10 年，集装箱半挂车

20 年，其他半挂车使用 15 年；

(十一) 正三轮摩托车使用 12 年，其他摩托车使用 13 年。

对小、微型出租客运汽车(纯电动汽车除外)和摩托车，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可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严

于上述使用年限的规定，但小、微型出租客运汽车不得低于 6 年，

正三轮摩托车不得低于 10 年，其他摩托车不得低于 11年。

小、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大型非营运轿车、轮式专用机械

车无使用年限限制。

机动车使用年限起始日期按照注册登记日期计算，但自出厂

之日起超过 2 年未办理注册登记手续的，按照出厂日期计算。

《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第七条 国家对达到一定行驶

里程的机动车引导报废。因此，附录 B 中据此补充完善了与车

辆相关的使用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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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编制组创新提出的简易统计整体估算法，针对当前占比最大

的居住场所轻微火灾损失统计的工作现状，按照规范、高效、科

学、易操作的工作原则，以火灾发生地（地级市）每平方米工程

造价为基础参照数据，不考虑火灾直接财产损失大、中、小类的

区别，以场所过火面积、建筑类型和结构类型为主要参考指标，

同时最大程度考虑成新率、装修档次等相关因素的影响，对火灾

现场整体财产损失进行快速估算统计。快速估算统计公式如下：

ldfci k RAVL ……………………………………（1）

式中：

iL ——损失额；

cV ——每平方米工程造价；

fA ——过火面积；

dR ——烧损率；

lk ——起火场所调整系数。

编制组调取了 2021 年以来全国 6 个省（广东、河南、山西、

湖南、四川、黑龙江）共 13 个地级市的 230 起居住场所火灾场

所火调案例（经一般程序调查），进行验证比对。其中，起火场

所中高层建筑 19起，钢筋混凝土建筑 70起，砖混结构建筑 119

起，简易搭建建筑 22 起。

编制组利用整体估算法计算公式，对火灾直接财产损失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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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统计估算验证，同时使用调整系数与实际统计火灾损失进行

比对。统计结果符合正态分布，达到预期效果，说明公式设置合

理。选取的部分案例比对情况，详见表 2。

另外，编制组同时委托广州支队、上海徐汇支队、江门支队、

韶关支队共 50 个消防救援大队和消防救援站，将整体估算法在

火灾损失统计实战中予以应用，目前各基层单位普遍反应良好。

表 2 简易统计整体估算验证案例表

序号 火灾名称 地点
工程造价

（万/m2）

建筑结

构
过火面积

（m2）

实际统计

火灾损失

（万）

起火场所

系数
烧损率%

整体估算

损失价值

（万）

偏差系数

1
云山诗意 2栋

703

广州市南

沙区丰泽

东路云山

诗意 2栋

703

0.3 高层建筑 10 7.86 1.8 100 5.4 -0.312

2

武江区芙蓉东

路 6号万通国

际花园 A座

A4幢 604房

韶关市武

江区芙蓉

东路 6号

万通国际

花园A座

A4幢 604

房

0.2 高层建筑 8 1.57 1.8 50 1.44 -0.082

3

雁峰区新家名

居 A 栋

2704 室住宅

着火

衡阳市雁

峰区蒸阳

南路新家

村 118

号新家名

居 A 栋

A 座

2704 室

0.2 高层建筑 25 1.505 1.8 20 1.8 0.196

4 南阳市 南阳市 0.18 高层建筑 10 0.325 1.8 5 0.162 -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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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

新店乡恒大帝

景

肖纪良住宅火

灾

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

恒大帝景

小区 55

号楼

5

金花小区 2幢

2单元 104号

谢群英家着火

芦山县芦

阳街道金

花小区 2

幢 2单元

104号

（也叫德

沁苑小

区）

0.21
钢筋混凝

土
10 2.871 1.5 100 3.15 0.097

6

通江县泥溪镇

李尚志房屋

“2023.3.6”火

灾

通江县泥

溪镇后湾

村 1组

0.21
钢筋混凝

土
20 3 1.5 50 3.15 0.05

7

大庆市萨尔图

区益民小区张

军家住宅

大庆市萨

尔图区益

民小区

10号楼 1

单元 202

室

0.2
钢筋混凝

土
60 3.9684 1.5 20 3.6 -0.092

8

大庆市萨尔图

区百湖花园董

衍海家住宅

大庆市萨

尔图区百

湖花园

A08号楼

1单元

102室

0.2
钢筋混凝

土
20 0.56 1.5 5 0.3 -0.464

9

齐齐哈尔市龙

沙区乾华小区

19号楼 3单元

501室“6.9”火

灾

齐齐哈尔

市龙沙区

乾华小区

19号楼 3

单元 501

室

0.2 砖混结构 2 0.4051 1 100 0.4 -0.012

10

高平市马村镇

马村村北大街

3号靳国华家

高平市马

村镇马村

村北大街

3号

0.19 砖混结构 15 1.6 1 50 1.425 -0.109

11
彭任林民房着

火

湖南省常

德市临澧

县佘市桥

0.2 砖混结构 201 7.5 1 20 8.04 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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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雅林村

12 刘砚家着火

雁峰区蒸

阳南路

13 号和

平苑一单

元 602

室

0.2 砖混结构 3 0.028 1 5 0.03 0.071

13

眉山市彭山区

观音街道果园

村5组24号陈

俊华“2·20”火

灾

眉山市彭

山区观音

街道果园

村 5组 24

号

0.21 简易搭建 8 0.8896 0.5 100 0.84 -0.055

14
康定市雅拉乡

三道桥村

康定市雅

拉乡三道

桥村

0.21 简易搭建 70.4 3.5 0.5 50 3.696 0.056

15
炉霍县新都镇

上街村三组

炉霍县新

都镇上街

村三组

0.21 简易搭建 31 1 0.5 20 0.651 -0.349

16 雍宗富住宅

巴中市恩

阳区茶坝

镇金银村

6 组 22

号

0.21 简易搭建 110 0.6 0.5 5 0.5775 -0.0375

注 1：建筑结构分为高层建筑、钢筋混凝土、砖混结构、简易搭建

注 2：偏差系数=（整体估算价值-实际统计火灾损失）/实际统计火灾损失。偏差系数越接近 0，表明二者偏差越小。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未采标。

国外相关技术情况如下：

七十年代末，联合国组织创立了国际消防技术委员会火灾统

计中心，成员国有美国、英国、德国、罗马尼亚等四十余个国家。

该中心的主要任务，是收集与处理世界各国的灭火活动方面的信

息，同时还收集与公布各成员国每年的火灾统计资料，包括火灾

发生的起数，人员伤亡数目（居民、消防人员）、直接财产损失

等相关信息。国际上无统一的火灾损失统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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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消防协会（NFPA）提供的统计资料，对火灾直接财

产损失的估价，是以替代一个被破坏的物品或建筑物恢复到火灾

前的情况，即更换所需的费用为基础进行估价。日本对火灾直接

财产损失的计算，采用的不是更换或重置的计算方法，而是采用

按资产分类进行折旧的计算方法。

据 ISO TR 17755-2014，国外大多数国家还使用经济损失以

外的方式采集财产损失数据。如损坏对象的计数（例如建筑物、

房间、地板或车辆）、损坏面积、损坏面积的百分比或定性的范

围（例如限制在物体或起火房间内）。

本标准汲取了价格认定、资产评估等部门/行业对于不同类

别财产的认定或评估经验方法，规定了适用于火灾损失简易统计

一般统计的几类方法。方法既科学合理又充分考虑了消防救援队

伍开展火灾造成财产损失的统计工作实际。

五、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是否合规引用或采用国

际国外标准以及未采用国际标准的原因

无

六、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水平的关系

（一）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标准关系

本标准的制定依据、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和《火

灾事故调查规定》中有关“火灾损失统计”相关规定。标准中有关

人身伤亡后所支出的费用计算方法，规范性引用了《企业职工伤

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 6721）。

（二）配套推荐性标准的制定情况（强制性标准应填写）

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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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及依据

在征求意见过程中，有总队提出删掉“火灾现场处置费用”

和“人员伤亡所支出的费用”。其理由是：1）统计“火灾现场处置

费用”不好操作；2）由于治疗时间较长、丧葬等费用确定时间较

长，“人员伤亡所支出的费用”不好统计。为此项目组深入基层调

研，与基层进行多场讨论后，总结出一套操作路径。对《企业职

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 6721）进行深入解读，使统

计人员理解了该标准统计“人员伤亡所支出的费用”的思路。另外，

该标准是推荐性标准，统计哪类损失由采用方自行决定。这一重

大分歧得到基本解决。

八、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及理由

建议该标准为 XF/T 推荐性行业标准，为消防救援机构及其

他部门统计火灾损失提供方法。

九、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的过渡期建议及理由

需要对使用单位和使用人员进行全面培训、宣贯。在应用中，

不断积累搜集有关数据，建立必要的数据库。建议编制小程序，

辅助火灾损失统计。

十、与实施标准有关的政策措施

标准发布后，建议面向全国相关业务人员开展标准宣贯、培

训会议。

十一、是否需要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

本标准为推荐性行业标准，无需对外通报。

十二、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替代《火灾损失统计方法》（XF/T 185-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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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全文内容不涉及专利问题。

十四、标准所涉及的产品、过程或者服务目录

涉及火灾统计中火灾事故造成火灾直接经济损失的统计过

程。

十五、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一）关于标准定期完善

随着社会的发展及本标准在实际工作中的检验和使用，建议

本标准使用 5 年后进行一次完善、修正和补充。

（二）关于厘清标准责任范围及统计数据属性

标准修订工作期间，征集全国消防一线业务工作者意见及实

地调研与基层开展研讨时，普遍反映较为突出问题之一是：关于

火灾损失统计行为和火灾损失统计数据法律意义上的定位问题，

具体体现在消防救援机构火灾损失统计数据是否具有法律仲裁

理赔依据属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21 修正）第五十一条规定，

消防救援机构有权根据需要封闭火灾现场，负责调查火灾原因，

统计火灾损失。火灾扑灭后，发生火灾的单位和相关人员应当按

照消防救援机构的要求保护现场，接受事故调查，如实提供与火

灾有关的情况。根据《火灾事故调查规定》（公安部令第 121 号）

第三条规定“火灾事故调查的任务是调查火灾原因，统计火灾损

失，依法对火灾事故做出处理，总结火灾教训”，此条规定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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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火灾事故调查任务的同时，也明确了统计火灾损失是为了总结

火灾教训而开展的调查工作内容之一。据此，消防救援机构有开

展火灾损失统计的法定职责，其目的是出于国家消防指导和决策

的需要而做出的宏观统计行为，火灾损失统计资料和数据作为内

部使用，不是对火灾直接财产损失做出的鉴定或行政确认。

现行《火灾统计管理规定》由公安部、劳动部国家统计局于

1996 年颁布实施，第三条规定，火灾统计的基本任务是对火灾

进行统计调查，统计分析，提供统计资料，实行统计监督。《火

灾事故调查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可以根据

需要委托依法设立的价格鉴证机构对火灾直接财产损失进行鉴

定。消防救援机构做出的火灾损失统计是为了掌握当地火灾事故

整体情况而针对火灾事故损失进行的统计，其可以据实际情况决

定是否委托价格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消防

救援机构对火灾损失的统计核定是根据受损单位和个人的申报、

依法设立的价格鉴定机构出具的火灾直接财产损失鉴定意见以

及调查核实情况做出的统计，火灾损失统计不是火灾财产的实际

损失，不作为当事人进行民事赔偿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

（十）项规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

影响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因此，对于涉及

多方当事人、可能存在民事纠纷的火灾事故，消防救援机构应当

建议当事人通过民事诉讼立案后委托鉴定、直接委托物价部门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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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认证）等途径确定火灾直接财产损失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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