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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标准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主要起草单位：   

主要起草人： 

（二）适用范围 

本标准的使用对象主要为电网行业和保险行业公司客户，适用于

20kV及以下配电网出险资产且估损金额在 10 万元（含）以下的财产

险出险案件。 

本标准主要用于财产基本险、财产综合险、财产一切险和机器损

坏险等险种。 

本标准不适用于西藏、青海省玉树、果洛地区，四川省甘孜、阿

坝地区，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地区等平均海拔高度在 3000 米以上

的地区的案件。 

二、标准制定目的和意义 

为进一步加强保险赔案管理工作，有效缩短 20kV 及以下配电网

出险资产且估损金额在 10 万元（含）以下小额财产险案件的结案周

期、减少索赔争议，提高结案率。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及

电力行业有关规定，遵循“专业化、标准化、规范化、信息化”的原

则，编制了《20kV及以下配电网资产保险赔款计算规范》。 

三、编制依据和原则 

（一）编制依据 

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和相关计算公式主要依据行电力工程造价与

定额管理总站和国家能源局发布的电力行业电网技术改造工程定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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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费用计算系列规定编制。主要包括： 

1. 《20kV 及以下配电网工程设备材料价格信息》 

2. 《电网技术改造工程预算编制与计算规定》（2015 年版） 

3. 《电力工程造价与定额管理总站关于发布电力工程计价依据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估价表的通知》（定额〔2016〕45 号） 

4. 《电力工程造价与定额管理总站关于发布 2015 版电网技术改

造和检修工程概预算定额 2016 年下半年价格水平调整系数

的通知》定额〔2016〕52 号 

5. 《电网技术改造工程预算编制与计算规定》 

——《电网技术改造工程预算定额 第二册电气工程》 

——《电网技术改造工程预算定额 第三册输电线路工程》 

——《电网技术改造工程预算定额 第四册 调试工程》 

——《电网拆除工程预算定额 第一册电气工程》 

——《电网拆除工程预算定额 第二册输电线路工程》 

——《电网拆除工程预算定额 第三册 通信工程》 

——《电网技术改造工程预算定额估价表（上册）》 

——《电网技术改造工程预算定额估价表（下册）》 

——《电网拆除工程预算定额估价表》 

（二）编制原则 

本标准在编写过程中，严格按照 GB/T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要求和规定进行编写，并在编制过

程中遵循以下原则： 

1）顶层设计、科学规范。定损标准依据国家发布的费用标准，

结合保险条款进行编制，统一了编制原则、统一资产标的类型、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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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取值范围，并考虑各地区人材机价格水平情况，不同地区同类赔案

标准统一，规范性强。 

2）规范统一，兼顾个性。在统一费用计算公式和计算指标的同

时，对配送费率、建安工程费率和拆除费率都易变或者不宜统一的指

标，通过资料性附录的形式，给出了确定或计算的参照。在定损标准

中始终贯彻模块化设计思路，明确模块划分的边界条件，通过构建标

准模块满足出险标的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模块间灵活组合，可快速计

算出小额赔案的赔付水平。 

3）框架合理，实用为主。在切实做好定损标准整体框架设计的

基础上，主动研究客户需求变化，充分满足客户需求的多样化，充分

考虑电网行业和保险公司的运作方式，在资产标的和费用计算标准方

面，按照国家文件或行业文件或保险合同约定进行定期调整更新。 

四、标准研制过程 

本标准在研制过程中，主要经历了工作方案制定、业务需求调研、

框架设计与标准编制、系统应用与验证、经验总结与标准完善等 5 个

阶段。 

1、工作方案制定阶段 

 2016 年 3 月，召开项目启动会，并对电网行业和保险行业的相

关制度、规范和文档进行了收集、解读和分析。从编制组的构成、进

度计划、标准边界、范围和主要内容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确定，并形成

了完整的工作方案。 

2、业务需求调研阶段 

标准编制组在英大长安保险经纪集团有限公司以及电网行业客

户和其他保险公司内广泛开展业务需求调研，通过现场座谈讨论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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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式展开调研工作，影响定损标准核心内容的定损标准研究范围、

科目划分、关键要素、计算原则、资产标的选取、设备材料价格来源、

费用组成、各地区赔案特点等内容进行调研、汇总和分析。 

3、框架设计与标准编制阶段 

结合调研情况，编制组确定了定损标准的体系设计、科目划分、

流程设定，形成定损标准流程图及计算关系说明书；对定损金额计算

过程中涉及的设备材料价格水平、各地区规范费率、价格调整系数进

行整理汇总；对设备材料残值率、损耗率、主材受损程度值进行研究

制定，形成定损标准整体框架体系，并以框架为基础，开展标准内容

的研制和编写，形成了标准工作组讨论稿。 

通过对定损标准的费用组成、计算原则的进一步分析，最终将定

损标的物划分为：变压器、开关设备、避雷器、配电屏柜、控制保护

装置、通信设备材料、电线、电缆、绝缘材料、金具、杆塔及附件、

布线材料、接地材料等 13 大类，同时考虑不同地区、地形、敷设方

式，初步完成了不同地区不同标的物损失程度等关键指标的确定。 

4、系统应用与验证阶段 

为了进一步验证定损标准的科学性、正确性和可操作性，编制组

以标准为依据，进行了系统软件的开发和应用，并对 1200 余中标的

物进行了实际验证和测算。通过实际测算，对标准中涉及的部分指标

进行了修正和完善。 

5、经验总结与标准完善阶段  

在原有标准内容和实际应用验证的基础上，编制组重新对标准的

边界、范围和内容进行重新梳理和总结分析，对标准的框架结构和约

束进行进一步完善，对配送费率、建安工程费率以及拆除工程费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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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条款修订为资料性附录，并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五、标准框架 

经过反复论证和讨论、修改，最终确定本标准的框架如下： 

前言 

1 范围 

2 术语和定义 

3 资产标的类型 

4 索赔金额和赔付金额的构成及计算  

4.1 索赔金额和赔付金额的构成  

4.2 索赔金额和赔付金额的计算   

4.3 主要设备/材料费金额的计算   

4.4 恢复费用金额的计算  

4.5 残值金额的计算 

5 主要材料受损程度的确定 

5.1 变压器 

5.2 开关设备 

5.3 避雷器 

5.4 配电屏柜 

5.5 控制保护装置 

5.6 通信设备材料 

5.7 电线 

5.8 电缆 

5.9 绝缘材料 

5.10 金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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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杆塔及附件 

5.12 布线材料 

5.13 接地材料 

附录 A（资料性附录） 配送费确定原则及费率 

A.1 配送费率确定原则 

A.2 通用费率 

附录 B（资料性附录） 建安工程费相关费率 

B.1 冬雨季施工增加费费率 

B.2 夜间施工增加费费率 

B.3 施工工具用具使用费费率 

B.4 临时设施费费率 

B.5 特殊地区施工增费率加费费率 

B.6 施工机构转移费费率 

B.7 规费费率 

B.8 企业管理费费率 

B.9 利润率 

附录 C（资料性附录） 拆除工程费相关费率 

C.1 冬雨季施工增加费费率 

C.2 施工工具用具使用费费率 

C.3 殊地区施工增加费费率 

C.4 临时设施费费率 

C.5 规费费率 

C.6 企业管理费费率 

C.7 利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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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资料性附录） 不同资产标的的残值率 

六、标准主要内容 

（一）资产标的范围和专业分类 

根据电力工程造价与定额管理总站 2016 年 7 月发布的《20kV 及

以下配电网工程设备材料价格信息》相关内容，本标准资产标的按照

专业类型划分为变电、架空、电缆三大类。主要包括以下 13 类资产

标的： 

——变压器； 

——开关设备； 

——避雷器； 

——配电屏柜； 

——控制保护装置； 

——通信设备材料； 

——电线； 

——电缆； 

——绝缘材料； 

——金具； 

——杆塔及附件； 

——布线材料； 

——接地材料。 

三类标的物之间的相互间关键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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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索赔金额和赔付金额的构成要素 

索赔金额由主要设备/材料费金额、恢复费用、残值金额共同组

成  

赔付金额由主要设备/材料费金额、恢复费用、残值金额、免赔

额共同组成。 

1、索赔金额 

其计算公式为： 

索赔金额=主要设备/材料费金额+恢复费用金额-残值金额  

其中： 

主要设备/材料费金额=主要设备/材料参考单价×（1+材料损耗

率）×损失数量×主要设备/材料受损程度+配送费 

恢复费用金额=建安工程费+拆除工程费 

残值金额=主要设备/材料参考单价×损失数量×主要设备/材料

受损程度×残值率 

2、赔付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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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计算公式为： 

赔付金额=主要设备/材料费金额+恢复费用金额-残值金额-免赔

额 

其中：免赔额按保险合同约定的金额计算 

3、配送费 

其计算公式为： 

配送费=主要设备/材料参考单价×（1+材料损耗率）×损失数量

×配送费费率 

配送费确定原则及费率参见附录 A。 

4、恢复费用 

（1）构成要素及计算 

其构成要素见下图： 

 

其计算公式为： 

恢复费用=建安工程费+拆除工程费 

（2） 建安工程费的构成 

其构成要素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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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计算公式为： 

建安工程费=直接费+间接费+利润+编制基准期价差 

直接费=建筑安装直接费+措施费 

建筑安装直接费=人工费+消耗性材料费+施工机械使用费 

措施费=冬雨季施工增加费+夜间施工增加费+特殊地区施工增加

费+施工工具用具使用费+临时设施费+施工机构转移费+安全文明施

工费 

其中，措施费是指为完成工程项目竣工，发生于该工程施工前和

施工过程中费工程实体项目的费用。通常按国家能源局发布的的费

率，以安装直接费中的人工费为基数计取。费率参见附录 B。 

（3）拆除工程费 

其构成要素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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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计算公式为： 

拆除工程费=直接费+间接费+利润+编制基准期价差 

直接费=拆除直接费+措施费 

拆除直接费=人工费+消耗性材料费+施工机械使用费 

措施费=冬雨季施工增加费+特殊地区施工增加费+施工工具用具

使用费+临时设施费+安全文明施工费 

措施费通常按电力造价主管部门颁布的费率，以建筑安装直接费

中的人工费为基数计取。费率参见附录 B。 

（4）其他费用 

其他费用主要包包括：间接费、利润和编制基准期价差。其中：

间接费的构成要素见下图：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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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费=规费+企业管理费 

利润=人工费×利润率 

编制基准期价差通常按电力造价主管部门颁布的规定计算。 

4、残值金额 

其计算公式及相关说明如下： 

残值金额可由被保险人和保险人双方协商确定，也可按照如下公

司计算。 

残值金额=主材参考单价×损失数量×主材受损程度×残值率 

残值率的具体确定参见附录 D。 

（三）主材受损程度的确定 

对变压器、开关设备、避雷器、配电屏柜、控制保护装置、通信

设备材料、电线、电缆、绝缘材料、金具、杆塔及附件、布线材料、

接地材料等 13 类主材的损失程度的确定进行了规范，主要包括： 

1、变压器 

变压器分为油浸式变压器、干式配电变压器和非晶合金配电变压

器。变压器不能确定损失程度的根据第三方鉴定机构出具的证明或返

厂解体检查结果确定。 

2、开关设备 

断路器、隔离开关、熔断器等遭受自然灾害、火灾、爆炸、坠地

等物理性损坏时，定为全损。 

3、避雷器 

避雷器、跌落保险、户外刀闸类等遭受自然灾害、火灾、爆炸、

坠地等物理性损坏时，定为全损。 

4、配电屏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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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网柜、电缆分接箱、配电柜、电缆分支箱、配电箱、计量电表

箱、杆上计量控制箱等遭受自然灾害、火灾、爆炸、坠地等物理性损

坏时，定为全损。 

低压封闭母线桥损坏时，定为全损。 

5、控制保护装置 

直流屏、中央信号继电屏、综合监控、互感器等遭受自然灾害、

火灾、爆炸、坠地等物理性损坏时，定为全损。 

6、通信设备材料 

光端机、通信机柜、光纤配线架等通讯设备遭受自然灾害、火灾、

爆炸、坠地等物理性损坏时，定为全损。 

光缆（ADSS）遭受自然灾害、火灾、爆炸、坠地等物理性损坏时，

定为全损。 

7、电线 

电线损失定为全损。其中： 

a) 裸导线出现一个断点全档距换线，长度为全档长度； 

b) 绝缘线中一个耐张段出现一个断点全耐张段换线，长度为全耐

张段长度。 

8、电缆 

电缆受损程度的确定主要包括： 

a) 外绝缘被破坏，达不到绝缘要求的定为全损。 

b) 电缆由于被盗、外力破坏造成损坏的部分定为全损；控制电缆

以根为单位，损坏即定为全损。 

c) 电缆损失时，对应的电缆接头应记入损失。电缆终端头、中间

头等发生损坏定为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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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绝缘材料 

盘式、棒形、碟式、针式绝缘子和瓷横担等遭受自然灾害、火灾、

爆炸等物理性损坏时，定为全损。  

10、金具 

不同类型金具的受损程度的确定如下： 

a) 线夹、挂板、接线管、接线端子、电缆卡具等在导线重新架设

过程中，需要破坏性拆除的，定为全损； 

b) 液压和爆压型金具受损后，定为全损； 

c) 金属横担变形后不符合力学要求，定为全损。 

11、杆塔及附件 

（1）电杆 

电杆受损程度和残值率的确定如下： 

a) 断杆损失程度为 100%。 

b) 倾斜电杆损失程度为 0。 

c) 电杆的拉线断开或变形，损失程度为 100%。 

（2）铁塔 

铁塔的损失程度都为 100%。 

12、布线材料 

保护管、穿线管、导线分线盒等布线材料出现变形、裂纹、损坏

等定为全损。 

13、接地材料 

接地铜板等接地材料出现变形、裂纹、损坏等定为全损。 

镀锌扁钢等接地材料出现变形、裂纹、损坏等定为全损。 

（四）相关费率和残值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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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通过资料性附录对配送费确定原则及费率、建安工程费相

关费率、拆除工程费相关费率和不同资产标的的残值率作出了明确的

规定，其中： 

——建安工程费相关费率主要包括： 

——冬雨季施工增加费 

——夜间施工增加费 

——施工工具用具使用费 

——临时设施费 

——特殊地区施工增费率加费 

——施工机构转移费 

——规费 

——企业管理费 

——利润率 

拆除工程费相关费率主要包括： 

——冬雨季施工增加费 

——施工工具用具使用费 

——殊地区施工增加费 

——临时设施费 

——规费 

——企业管理费 

——利润率 

附录 D 对不同标的物的残值计算给出了明确的计算方法和残值

率参考值，例如，变压器的残值率计算见下表： 

设备材料名称 残值率 

变压器 干式变压器 一相烧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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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材料名称 残值率 

二相烧毁  15% 

三相烧毁  15% 

被盗  0% 

水浸  0% 

油浸式变压器、非晶合金变压器 

一相烧毁  35%（变压器铜重量） 

二相烧毁  50%（变压器铜重量） 

三相烧毁  35% 

被盗  0% 

水浸  0%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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