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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直接经济损失核定细则

（征求意见稿）

一、编制目的

为规范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直接经济损失评估工作，进

一步说明细化《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环境损害评估推荐方法》

中直接经济损失的计算范围和核算方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

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制度改革方案》《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污染损害评估工作程序

规定》等法规和文件，制定本核定细则。

二、适用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直接经济损失核定工

作。不适用于核设施及有关核活动发生的核与辐射事故造成的辐射

污染事件的直接经济损失核定。

三、核算范围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直接经济损失包括人身损害、财产

损害、应急处置费用、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以及应急处置阶段可以确

定的其他直接经济损失。其中应急处置费用包括污染处置费用、保

障工程费用、应急监测费用、人员转移安置费用以及组织指挥和后

勤保障等行政费用。

突发环境事件责任方为保护公众健康、公私财产和生态环境，

减轻或消除危害主动支出的应急处置费用,不计入直接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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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核定程序

直接经济损失核定工作程序包括基础数据资料收集、数据审核、确

定核定结果三个主要阶段。基础数据资料收集阶段是对各项费用相关的

产生情况、费用数额、合同票据等数据资料进行统一收集；数据审核是

对收集的数据资料进行初审、确认、复审等一系列审查，确定有效数据，

并进行整理分析；确定核定结果是将审定的数据整理分析后，给出明确

的核定结论。

图 1 直接经济损失核定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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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直接经济损失核定

5.1 核定原则

（1）规范性原则

直接经济损失核定要收集完整的损失或费用数据和证明材料，

数据与证明材料要真实可靠且一一对应，缺失证明材料的损失和费

用不能计入。对同一突发环境事件的直接经济损失核定要采用统一

的数据调查统计方法、计算方法和核定标准，保证核定结果规范公

正。产生应急处置费用的工作措施应与应急预案的要求或者应急指

挥部的部署一致，应与减轻污染影响直接相关。

（2）时效性原则

应急处置费用必须是在应急处置和预警期间以及受突发环境事

件影响的区域内发生的费用。应急处置和预警期以应急预案界定或

者以应急指挥部研判确定的时间为准。事件发生前已列入财政支出

预算或工作计划，因事件发生而提前执行的设备购置费、租赁费、

工程施工费等支出，不计入直接经济损失。各应急工作参与单位的

正式工作人员和长期聘用人员在应急期间的劳务费和工资性收入不

计入直接经济损失。

（3）合理性原则

对于同一突发环境事件，不同单位、不同地区填报的损失和费

用数据要符合逻辑，同类型损失和费用单价的差异要控制在合理范

围内，根据实际调查或历史相关数据，以上下浮动在一倍以内视为

合理。因突发环境事件发生造成的材料、交通、人工等价格上涨以

不高于市场价一倍视为合理。由突发事件次生突发环境事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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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明确相关事件的核定时限和地域范围，避免重复或遗漏核定。

5.2 核定方法

5.2.1 应急处置费用

（1）污染处置费用

污染处置费用是指从源头控制或减少污染物的排放，为防止污

染物继续扩散以及清除、转移、存储和处理被污染的环境介质、污

染物和回收应急物资而采取的措施产生的费用，主要包括投加药剂、

筑坝拆坝、开挖导流、放水稀释、废弃物处置、污水或污染土壤处

置、设备洗消等产生的费用。污染处置费用的计算方法有两种：

方法一：污染处置费用=材料和药剂费+设备或房屋租赁费+应急

设备维修或重置费+人员费+后勤保障费+其他

方法二：对于工作量能够用指标进行统一量化的污染处置措施，

可以采用工作量核算法，根据事件发生地物价部门制定的收费标准

和相关规定或调查获得的费用计算。

污染处置费用=总工作量×单位工作量单价，例如：

筑坝费用=坝体体积（立方米）×单位体积构筑单价（元/立方

米）

开挖导流费用=土方量（立方米）×单位土方量工程单价（元/

立方米）

污水处理费用=污水总量（吨）×每吨污水处理单价（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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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 污染处置费用核算说明

a）责任方内部污染源控制、污染拦截、污染清理等产生的费用，不计入直接经济损失。比如

某企业烧碱储罐泄漏事件中，企业为防止污染物流出厂界在企业内部采取拦截、吸附等措施产生

的费用。

b）非必须的污染处置费用，不计入直接经济损失。比如饮用水水源地污染事件中启用备用水

源，在备用水源水质符合地表水Ⅲ类水质标准的情况下，采取上游截污、治污等改善水质措施产

生的费用不计入直接经济损失。

c）非突发环境事件导致废弃物的处置费用，不计入直接经济损失。比如火灾爆炸事故的次生

突发环境事件，火灾或爆炸产生的废弃物处置费用不计入突发环境事件直接经济损失，但是危化

品泄漏次生突发环境事件中，危化品污染清理费用和被危化品污染产生的危险废物处置费用计入

突发环境事件的直接经济损失。

d）超出应急处置实际所需的药剂或材料费用，不计入直接经济损失。当购置的药剂或材料数

量远高于实际消耗时，可以按照实际消耗的 1.2 倍计入直接经济损失。例如，因投加药剂需要购

入 20 吨药剂，但应急处置实际只消耗了 10 吨，在核定药剂投加费用时，可以计入 12 吨药剂的购

置费用。

e）非合理时间内发生的设备或场地租赁费用，不计入直接经济损失。当租赁时间远超过应急

处置时间，按照实际应急处置时间的 1.5 倍产生的费用计入直接经济损失。例如，为应急处置工

作租用了 3 个月的民房作为现场办公场所，而实际应急工作仅持续了 1 个月，在核定房屋租赁费

时计入 1.5 个月的租赁费用。

f）已列入安全生产事故直接经济损失或自然灾害直接经济损失的非直接污染处置费用，不计

入突发环境事件直接经济损失。例如，火灾爆炸事故中的消防灭火费用。

（2）保障工程费用

保障工程费用是指应急期间为了保障受污染影响区域公众正常

生活以及为了保障污染处置措施能够顺利实施而采取的必要的应急

工程措施产生的费用，主要包括道路整修、场地平整、管线引水、

车辆送水、自来水厂改造等措施产生的费用。

保障工程费用=材料和药剂费+设备或房屋租赁费+应急设备维

修或重置费用+人员费+后勤保障费+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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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2 保障工程费用核算说明

a）应急期间发生的属于日常工作职责的维护费、工程费等相关费用，不计入直接经济损失。例

如，应急期间进行日常道路维护或修整产生的费用不计入直接经济损失，但是为保障应急措施顺利实

施，因没有可通行道路而重新铺设道路产生的费用计入直接经济损失。

b）个人或单位采取的非必要的保障措施产生的费用，不计入直接经济损失。例如，饮用水源

虽然受污染影响，但通过实施应急措施已经能够保证饮用水正常达标供应的情况下，个人或单位

另行购置其他饮用水或者净水设备产生的费用，不应计入。

（3）应急监测费用

应急监测费用是指应急期间，为发现和查明环境污染情况和污

染损害范围而进行的采样、监测与检测分析活动产生的费用。应急

监测费用的计算方法有两种：

方法一：应急监测费用=材料和药剂费+设备或房屋租赁费+应急

设备维修或重置费用+人员费+后勤保障费+其他

方法二：样品数量（单样/项）×样品检测单价+样品数量（点/

个/项）×样品采样单价+运输费+其他

专栏 3 应急监测费用核算说明

a）应急监测费用应发生在应急处置阶段以及合理的预警期内。预警期以应急预案的规定或者

应急指挥部的部署为准，应急预案和应急指挥部决策没有相关具体要求的，根据污染团实际到达

预警监测点位的时间判断，突发水环境事件以该时间点前 24 小时视为合理，突发大气环境事件以

该时间点前 2 小时视为合理。

b）监测频次和采样布点密度应按照应急监测方案执行，并符合相关采样监测技术文件要求。

c）应急结束后 48 小时以外的观察被污染区域环境质量是否持续、平稳达标产生的监测费用，

不计入直接经济损失。

d）明显与事件无关的采样或监测项目产生的费用，比如在事件特征污染物已确定后，仍监测

其他不相关污染物产生的监测费用，不计入直接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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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员转移安置费用

人员转移安置费用是指应急期间，疏散、转移和安置受影响和

受威胁人员所产生的费用。

人员转移安置费用=材料费+设备或房屋租赁费+人员费+后勤保

障费+其他

专栏 4 人员转移安置费用核算说明

a）因原生事件威胁人员生命健康组织人员转移安置产生的费用，不计入直接经济损失。例如，

地震、山体滑坡等事件中的人员转移安置费用。

b）应急结束环境质量达标不影响人员正常生活时，仍滞留在安置场所产生的费用，不计入直

接经济损失。应急指挥部宣布的应急处置结束日期之后 5 天内可视为合理的缓冲时间，之后产生

的费用不予计入。

c）在事件造成的环境污染不影响人员正常生活及人身健康的情况下，因个人原因居住别处产

生的相关费用，不予计入。

（5）组织指挥及后勤保障行政费用

组织指挥及后勤保障行政费用是指应急期间应急指挥和组织管

理部门以及其他相关单位针对应急工作开展办公和公务接待活动产

生的相关费用。

行政费用=办公用品费+餐费+住宿费+会议费+专家技术咨询费+

印刷费+交通费+水电费+取暖费+其他



— 25 —

专栏 5 组织指挥及后勤保障行政费用核算说明

a）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管理人员的加班费或加班补贴，不计入直接经济损失。

b）上级指导人员、专家及其他人员产生的未由当地政府承担的差旅费，不计入直接经济损失，

由当地政府承担的计入。

c）高于公务接待标准的餐饮费和住宿费，不计入直接经济损失。

d）车辆保养费用，不计入直接经济损失。因执行应急任务产生的维修费用可计入。

e）明显与应急处置无关的事务性费用，不计入直接经济损失。例如，烟、酒、茶叶等物品的

购置费用。

f）政府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委托第三方组织开展突发环境事件环境影响与直接经济损失评估

发生的技术咨询费用，不计入直接经济损失。

5.2.2 人身损害费用

人身损害费用指在应急处置阶段可以确定，因突发环境事件污

染造成人员就医治疗、误工、致残或者致死产生的相关费用。人身

损害需要有专业医疗或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或者相关政府部

门出具的正式文件。

就医治疗的：人身损害费用=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

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其他

致残的：人身损害费用=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

+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

生活费+后续康复费+后续护理费+后续治疗费+其他

致死的：人身损害费用=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

+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亲

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其他

以上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

助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抚养人生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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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葬费、死亡补偿费等费用的计算参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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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标准应符合国家或

地方相关文件标准要求。

专栏 6 人身损害核算说明

非突发环境事件所致的人员伤亡产生的救治、丧葬、抚恤费用不计入人身损害费用。比如安

全生产事故中爆炸、灼烧等导致的人员伤亡，交通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等，其产生的救治、丧葬、

抚恤等费用，不予计入。

5.2.3 财产损害费用

财产损害费用指因环境污染或者采取污染处置措施导致的财产

损毁、数量或价值减少，包括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农产品和林产

品等损害的直接经济价值。

财产损害费用=固定资产损害费用+流动资产损害费用+农产品

损害费用+林产品损害费用+其他

固定资产损害费用=固定资产维修费+固定资产重置费

流动资产损害费用=流动资产数量×购置时价格-残值，其中残

值应由专业技术人员或专业资产评估机构进行定价评估

农林产品损害费用=农林产品损害总量×（正常产品市场单价-

工业原材料市场单价）

当农林产品质量受损、但不影响其作为工业原材料等其他用途

时，计算其用途变更后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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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7 财产损害核算说明

a）财产损害具体数量应通过现场调查、测量等方式进行核定。

b）农产品、林产品、渔产品和畜牧产品等受到事件影响产生的当期数量损失和质量损失以外

的预期收益，不计入直接经济损失。

c）生产企业或施工工程因突发环境事件停产或减产造成的损失，不计入直接经济损失。

d）已列入原生事件直接经济损失的费用，不计入直接经济损失。例如，交通运输危化品泄漏

事故中的车辆、车载货品和道路设施损毁等造成的损失，不予计入。

e）当地政府在污染事件发生后制定了关于财产损失赔偿标准的，应根据赔偿标准进行财产损

失计算。

5.2.4 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突发环境事件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不能在应急处置阶段恢复

至基线水平需要对生态环境进行修复或恢复，且修复或恢复方案及

其实施费用在环境损害评估规定期限内可以明确的，生态环境修复

费用计入直接经济损失，费用根据修复或恢复方案的实际实施费用

计算。

专栏 8 生态环境修复核算说明

a）环境介质中的污染物浓度恢复至基线水平、没有产生期间损害情况下的生态

环境损害量化费用以及后期预估的修复费用，不计入直接经济损失。

b）需要对生态环境进行修复或恢复但修复或恢复方案不能在应急处置阶段环境

损害评估规定期限内完成的修复或恢复费用，不计入直接经济损失。



— 28 —

附件 A

引 用 文 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 第 34号）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环境损害评估推荐方法》（环办〔2014〕

118 号）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Ⅱ版）》（环办〔2014〕90 号）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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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中办发〔2013〕22 号）

《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 6721）

《农业环境污染事故损失评价技术准则》（NY/T 1263）

《农业环境污染事故司法鉴定经济损失估算实施规范》（SF/Z

JD0601001）

《渔业污染事故经济损失计算方法》（GB/T 21678）

附件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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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费用解释

后勤保障费：指应急措施实施过程中产生的餐费、运输费、通

讯费、水电费、燃油费、维修费等保障费用。

应急设备维修费：指应急处置过程中设备损坏后发生的维修成

本，按实际产生的维修费用计算。

应急设备重置费：指应急处置过程中缺失应急设备发生的购置

成本或者应急设备损坏后发生的重置成本。购置成本按照实际产生

的费用计算，但是当购置的设备不只服务于当次应急工作、也可服

务于日常工作或者设备购置行为可视为应急能力建设时，按照重置

成本计算。重置成本的计算公式为：

重置成本=重置价值（元）（1-年均折旧率%已使用年限） 损

坏率，其中，年均折旧率＝（1-预计净残值率）×100%/总使用年限，

重置价值为重新购买设备的费用。

人员费：指为完成应急工作临时聘用劳务人员产生的劳务费或

者企业人员因超时超量工作产生的加班费。



— 30 —

附件 C

各项费用计算依据

材料和药剂费：根据材料和药剂的购置清单、合同或者发票金

额计算。

设备或房屋租赁费：根据租赁合同或者发票金额计算。

设备维修或重置费用：根据维修服务项目清单、设备购置清单、

购置合同或者发票金额计算。

人员费：核定参与该项工作的人员数量，根据当地的用工标准

计算，或者根据相应的费用发放凭证（有费用领取人员签字或手印

的清单、银行转账凭证等）计算。

办公用品费：根据办公用品购置清单、发票或者合同金额计算。

餐费：核定用餐人数及用餐次数，在公务接待标准内的，根据

发票金额计算，高于公务接待标准的，扣除超出部分，按照标准计

算。

住宿费：核定住宿人数及住宿时间，在公务接待标准内的，根据发

票金额计算，高于公务接待标准的，扣除超出部分，按照标准计算。

会议费：根据发票金额计算。

专家技术咨询费：根据发放咨询费的凭证（专家签字、银行转

账证明等）计算。

印刷费：根据发票或者合同金额计算。

交通费：根据车船飞机票等票据金额或者财务报销金额计算。

水电费：比日常工作平均消耗量多出的水电用量视为应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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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的消耗量，根据当地水电单价标准计算。

取暖费：按照燃料、取暖设备的购置清单、发票或者合同计算。

电取暖产生的电费计入水电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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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D

直接经济损失基础数据调查表

表 d-1 应急处置工程费用调查表

填表单位 单位公章

药剂、材料购置费

统计起止时间 药剂/材料名称 计价单位 购置数量 使用数量 购置单价（元） 小计（元）
备注：用

途

设备租赁费

统计起止时间
设备/材料

名称
型号/规格 所属单位 计价单位 数量 租赁单价（元/天） 租赁时间（天） 小计（元） 备注：用途

设备重置费

统计起止时间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或规格
计价单位 数量

设计使用

年限（年）
购置时间

购置单价

（元）

使用时间

（天）
小计（元）

备注；用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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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费

统计起止时间 维修内容 维修时间 维修原因 维修人员或单位 小计 备注

运输费

统计起止时间 运输单位 运输时间 运输车辆车牌号 运输物品
运输起止地点

（A地——B 地）

运输距离

（公里）

运输

费用

其他后勤保障费

统计起止时间 日期 支出项目 计价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小计（元） 备注：用途

劳务费（同时填劳务人员名单附表）

统计起止时间 劳务人员类型
人员

数量

劳务费标准

（元/天）

工作内容

及工作量

工作

天数

工作

时间
小计（元） 备注

劳务人员名单附表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方式 工作内容 工作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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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班费

统计起止时间 姓名 工作单位 身份证号码 联系方式
标准

（元/小时）
工作内容

加班时间

（小时）
小计（元） 工作内容

运输费

统计起止时间 运输单位 运输时间
运输车辆车

牌号
运输物品

运输起止地点

（A地——B地）
运输距离（公里） 运输费用

注：1、此表可用于统计污染处置费用、保障工程费用、人员安置转移费用，根据需要按照具体的工程类别分别统计。

2、后勤保障费中的维修费和运输费单独列表统计，餐费、通讯费等其他后勤保障费用可使用同一种表格统计。

填表人 联系方式 审核人 填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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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2 应急监测费用调查表

填表单位 单位公章

检测分析费

统计起止时间 日期 样品类型 样品数量 分析项目 收费标准（元/个样品） 小计（元）

X 年 X 月 X 日

——X月 X日

采样劳务费（同时填劳务人员名单附表）

统计

起止时间
劳务人员类型 人员数量

劳务费标准

（元/天）

工作内容

及工作量
工作天数 工作时间 小计（元） 备注

XX 年 X月 X日

——X月 X日

采样劳务人员名单附表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方式 参与工作 工作天数

采样交通费

统计起止时间 车牌号 工作日期 工作内容 行驶里程 燃油动力费 过路费 小计（元）

X年 X月 X日

——X 月 X 日

填表人 联系方式 审核人 填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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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3 组织指挥及后勤保障行政费用调查表

填表单位 单位公章

专家咨询费

统计起止时间 专家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身份证号码 工作内容 工作时间 金额（元）

X 年 X 月 X 日

——X 月 X 日

住宿费

统计起止时间 宾馆名称 住宿人姓名 住宿人单位 房间号 入住时间 退房时间 结算单位 结算金额（元）

X 年 X 月 X 日

——X 月 X 日

餐饮费

统计起止时间 用餐地点 日期 （早/午/晚）餐 就餐人数
餐费标准

（元/人）
结算单位 结算金额（元）

X 年 X 月 X 日

——X 月 X 日

交通费

统计起止时间 车牌号 工作日期 工作内容 行驶里程 燃油动力费 过路费 小计（元）

X 年 X 月 X 日

——X 月 X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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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用品费

统计起止时间 办公用品名称 规格/型号 计价单位 数量 单价 小计（元）

X 年 X 月 X 日

——X月 X日

其他行政指挥费用

统计起止时间 日期 支出项目 费用内容 数量 单价（元） 小计（元） 备注：用途

X 年 X 月 X 日

——X月 X日

填表人 联系方式 审核人 填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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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4 人身损害调查表

填表单位 单位公章

人身损害情况

姓 名 损害程度 职 业 住 址 受损害原因 损害情况描述

入院医疗费

就诊医院 医疗费 误工费 护理费 交通费 住宿费
住院伙食

补助费
营养费

其他

项目 费用

致残损害费用

残疾保障金 残疾辅助器具费 被扶养人生活费 康复费 护理费 后续治疗费
其他

项目 费用

致死损害费用

丧葬费 被扶养人生活费 死亡补偿费
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 其他费用

交通费 住宿费 误工费 项目 费用

注：1、损害程度类型包括未致病但需干预预防、致病、致残、致死。

2、致残损害费用和致死损害费用在住院医疗费用的基础上根据情况增填。

3、其他费用包括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务工损失等合理费用、

填表人 联系方式 审核人 填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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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5 财产损害调查表

填表单位 单位公章

财产名称 所有者 规格 所在位置 受影响程度描述 受影响原因 受影响数量 赔偿标准 赔偿总额

注：所有者指财产的拥有单位或拥有人。

规格指财产的大小属性或其他能够衡量财产价值的属性，比如林木的生长时间或树干大小。

赔偿标准指单位财产的赔偿金额。

填表人 联系方式 审核人 填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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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6 数据整理用表

项目 类别 涉及单位
费用明细项目

初审意见 反馈意见 复审意见 审核结果 证明材料编号

人身损害

费用

入院医疗费

致残损害费

致死损害费

财产损害

费用

农作物损害

林木损害

生态环境

损害费用

应急处置

费用
处置工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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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类别 涉及单位
费用明细项目

初审意见 反馈意见 复审意见 审核结果 证明材料编号

应急处置

费用
处置工程 2

应急监测

费用

检测

采样

组织指挥

行政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