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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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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顺消防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明光浩淼安防科技股份公司、河南艾威生消安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 环宇石化有限公司、辽宁蓝天消防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四川飞豹消防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海

南井鸿 消防安全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蓝鲸高领（北京）标准化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四川蓝鲸高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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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消防救援力量专业服务能力评估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社会消防救援力量专业服务能力评估的指标体系，规定了评估指标的取值规则，描述

了评价结果形成规则。

本文件适用于为化工园区、危化企业、能源企业等重点企业提供社会消防救援力量专业服务能力的

评估。

本文件不适用于国家或地方政府投资建设的消防站的评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9178 消防应急救援 装备配备指南

GB 30077—2023 危险化学品单位应急救援物资配备要求

GB/T 50160—2018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

GB 50313 消防通信指挥系统设计规范

XF 621 消防员个人防护装备标准

XF/T 635 消防用红外热像仪

建标 152—2017 城市消防站建设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社会消防救援力量 social force professional fire emergency rescue service organization

依法注册登记，经营范围涵盖消防应急救援、危化救援或紧急救援服务，拥有专职消防救援队伍并

从事消防救援服务的机构。

4 评估程序

4.1 评估原则

以服务对象为指向，以分级评定为核心，以等级必备条件为基础，以静态评估为主，以动态评估为

辅。

4.2 评估方法

评估方法包含静态评估和动态评估，其中：

a) 静态评估是通过检查资料、现场勘查等方式，对社会消防救援力量相关文件资料（相关证明

文件、机构基本概况、人力资源、规章制度、应急预案等文件资料）、信息资料（以往突发

事件处置、历史训练演练等相关文字、音像资料和数据等信息）、现场勘查（应急装备、物

资、办公及业务用房、信息系统等）方面静态佐证资料进行评估；

b) 动态评估是通过问答、演练等方式，对社会消防救援力量的指挥人员、管理人员、基层员工

的消防救援知识掌握情况和实际应急处置能力进行评估。

4.3 评估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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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分为100分，按不同能力等级进行静态评估和动态评估，分别对各项指标进行评分，逐项汇总，

形成该能力等级静态评估得分和动态评估得分，并将二者及加分项得分相加，形成总得分，总得分80
分以上（含80分）为合格。

应根据评估情况撰写评估报告，报告应包含下列内容：

——被评价机构；

——所依据的标准；

——评价实施的时间、现场勘查地点、评价人员；

——评价主要过程和特殊情况的处理；

——评价结论；

——机构存在的问题；

——整改建议和意见。

4.4 评估流程

4.4.1 选择能力等级

业主根据自身需求，参考本文件第6章的内容， 自行组织评估或聘请第三方进行预评估，确定拟申

请评估的社会消防救援力量的专业服务能力等级。

4.4.2 评估实施

评估实施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制定评估方案，并按照评估方案对被评估机构进行现场评估；

b) 现场评估时，确保评估过程音视频数据记录客观、真实，妥善保护评估对象的隐私；

c) 在作出评估结论前与被评估机构的相关人员充分沟通；

d) 出具的评估报告充分、客观反映收集的数据与指标的对应关系；

e) 评估报告有效期为 3 年，在有效期内，被评估机构出现行政处罚、重大安全责任事故、违法

行为等情形的，评估报告失效。

4.4.3 过程评估

评估实施主体应在结束评估实施后，对评估实施的过程进行评价和总结，并符合下列要求：

a) 评估实施结束后，对本文件 4.4.2 规定的评估过程进行总结和评价，分析存在的问题，总结

实践经验，指导后续评估工作的改进；

b) 建立评估工作绩效考核和奖惩机制，持续提升评估人员的服务质量。

4.4.4 评估改进

评估改进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根据问题逐条提出改进方案，并对改进效果进行持续跟踪；

b) 改进的内容包含，但不限于合规体系的变化、客户需求的变化、相关方反馈的意见、最佳实

践、改进方案等内容。

5 评估结果的应用

评估结果能作为以下应用：

a) 作为行业协会认定优秀品牌、创新企业等，以及消防行业信用等级评价的支撑文件；

b) 作为有关部门要求提供的服务情况的证明文件；

c) 作为社会消防救援力量在招投标活动中被优先选择的依据；

d) 作为申报“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认定的支撑文件。

6 指标体系和取值方法

6.1 评估等级必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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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消防救援力量的专业服务能力等级分为一级、二级、三级，社会消防救援力量在预评估阶段应

满足表1中规定的拟申请等级的全部必备条件。取值方法采用证据判断法。

表 1 必备条件指标体系和取值方法

序号 指标名称 一级取值 二级取值 三级取值 取值依据

1
注册登记状态和

经营范围

已注册登记，经营范
围涵盖消防灭火救援
服务a

已注册登记，经营范围
涵盖消防灭火救援服务

已注册登记，经营范
围涵盖应急救援服务

来自官方线上或线下来源
的证明文件或截图

2
实缴注册资本
（单位：万元）

≥1,000 ≥500 ≥200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官方网站截图或第三方
审计的审计报告

3
固定资产

（单位：万元）
≥2,000 ≥1,000 ≥500

经第三方审计的审计报告
或资产负债表

4

自有应急救援
队员数量

（单位：人）
≥500 ≥300 ≥100 劳动合同、缴纳社保证明

5
专业应急救援队

伍级别
省/自治区/直辖市级

市、地区、自治州、盟、
直辖市所辖市辖区/县
级

/
由政府相关部门颁发的文
件或授牌

6 合同业绩
大型企业的消防服务
外包项目5个以上b

中型企业的消防服务外
包项目3个以上

服务其他中小型企业
的消防业务外包项目
2个以上

合同文件及专用发票复印
件

7
火灾事故处置业

绩次数c 重大火灾事故≥1 较大以上火灾事故≥l /

政府网站公示或事故单位
证明、政府部门的表彰等材
料和事故现场照片或视频

8
成立时长

（单位：年） >8 >5 >3 营业执照原件或复印件

9
安全事故
发生情况

近3年来无发生重大
人身伤害或死亡事

故，在消防应急救援
处置过程中因不专业
造成事故扩大或重大
经济损失的事件

近3年来无发生重大人

身伤害或死亡事故，在

消防应急救援处置过程

中因不专业造成事故扩

大或重大经济损失的事

件

近3年来无发生重大
人身伤害或死亡事

故，在消防应急救援
处置过程中因不专业
造成事故扩大或重大
经济损失的事件

政府网站查询的企业安全
生产情况证明等相关材料

10 信用情况

重合同守信用单位/

第三方评估机构认定
3A信用单位，近3年无
违法违纪和商业欺诈
行为

重合同守信用单位/第

三方评估机构认定3A信

用单位，近3年无违法违

纪和商业欺诈行为

重合同守信用单位/
第三方评估机构认定

3A信用单位，近3年无

违法违纪和商业欺诈
行为

由政府相关部门或由第三

方评估机构颁发的有效证

书或证明文件

11 人才储备数量

持初级职业资格证书
的消防应急救援人员
不少于150人，消防车
驾驶员不少于50人d

持初级职业资格证书的
消防应急救援人员不少
于90人，消防车驾驶员
不少于30人

持初级职业资格证书
的消防应急救援人员
不少于30人，消防车
驾驶员不少于20人

职业资格证书原件或复印
件，驾照原件或复印件

12 自购消防车情况

总数大于10辆，其中
泡沫消防车不少于2

辆，干粉或干粉—泡

沫(水)联用消防车不

少于1辆，工作高度不

低于20m的举高喷射

消防车不少于1辆，通
讯指挥车、抢险救援
车各不少于1辆

总数大于6辆，其中泡沫

消防车、干粉或干粉-

泡沫(水)联用消防车、

举高喷射消防车、抢险

救援车各不少于1辆

总数大于2辆，其中泡
沫消防车不少于1辆

购买合同和购置发票

13
办公及业务用房
面积（单位：m2）

≥2,000 ≥1,500 ≥1,000 房屋产权证书或租赁合同

注：“/”表示不适用。

表1 必备条件指标体系和取值方法（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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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标名称 一级取值 二级取值 三级取值 取值依据
a
消防灭火救援服务包含危险化学品救援服务或紧急救援服务。

b 大型企业包含，但不限于石化园区、大型石油化工、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企业，大型企业的划分见《统计上大

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
c 包括组织指挥或灭火救援。
d
职业资格证书指由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颁发，应急管理部或国家消防救援局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鉴

定，能在技能人才评价证书查询网站查询的证书，驾驶员持有驾照的种类为 B2、A1、A2。

6.2 静态评估

静态评估标准分共计80分，包含综合保障能力、组织管理能力、专业救援能力等3个一级指标，其

中：

——综合保障能力 32 分， 占总分的 40%，见表 2；

——组织管理能力 16 分， 占总分的 20%，见表 3；

——专业救援能力 32 分， 占总分的 40%，见表 4。

评估实施中，应按照表2～表5指标逐项进行取值，取值方法采用证据判断法。加分项在评估实施中

计入总分，共6分，见表5。

表 2 综合保障能力指标体系和取值方法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一级

判断准则
二级

判断准则
三级

判断准则
指标分 说明与证明依据

办公及业务
用房总面积

/ / ≥2000m2 ≥1500m2 ≥1000m2 3分

业务用房按功能划分包含办公室、会议

室、培训室和指挥室、体能训练室、装

备器材库、消防车库等，证明依据包含

实地核查相关音视频，提供房屋产权证

书或租赁合同等文件

装备保障

专业消防

救援车辆

泡沫消防车 ≥2辆* ≥1辆* ≥1辆* 1分
消防泵额定流量不低于100L/s,消防水
和泡沫液的载液量均不低于12t

干粉或干粉

—泡沫(水)

联用消防车

≥1辆* ≥1辆* ≥1辆* 1分

干粉罐载剂量不低于3t，干粉喷射强度
不小于40kg/s，泡沫液罐载液量不小于
2t，泡沫炮喷射泡沫混合液流量不小于
48L/s

举高喷射
消防车

≥1辆* ≥1辆* △ 1分

消防泵额定流量不小于100L/s，泡沫液
的载液量不低于3t，其中一级配置的高
喷车工作高度应符合建标152—2017中
表7的要求

通讯指挥车 ≥1辆* ≥1辆* △ 0.5分 /

抢险救援车 ≥1辆* ≥1辆* △ 0.5分 /

化学救援车 ≥1辆* △ △ 0.5分 /

供气消防车 ≥1辆* ≥1辆* △ 0.5分
配置的消防车应符合建标152—2017中
表8的要求

供液消防车 ≥1辆* △ △ 0.5分

吸液、供液流量均不小于30L/s,载液量
不小于20t，灭火药剂总载量应符合建标
152—2017中表8的要求

远程大流量
供水消防车 △ △ △ 0.5分 供水流量不低于400L/s

器材消防车 △ △ △ 0.5分 /

照明消防车 ≥1辆* △ △ 0.5分 /

侦检器材
装备

有毒气体
探测仪

≥2套 ≥2套 ≥1套 0.2分 /

可燃气体
检测仪 ≥2套 ≥2套 ≥1套 0.2分 /

消防用红外
热像仪

≥2台 ≥2台 ≥1台 0.2分 配置设备应符合XF/T 635的要求

表2 综合保障能力指标体系和取值方法（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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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一级

判断准则
二级

判断准则
三级

判断准则
指标分 说明与证明依据

装备保障

侦检器材
装备

便携式硫化
氢报警仪

≥8台 ≥8台 ≥0台 0.2分 /

测温仪 ≥2套/车 ≥2套/车 ≥2套/车 0.2分 按1:1备份

警戒器材
装备

警示牌 ≥2套 ≥2套 ≥1套 0.2分 /

闪光警示灯 ≥3个 ≥3个 ≥2个 0.2分 /

隔离警示带 ≥14盘 ≥14盘 ≥10盘 0.2分 按5:1备份

灭火器材
装备

手抬机动泵 ≥2台 ≥2台 ≥1台 0.2分 /

移动式灭火
装置

≥5套 ≥4套 ≥3套 0.2分
配置的消防泡应符合GB/T 50160—2018
中8.2.3的要求

多功能消防
水枪

≥15支 ≥15支 ≥10支 0.2分 又名导流式直流喷雾水枪

直流水枪 ≥9支 ≥9支 ≥6支 0.2分 /

穿刺式破拆
水枪

≥1支 ≥1支 ≥0支 0.2分 /

转角水枪 ≥2支 ≥2支 ≥0支 0.2分 /

AB类比例混

合器、泡沫

液桶、空气
泡沫枪

≥5套 ≥4套 ≥3套 0.2分 /

二节以上
拉梯

≥6个 ≥4个 ≥3个 0.2分 /

水带 ≥5000m ≥4000m ≥3000m 0.2分 /

水幕水带 ≥100m ≥100m ≥0m 0.2分 /

灭火机器人 ≥1台 ≥1台 ≥0台 0.3分 /

无人机 ≥1台 ≥1台 ≥0台 0.3分
用途和技术要求按GB 30077—2023中表
B.2的规定执行

通信器材
装备

警情受理
系统

≥1套 ≥1套 ≥1套 0.5分 实现接收报警、下达出警命令等功能

通信指挥
系统

≥1套 ≥1套 ≥10套 0.5分

实现战备值守、辅助决策、调度指挥等
功能，配置的技术要求应不低于GB
50313的要求

防爆移动
电话

≥6部 ≥5部 ≥3部 0.2分

防爆对讲机 ≥1部/人 ≥1部/人 ≥1部/人 0.2分 按执勤人数配备

破拆器材
装备

手动破拆
工具组

≥2套 ≥2套 ≥1套 0.2分 /

机动链锯 ≥2具 ≥2具 ≥1具 0.2分 /

无齿锯 ≥2具 ≥2具 ≥1具 0.2分 /

多功能挠钩 ≥2套 ≥2套 ≥1套 0.2分 /

绝缘剪断钳 ≥2把 ≥2把 ≥1把 0.2分 /

堵漏器材
装备

木制堵漏楔 ≥1套 ≥1套 ≥1套 0.2分 每套不少于28种规格

金属
堵漏套管

≥1套 ≥1套 ≥0套 0.2分 每套不少于9种规格

注入式
堵漏工具 ≥1组 ≥1组 ≥0组 0.2分 含注入式堵漏胶1箱

无火花工具 ≥2套 ≥1套 ≥1套 0.2分 每套不少于11种规格

消防水带带
压堵漏装置

≥2套 ≥2套 ≥1套 0.2分 /

个人防护
装备a

消防头盔 ≥2顶/人 ≥2顶/人 ≥2顶/人 0.2分 按4:1备份

灭火防护服 ≥2套/人 ≥2套/人 ≥2套/人 0.2分 按2:1备份

消防手套 ≥2副/人 ≥2副/人 ≥2副/人 0.2分 按2:1备份

表2 综合保障能力指标体系和取值方法（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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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一级

判断准则
二级

判断准则
三级

判断准则
指标分 说明与证明依据

装备保障
个人防护
装备

消防
安全腰带

≥1根/人 ≥1根/人 ≥1根/人 0.2分 按4:1备份

消防员
灭火防护靴

≥2双/人 ≥2双/人 ≥2双/人 0.2分 按2:1备份

正压式消防
空气呼吸器

≥1具/人 ≥具/人 ≥具/人 0.5分 按4:1备份

强制送风
呼吸器

≥4套 ≥2套 ≥0套 0.2分 /

消防员
隔热防护服

≥4套/班 ≥4套/班 ≥4套/班 0.2分 按4:1备份

消防员
避火防护服

≥6套 ≥6套 ≥3套 0.2分 /

特级
化学防护服

≥6套 ≥3套 ≥0套 0.2分 /

一级
化学防护服

≥16套 ≥6套 ≥0套 0.2分 /

二级
化学防护服

≥1套/人 ≥1套/人 ≥1套/人 0.2分 按4:1备份

化学
防护手套

≥6副 ≥6副 ≥2副 0.2分 /

防高温手套 ≥6副 ≥6副 ≥2副 0.2分 /

内置劳动
保护手套

≥12套 ≥12套 ≥6套 0.2分 /

电绝缘装具 ≥2套 ≥2套 ≥0套 0.2分 /

防静电服 ≥12套 ≥12套 ≥2套 0.2分 /

消防员灭火
防护头套

≥2个/人 2个/人 2个/人 0.2分 按4:1备份

防静电内衣 ≥2套/人 ≥2套/人 ≥2套/人 0.2分 /

消防员
降温背心

≥4件/班 ≥4件/班 ≥4件/班 0.2分 /

消防护目镜 ≥1个/人 ≥1个/人 ≥1个/人 0.2分 按4:1备份

移动供气源 ≥1套 ≥1套 ≥1套 0.2分 /

消防过滤式

综合防毒
面具

≥1个/人 ≥1个/人 ≥0个/人 0.2分 按4:1备份

消防坐式半
身安全吊带

≥2条/班 ≥2条/班 ≥2条/班 0.2分 按2:1备份

消防全身式
安全吊带

≥2条/班 ≥2条/班 ≥2条/班 0.2分 按2:1备份

消防
通用安全绳

≥4根/班 ≥4根/班 ≥4根/班 0.1分 按2:1备份

消防员
轻型安全绳

≥1根/人 ≥1根/人 ≥1根/人 0.2分 按1:1备份

消防防坠落
辅助部件

≥2套/班 ≥2套/班 ≥0套/班 0.2分 按3:1备份

消防员
呼救器 ≥1个/人 ≥1个/人 ≥1个/人 0.2分 按4:1备份

佩戴式防爆
照明灯 ≥1个/人 ≥1个/人 ≥1个/人 0.2分 按5:1备份

手提式强光
照明灯

≥2具/班 ≥2具/班 ≥2具/班 0.2分 按2:1备份

表2 综合保障能力指标体系和取值方法（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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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一级

判断准则
二级

判断准则
三级

判断准则
指标分 说明与证明依据

装备保障
个人防护
装备

消防用
荧光棒

≥4根/人 ≥4根/人 ≥4根/人 0.2分 /

消防员单兵
定位装置

≥1套 ≥1套 ≥0套 0.2分 按1:1备份

防火防冻服 ≥8套 ≥8套 ≥2套 0.2分 /

物资保障

救生物资
保障

自动体外除
颤器（AED）

≥2套 ≥2套 ≥1套 0.2分 /

医药急救箱 ≥5个 ≥4个 ≥3个 0.2分 /

多功能担架 ≥5副 ≥3副 ≥1副 0.2分 /

逃生面罩 ≥50个 ≥40个 ≥30个 0.2分 /

缓降器 ≥3套 ≥2套 ≥1套 0.2分 /

救援三脚架 ≥2个 ≥1个 ≥0个 0.2分 /

救生软梯 ≥3个 ≥2个 ≥1个 0.2分 /

救生绳 ≥10组 ≥8组 ≥6组 0.2分 /

消防
救生气垫

≥5套 ≥4套 ≥3套 0.2分 /

灭火物资保
障

泡沫储备 ≥100t ≥80t ≥20t 0.5分
/

干粉储备 ≥10t ≥8t ≥2t 0.5分

输转物资
保障

手动
隔膜抽吸泵

≥1台 ≥1台 ≥1台 0.2分 /

防爆输转泵 ≥1台 ≥1台 ≥1台 0.2分 /

粘稠液体
抽吸泵

≥1台 ≥1台 ≥1台 0.2分 /

有毒物质
密封桶

≥3个 ≥3个 ≥3个 0.2分 /

围油栏 ≥1组 ≥1组 ≥1组 0.2分 /

吸附垫 ≥3箱 ≥2箱 ≥1箱 0.1分 /

集污袋 ≥2只 ≥2只 ≥2只 0.1分 /

洗消物资
保障

公共洗消站 ≥3个 ≥2个 ≥1个 0.2分 /

强酸、碱清
洗剂

≥10瓶 ≥8瓶 ≥5瓶 0.2分 /

强酸、碱洗
消器

≥4只 ≥2只 ≥1只 0.2分 /

洗消帐篷 ≥2套 ≥1套 ≥1套 0.2分 /

排烟照明
物资保障

移动式排烟
排风设备

≥2台 ≥2台 ≥1台 0.2分 /

移动
照明灯组

≥1套 ≥1套 ≥1套 0.2分 /

移动发电机 ≥2台 ≥2台 ≥1台 0.2分 /

其它物资
保障

心肺复苏
人体模型

≥4套 ≥2套 ≥1套 0.2分 /

空气充填泵 ≥1套 ≥1套 ≥0套 0.2分 /

移动供气源 ≥8组 ≥8组 ≥4组 0.2分 /

中压分水器 ≥2个 ≥2个 ≥1个 0.2分 /

异型异径
接口 ≥2组 ≥2组 ≥0组 0.2分 /

装备物资
维保 / / √ √ √ 0.5分

查看管理记录（装备物资登记册、使用
保养登记簿、检查维护台账）

基础档案信
息库

/ / √ √ √ 0.5分

内容包括服务企业基本情况及重点危险
点分布情况/技术人员情况/应急预案、
事故类型及预案、装备器材情况等

表2 综合保障能力指标体系和取值方法（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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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一级

判断准则
二级

判断准则
三级

判断准则
指标分 说明与证明依据

注1：“ √”表示具有指标提及的物品，或符合指标提及的要求，“/”表示不适用或空。

注2：评估均采用实地检查、核查、抽查等方式进行评估。
注3：“*”表示必选项，“△”表示自选项。

a
个人防护装备的性能按 GB/T 29178、XF 621 的要求执行。

表 3 组织管理能力指标体系和取值方法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一级

判断准则
二级

判断准则
三级

判断准则
指标分 说明与证明依据

内部管理

组织架构

指挥协调
部门

√ √ √ 0.2分

提供公司组织架构文件

综合管理
部门 √ √ √ 0.2分

培训部门/
战训部门 √ √ √ 0.2分

行政部门/

装备管理
部门

√ √ √ 0.2分

财务部门 √ √ √ 0.2分

支队
（大队）

≥1个 ≥1个 ≥1个 0.2分

战斗员50人～200人设立大队，200人以
上的设立支队，1个支队内设2个以上大
队

中队/班组
≥2个中队
/4个班组

≥2个中队
/4个班组

≥2个中队
/4个班组

0.2分

战斗员50人以下设立中队，1个大队内设
2个以上中队；中队内设2个以上班组，
每个班组配备4名以上战斗员

岗位职责 / √ √ √ 0.5分 提供岗位职责文件

管理制度

人力资源
管理制度 √ √ √ 0.2分

提供管理制度文件

保密制度 √ √ √ 0.2分

安全管理
制度 √ √ √ 0.2分

培训制度 √ √ √ 0.2分

档案管理
制度 √ √ √ 0.1分

劳保服装
管理制度 √ √ √ 0.1分

财务管理
制度 √ √ √ 0.1分

工作考核
制度 √ √ √ 0.2分

员工奖惩
制度 √ √ √ 0.2分

劳动纪律
制度 √ √ √ 0.2分

管理台账

记录

执勤战备
记录 √ √ √ 0.2分

提供管理台账资料

各类会议
记录 √ √ √ 0.2分

车辆设备器

材运行检查
记录

√ √ √ 0.2分

车辆设备维
修保养记录 √ √ √ 0.2分

表3 组织管理能力指标体系和取值方法（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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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一级

判断准则
二级

判断准则
三级

判断准则
指标分 说明与证明依据

内部管理
管理台账

记录

演习演练
战评记录 √ √ √ 0.2分

提供管理台账资料

消防技能
训练记录 √ √ √ 0.2分

消防理论
学习记录 √ √ √ 0.2分

应急救援
记录 √ √ √ 0.2分

火警调度室
交接班记录 √ √ √ 0.2分

消防调度室

设备运行
记录

√ √ √ 0.2分

消防监护
记录 √ √ √ 0.2分

劳动纪律
检查记录 √ √ √ 0.2分

培训训练
能力

训练计划

队列训练 √ √ √ 0.1分

提供计划文件资料

理论培训 √ √ √ 0.1分

技能培训 √ √ √ 0.1分

体能训练 √ √ √ 0.1分

应急演练 √ √ √ 0.1分

队伍训练
能力考核

理论考核

优秀率≥

30%、良好

率≥50%、

合格率≥
95%

优秀率≥

20%、良好

率≥40%、

合格率≥
90%

优秀率≥

10%、良好

率≥30%、

合格率≥
85%

1分

考核基准按照附录A的要求进行评价，以
现场抽测的方式查验

体能考核

优秀率≥

30%、良好

率≥50%、

合格率≥
95%

优秀率≥

20%、良好

率≥40%、

合格率≥
90%

优秀率≥

10%、良好

率≥30%、

合格率≥
85%

1分

技能考核

优秀率≥

30%、良好

率≥50%、

合格率≥
95%

优秀率≥

20%、良好

率≥40%、

合格率≥
90%

优秀率≥

10%、良好

率≥30%、

合格率≥
85%

1分

实操考核

优秀率≥

30%、良好

率≥50%、

合格率≥
95%

优秀率≥

20%、良好

率≥40%、

合格率≥
90%

优秀率≥

10%、良好

率≥30%、

合格率≥
85%

1分

队列考核
合格率≥

95%
合格率≥

90%
合格率≥

85%
1分

参加业务
比武竞赛

参加县级以

下（含企业）

组织的竞赛
活动

次数≥1 次数≥1 次数≥1 0.5分 提供参赛证明资料

参加设区市
级以上组织
的竞赛活动

次数≥1 次数≥1 次数≥1 1分 提供参赛证明资料

表3 组织管理能力指标体系和取值方法（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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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一级

判断准则
二级

判断准则
三级

判断准则
指标分 说明与证明依据

获奖

获奖 /

省级以上3
个（次）以
上

设区市级
以上3个
（次）以上

县级以上3
个（次）以
上

2分 提供获奖证书（牌匾）

员工获奖 /

省级以上3
人（次）以
上

设区市级
以上3个
（次）以上

县级以上3
个（次）以
上

1分
提供获奖证书、奖牌、奖章，以及其他
来自官方渠道的证明文件

注：表中“ √”表示具备指标提及的能力或制度。

表 4 专业救援能力指标体系和取值方法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一级

判断准则
二级

判断准则
三级

判断准则
指标分 说明与证明依据

基础能力

自有专业应

急救援员能

力

人员总数 ≥400人 ≥240人 ≥80人 2分

指与本机构签订劳动合同且在应急救援
一线岗位的员工，提供劳动合同和社保
证明

持证率 ≥60% ≥60% ≥60% 1分

相关职业资格证原件或复印件，按照人
数/自有专业应急救援人员总数×100%
计算，证件包含消防员证、应急救援员
证、B2及以上驾驶证

一年以上应
急救援经验
人员占比

≥70% ≥60% ≥50% 1分 按照从事应急救援员岗位N年以上的人

数/自有专业应急救援人员总数×100%

计算（单位：%），在岗N年以上的人数

以供劳动合同和社保证明为准
三年以上应

急救援经验

人员占比
≥30% ≥25% ≥20% 1分

专业应急指
挥员能力

人员总数 ≥40人 ≥20人 ≥10人 2分
指副、中队长以上人员，以用人单位提
供的劳动合同、任命书等文件为准

10年以上经

验、大学本
科学历

≥10人 ≥6人 ≥4人 1分 工作经验以查验劳动合同、社保证明、

用人单位出具加盖公章的相关证明文件

为准，学历以提供能通过查验的学历证

书为准
5年以上经

验、大学专
科学历

≥30人 ≥14人 ≥6人 1分

应急值守
人员

中级
消防监控员

≥10人 ≥6人 ≥3人 1分
中级消防设施操作员（监控方向）职业
资格证书

专业水平

应急保障
能力

通信畅通 √ √ √ 1分

通过实地测试的音视频或其他相关文件
判断在执行任务中是否严格执行应急通
信管理制度，通信是否联络畅通，指挥
调度是否有序

紧急调配
应急物资

√ √ √ 1分

通过实地测试的音视频或其他相关文件
判断紧急调配的应急救援物资能够及时
供应到位

应急响应
能力

接处警速度 ≤5min ≤5min ≤5min 1分
指到达现场时间，通过实地测试的音视
频或其他相关文件查验

先期处置 √ √ √ 1分

通过实地测试的音视频或其他相关文

件，判断到达现场人员是否第一时间采

取阻断或隔离事故源、危险源的措施，

并做好人员的自救和互救工作，组织人

员快速撒离危险区域，以及是否立即将

险情或事故发生的简明信息如实向上

级、有关部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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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专业救援能力指标体系和取值方法（续）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一级

判断准则
二级

判断准则
三级

判断准则
指标分 说明与证明依据

专业水平

应急响应
能力

实施现场
警戒保卫

√ √ √ 1分

通过实地测试的音视频或其他相关文

件，判断是否在到达现场时，第一时间

设置警示标志，拉警戒线，标明危险区
域，并封锁危险场所，安排警戒保卫人

员值守，做好现场安全保卫工作

应急救援
能力

组织现场
侦测勘查

√ √ √ 1分

通过实地测试的音视频或其他相关文

件，判断是否有专门人员携带专业侦测

工具进入现场侦测勘查，侦测勘查结果
准确及时，保证现场抢险救援人员的安
全

完善现场
处置方案

√ √ √ 1分

通过实地测试的音视频或其他相关文

件，判断是否有根据现场情况，在原有
处置预案的基础上，修改完善现场处置
方案，提高处置效果

组织抢险
救援

√ √ √ 1分

通过实地测试的音视频或其他相关文

件，判断是否按照方案组织抢险救援，
及时解救受困人员，有序开展灭火救援
工作

优化灭火
救援

√ √ √ 1分

通过实地测试的音视频或其他相关文

件，判断是否有根据现场情况，分析、
调整灭火救援方法、措施，确保灭火救
援快速高效

做好现场
监测评估

√ √ √ 1分

通过实地测试的音视频或其他相关文

件，判断是否有做好现场监测评估，为
抢险救援提供决策依据，提高救援效能、
有效防范风险

应急处置
评估

√ √ √ 1分

通过实地测试的音视频或其他相关文

件，判断是否有做好处置工作评估，采
取防范措施，防止次生灾害和二次事故
的发生

应急指挥
能力

健全领导
机构

√ √ √ 0.5分

通过查看文件，判断是否设置消防救援
领导机构，组长由消防救援队主要负责
人担任，副组长由其他领导担任

成立现场
指挥部

√ √ √ 0.5分

通过实地测试的音视频或其他相关文

件，判断是否在到达现场后，消防救援
队负责人会同到场的甲方及政府部门领
导，成立现场指挥部

落实

责任体系
√ √ √ 1分

通过实地测试的音视频或其他相关文

件，判断是否根据责任体系内容，迅速
落实各岗位人员责任，分组协同作战

应急指挥
系统畅通

√ √ √ 1分

通过实地测试的音视频或其他相关文

件，判断应急指挥员是否根据事态发展
组织开展应急会商，下达指令是否到位，
是否组织部署相关专业人员开展应急救
援处置

协调机制
畅通

√ √ √ 1分

通过实地测试的音视频或其他相关文

件，判断机构是否与甲方企业、当地政

府部门建立协调机制，在发生较大突发

事件时，是否及时向政府汇报，争取各

方面支援及时到位，以及现场指挥部是

否能及时协调解决现场处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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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专业救援能力指标体系和取值方法（续）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一级

判断准则
二级

判断准则
三级

判断准则
指标分 说明与证明依据

专业水平

应急医疗
急救

持医疗救护
证书率

≥30% ≥20% ≥10% 1分

提供医疗救护证，按照持医疗救护证书
人数/应急救援人员总数×100%计算（单
位：%）

现场急救
物资保障

√ √ √ 1分

通过实地测试的音视频或其他相关文

件，判断急救医疗包、急救相关器材等
医疗物资是否能及时到位

应急救援
准备

应急救援
规程

√ √ √ 1分

通过实地测试的音视频或其他相关文

件，判断是否已制订消防应急救援规程，
明确应急救援规范、流程和要求等事项，

是否已组织学习消防应急救援规程，并
抓好训练演练

日常

应急管理
√ √ √ 1分

通过实地测试的音视频或其他相关文

件，判断是否已落实消防救援队伍的值
班备勤、应急预案、训练演练、应急储
备等制度，以及消防救援队伍的日常管
理

风险分析 √ √ √ 1分

通过实地测试的音视频或其他相关文

件，判断是否已对甲方企业的消防系统，
包括配备的消防设备器材、消防力量、
消防管理等方面进行分析，找出存在问
题，列出等级风险点，并提出改进建议

应急预案
体系

√ √ √ 1分

通过实地测试的音视频或其他相关文

件，判断是否已制订符合企业消防要求
的应急预案体系，包括但不限于组织架
构及职责、接警程序、应急响应、灭火
救援处置、通信联络、训练演练等内容

客户满意率 / ≥90% ≥85% ≥80% 1分

通过存档资料、问卷调查、电话问询等
方式收集，满意程度按照“满意、基本

满意、不满意”进行划分，并按照（满

意数+基本满意数）/参加评价客户数×
100%进行计算

注：表中“ √”表示具备指标提及的能力或水平。

表 5 加分项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一级

判断准则
二级

判断准则
三级

判断准则
指标分 说明与证明依据

技术人才

一级注册消

防工程师、

注册安全工
程师人数

≥5人 ≥3人 ≥2人 1分

提供职业资格证书、劳动合同、缴纳社保证明

持有中级以
上职业资格
证书人数

≥15人 ≥10人 ≥6人 1分

自有

知识产权

发明专利 ≥2个 ≥2个 ≥2个 1分

提供专利证书实用新型
专利

≥5个 ≥5个 ≥5个 1分

训练系统

消防救援
实训基地

≥1个 ≥1个 ≥1个 1分
现场演示的音视频文件，以及由厂家提供的系统功
能说明书、相关合同、发票等文件真火模拟

训练系统
≥1个 ≥1个 ≥1个 1分

6.3 动态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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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评估标准分共计20分，包含问答和演练2个一级指标，其中：

——问答是指对不同类别岗位的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进行询问，对其掌握的相关业务和管理的知

识的熟练度进行评估，共计 7 分， 占总分的 35%，见表 6；

——演练包含桌面演练和现场演练，按相应职责评估参演人员对应急处置流程、响应措施、处置

效果等的掌握程度，共计 13 分， 占总分的 65%，见表 7。

评估实施中，应按照表6、表7的要求逐项进行取值， 问答采用量表法，演练采用主观赋值法。

表 6 问答指标体系与取值规则

二级指标 程度划分 指标分

对本岗位应急工作职责的掌握程度

不熟悉 0

一般熟悉 1

熟悉 2

对总体预案和专项应急救援预案内容、预警、响应、处置流程及应急救援技术等的了解程度

不熟悉 0

一般熟悉 1

熟悉 2

专业应急救援基本常识与技能的掌握程度

不熟悉 0

一般熟悉 1

熟悉 2

应急救援相关法律法规，本机构相关规章制度、工作指引的了解程度

不熟悉 0

一般熟悉 0.5

熟悉 1

注：工作人员的岗位包含机构领导、部门负责人、应急指挥员和应急救援员。

表 7 演练指标体系与取值规则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取值规则

赋值依据 赋值区间

桌面演练

先期处置阶段的应对措施应全面、得当
先期处置阶段的应对措施不全面或不得当，每发
现一处扣0.1分

0～0.5分

应按预案要求启动应急响应，启动的应急响应级
别应适当

未按预案要求启动应急响应扣0.5分；启动应急响
应级别不适当扣0.5分

0～1分

启动应急响应后辅助决策、指挥协调、资源调动
等行动措施应全面得当，符合预案要求

辅助决策、指挥协调、资源调动等行动措施不够
全面得当或与预案不一致，每发现一处扣0.2分

0～2分

应急响应阶段应急救援及现场处置措施应全面、
得当，符合预案要求

应急救援及现场处置措施不够全面、得当或与预
案不一致，每发现一处扣0.1分；扣完为止

0～1分

按预案要求调整或结束应急响应
未结束应急响应不得分，发布调整或解除应急响
应通知不及时扣0.5分

0～0.5分

现场演练

参加现场应急处置的人员应准备充分
现场应急处置人员数量不足、穿戴不规范、携带
的装备器具不全，每发现一处扣0.2分；扣完为止

0～1分

先期处置阶段的处置措施应全面、得当
先期处置阶段的处置措施不够全面、得当或与现
场处置方案不一致，每发现一处扣0.2分

0～2分

正确报告事件信息
未按现场处置方案要求报告事件信息不得分；报
告事件信息按与规范不相符的程度从0.2分起扣

0～0.5分

现场应急处置阶段的处置措施应全面、得当

现场处置阶段的处置措施不够全面、得当或与现
场处置方案不一致，每发现一处扣0.2分；扣完为
止

0～4分

现场处置基本结束后，应及时、正确开展后期处
置工作

后期处置不全面、不正确，发现一处扣0.1分 0～0.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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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队伍训练能力考核评价基准

A.1 理论考核

理论考核的科目、考核评价基准和考核对象的关系见表A.1。
考核科目以分值进行评价，满分为100分。

表 A.1 理论考核科目、考核评价基准和考核对象对应表

考核科目
考核评价基准

考核对象
合格 良好 优秀

指挥员理论考核 80 85 90 指挥员

班长理论考核 70 80 90 班长

驾驶员理论考核 70 80 90 驾驶员

消控员（话务员）理论考核 70 80 90 消控员（话务员）

战斗员理论考核 70 80 90 战斗员

A.2 体能考核

体能考核科目、考核评价基准和考核对象的关系见表A.2。

表 A.2 体能考核科目、考核评价基准和考核对象对应表

考核科目
考核评价基准

考核对象
合格 良好 优秀

单杠引体向上（A/B/C）（次） 8/7/5 15/10/6 20/13/8 班长/战斗员

俯卧撑（A/B/C）（次/3min） 50/40/30 60/50/40 70/60/50 班长/战斗员

仰卧起坐（A/B/C）（次/3min） 50/40/30 60/50/40 70/60/50 班长/战斗员

双杠臂曲伸（次） 8/7/5 15/10/6 20/13/8 班长/战斗员

100m跑（A/B/C） 16”/17”/18” 14”/15”/16” 13”/14”/15” 班长/战斗员

100m负重（2盘65水带）跑（A/B/C） 18”/20”/22” 16”/17”/18” 15”/16”/17” 班长/战斗员

800m跑（A/B/C） 4’/5’/6’ 3’/4’/5’ 2’30”/3’/4 ’ 消控员

1,500m跑（A/B/C） 7’/8’/9 ’ 6’/7’/8’ 5’/6’/7’ 驾驶员

3,000m跑（A/B/C） 15’/16’/17’ 14’/15’/16’ 13’/14’/15’ 班长/战斗员

负重攀登5层平台楼梯（两盘65水带） 40”/50”/60” 35”/45”/55” 30”/40”/50” 班长/战斗员

个人综合体能（4×25m折返跑扣消火栓盖、背假人、提集液桶) 3’/4’/5 ’ 2’30”/3’/4 ’ 2’/2’30”/3’30” 班长/战斗员

A表示考核对象的年龄在18岁～25岁之间（含18岁和25岁），B表示考核对象的年龄在26岁～36岁之间（含26岁和
35岁），C表示考核对象的年龄大于35岁。

A.3 技能考核

技能考核科目、考核评价基准和考核对象的关系见表A.3。

表 A.3 技能考核科目、考核评价基准和考核对象对应表

考核科目
考核评价基准

考核对象
合格 良好 优秀

原地着战斗服 15” 12” 10” 班长/战斗员

原地佩戴空气呼吸器 30” 20” 15” 班长/战斗员

原地着轻型隔热服 25” 23” 20” 班长/战斗员(双人)

原地着轻型防化服 25” 23” 20” 班长/战斗员(双人)

原地着避火服 35” 30” 25” 班长/战斗员(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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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3 技能考核科目、考核评价基准和考核对象对应表（续）

考核科目
考核评价基准

考核对象
合格 良好 优秀

原地着重型防化服 35” 30” 25” 班长/战斗员(双人)

二盘水带连接 10” 8” 7” 班长/战斗员

三盘水带连接 15” 13” 12” 班长/战斗员

两人五盘水带连接 25” 23” 20” 班长/战斗员(双人)

百米单人物资疏散救援（着装、空呼、积液桶、假人） 3' 2'30” 2' 班长/战斗员/驾驶员

100m障碍（障碍板、独木桥、一人两盘水带连接） 30” 25” 22” 班长/战斗员/驾驶员

8kg干粉油盘50m灭火 20” 16” 13” 班长/战斗员

手推车干粉油盆25m灭火 20” 16” 13” 班长/战斗员(双人)

双人6m拉梯 19” 16” 14” 班长/战斗员

心肺复苏模拟假人训练 2' 1'30” 1'15” 班长/战斗员

沿外墙垂直铺设水带 操作正确 班长/战斗员

沿楼层内铺设水带 操作正确 班长/战斗员

徒手救人（背、抱、肩、抬） 操作正确 班长/战斗员

破拆(液压钳、无齿锯、撬棍、液压泵) 操作正确 班长/战斗员

24种结绳法(3m安全绳) 操作正确 班长/战斗员

制作简易担架(13m安全绳、木棍) 操作正确 班长/战斗员

气道梗塞急救操(气道梗塞模拟训练马甲) 操作正确 班长/战斗员

急救包扎(三角巾、绷带、纱布) 操作正确 班长/战斗员

A.4 操法考核

操法考核科目、考核评价基准和考核对象的关系见表A.4。

表 A.4 操法考核科目、考核评价基准和考核对象对应表

考核科目
考核评价基准

考核对象
合格 良好 优秀

吸水管连接操 2' 1'30” 1' 驾驶员

手抬泵吸水打靶操 30” 25” 20” 班长/战斗员

水罐消防车利用泵浦吸水出水操 1'30” 1'15” 1' 班长/战斗员/驾驶员

消防车双干线供水操 40” 35” 30” 班长/战斗员/驾驶员

110m着装乘车出水操 1'30” 1'20” 1'10” 班长/战斗员/驾驶员

双干线三枪操 1'30” 1' 50” 班长/战斗员/驾驶员

泡沫车出移动式泡沫炮操 40” 35” 30” 班长/战斗员/驾驶员

泡沫车出两支泡沫管枪操 35” 30” 25” 班长/战斗员/驾驶员

泡沫钩管操 60” 50” 40” 班长/战斗员

垂直铺设水带操 18” 15” 12” 班长/战斗员

垂直更换水带操 32” 25” 20” 班长/战斗员

百米梯次进攻操 2' 1'20” 1'10” 班长/战斗员/驾驶员

枪炮协同灭火操 2'50” 2'20” 1'50” 班长/战斗员/驾驶员

泡沫车车载炮打靶操 操作正确 班长/战斗员/驾驶员

水罐车车载炮打靶操 操作正确 班长/战斗员/驾驶员

干粉车车枪/炮打靶操 操作正确 班长/战斗员/驾驶员

高喷车车载炮打靶操 操作正确 班长/战斗员/驾驶员

外浮顶原油罐登罐泡沫灭火操（全液位） 操作正确 班长/战斗员/驾驶员

内浮顶油罐登罐泡沫灭火操（半液位） 操作正确 班长/战斗员/驾驶员

液态烃储罐灭火操 操作正确 班长/战斗员/驾驶员

中高倍泡沫灭火操 操作正确 班长/战斗员/驾驶员

半固定接口注入泡沫操 操作正确 班长/战斗员/驾驶员

石油化工装置泡沫灭火操 操作正确 班长/战斗员/驾驶员

单兵破拆真火救援 4' 3' 2'30” 班长/战斗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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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4 操法考核科目、考核评价基准和考核对象对应表（续）

考核科目
考核评价基准

考核对象
合格 良好 优秀

金属切割机操 16” 14” 12” 班长/战斗员

工艺管线带压堵漏 操作正确 班长/战斗员

槽车堵漏 操作正确 班长/战斗员

法兰堵漏 操作正确 班长/战斗员

工艺阀门堵漏 操作正确 班长/战斗员

注：单兵破拆真火救援、金属切割机操、工艺管线带压堵漏、槽车堵漏、法兰堵漏、工艺阀门堵漏属于破拆堵漏操。

A.5 队列考核

队列考核科目、考核评价基准和考核对象的关系见表A.5。

表 A.5 队列考核科目、考核评价基准和考核对象对应表

考核科目
考核评价基准

考核对象
合格 良好 优秀

齐步 动作要领规范

全员

跑步 动作要领规范

正步 动作要领规范

四面转法 动作要领规范

跨立 动作要领规范

立正稍息 动作要领规范

敬礼 动作要领规范

队形转换 动作要领规范

步法转换 动作要领规范

出列 动作要领规范

请示报告 动作要领规范

注：根据被评价机构的实际情况进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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