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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汽车常用零部件修复与更换判别规范》

编制说明

1 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本标准是由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和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提出立

项并归口的团体标准编制任务。

在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的指导下，中保研

汽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联合保险公司、维修企业制定相关技术标准，

并纳入保险行业协会 2023 年团标工作计划。

1.2 编制背景

在车险经营中，车身覆盖件及关联零部件在碰撞事故中受损概率

最大，此类事故汽车常用零部件是保险行业赔付最多的零部件类型。

由于汽车厂家、维修机构、保险公司由于立场倾向的差别，造成目前

此类常见事故车损伤零部件件修换判定中存在较大争议。为了更好的

服务消费者，提高保险理赔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也为了维护汽车维修

行业和保险行业自身的合法利益，事故车定损、维修、理赔领域需要

有一个事故汽车常用零部件修复与更换判别规范作为保险定损作业

的技术依据。

1.3 应用价值

随着智能定损的兴起，智能定损需要技术标准体系支撑。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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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的制定一方面可以推动智能定损的快速落地和运用，另一方面也

可以规范相关智能定损产品的定损合理性。

1.4 协作单位

中保研汽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中捷通（北京）汽车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北京彼泰格汽车科技咨询有限公司、交通部公路院汽运中

心、中汽认证中心、北京精友时代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太平

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华联

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大地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加达恒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北京京宝行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北京首汽腾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北京

奥之杰汽车修理有限公司等单位专家为标准的编制和完善工作提供

了帮助。

1.5 主要工作过程

2019 年 7月 17日，保险行业协会组织行业专家召开标准论证会。

2019 年 11 月 14 日，保险行业协会下发立项通知。

2020 年 8 月，完成技术调研和技术实测相关工作。确定研究技

术路线。

2021 年 4月，完成初稿并形成企标在中保研内部试行。

2021 年 8月 15 日，完成工作组讨论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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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3月 23 日，在保险行业协会和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支

持下，中保研牵头组织保险公司和汽车专修企业召开第 1次标准讨论

会，讨论修改标准内容。

2022 年 3月 24 日，在保险行业协会和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支

持下，中保研牵头组织保险公司和汽车专修企业召开第 2次标准讨论

会，讨论修改标准内容。

2022 年 3月 29 日，中保研牵头组织主要头部保险公司召开第 3

次标准讨论会，讨论修改标准内容。

2022 年 4 月 1 日，中保研牵头组织北京地区的保险公司和维修

企业召开第 4 次标准讨论会，讨论修改标准内容。

2022 年 4月 15 日，中保研牵头组织全国范围的保险公司和维修

企业召开第 5 次标准讨论会，讨论修改标准内容。

2023 年 6 月 9 日，召开《事故汽车常用零部件修复与更换判别

规范》标准预审会。

2023 年 6月 14 日，形成《事故汽车常用零部件修复与更换判别

规范（征求意见稿）》。

1.5.1 主要争议问题和具体处理方式

在编制《事故汽车常用零部件修复与更换判别规范》过程中，主

要的争议集中在事故汽车损伤配件范围的确定和如何制定清晰的修

换判别逻辑框架两个方面的问题上。根据通过多次讨论会研究后问题

处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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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事故汽车损伤配件范围的确定

以大量的实际维修案例和保险公司意见，本标准以可量化损伤及

修复技术成熟的、多发的损伤零部件为主制定修换判别要求，由此修

改了标准名称为“事故汽车常用零部件修复与更换判别规范”，明确

了本标准适用的损伤零部件范围，同时标准中编制并量化了以覆盖件

为主的 10 类零部件损伤判别指标。

2. 制定清晰的修换判别逻辑框架

为了使标准实用性更强，修换界定分了两个层次进行规范，一是

通过技术上的可维修性和维修经济性两个维度考虑，作为总体技术要

求的原则性判断依据；二是量化了 10 类事故汽车常用零部件的修换

判别指标，更具象地描述修换判别要求。

2 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

2.1 编制原则

本标准编制遵循“系统性、规范性、简明性、实用性、可扩展性”

的原则。标准所规定的条款明确无歧义，充分考虑了事故汽车常用零

部件修复与更换的技术现状，且兼顾操作便捷性与实用性。

2.2 标准构成

本标准主要包含五部分：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

总体要求、损伤测量方法及修换判别要求。总体要求中作为技术指导

原则，明确了可维修性和维修经济性两个维度的原则性判别要求。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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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测量方法及修换判别要求量化了 10 类事故汽车常用零部件的修换

判别指标，更具象地描述修换判别要求。

2.3 有关章节及内容的说明

本标准分为 5个组成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一）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范围。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部分对标准中引用的其他相关标准版本进行说明。

（三）术语和定义

本部分对标准中提到的专用名词进行了解释，便于标准应用者理

解。

（四）总体要求

本部分明确了可维修性和维修经济性维度的要求。

（五）损伤测量方法及修换判别要求

本部分量化了 10 类事故汽车常用零部件的修换判别指标，更具

象地描述修换判别要求。

3 主要试验的分析、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标准编制吸收了项目组成员单位现行维修作业工艺和应用经验，

也通过相关实测验证，保证标准中相关数据的准确性。

本标准为保险行业定损人员对事故汽车常用零部件修复与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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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别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另一方面，标准中修换判别技术要求和修

换判别指标的量化，填补了保险行业智能化定损需要的技术标准体系

空白。本技术规范标准的推出，将推动智能定损的快速落地和运用，

同时可实现规范相关智能定损产品的定损合理性。

4 与有关的先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保险行业及维修行业现有的其他标准协调配套，没有冲

突。

5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没有重大分歧意见。

6 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

7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保险公司在定损环节参考此标准规定的修换技术要求，与维

修企业共同合理地制定维修方案。另一方向，以此标准为基础要求，

规范维修企业管理，提高服务质量。各方应共同努力，做好推广及应

用等方面的工作：

一是积极宣传推广，组织协会、行业的宣贯会，广泛宣导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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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使令各成员单位以本标准为规范，积极推进落地工作。

二是建立沟通交流机制，解决标准落地过程中的实际问题，通过

总结、分享及交流等方式不断提高标准落地执行的方法和步骤，提升

行业标准在保险行业及汽车维修行业执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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