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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打捞能力与信用等级评估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打捞作业中潜水打捞从业人员职业健康安全、加

强行业和会员诚信建设、提高打捞作业质量水平和服务能力，根据

中国潜水打捞行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潜水救捞行业自律

管理规定》，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本细则为《中国潜水救捞行业协会行业自律评估体系建

设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配套文件，自愿参加打捞

能力与信用等级评估的会员单位，应遵守本细则及《办法》的要求。

第三条 打捞能力与信用等级评估工作的一般程序为：通知、申

请、预评、现场审核（复核）、评审、公示、颁证（详见《办法》）。

第二章 等级划分及适用范围

第四条 打捞能力与信用评估等级分为海上和内河两个类别，每

个类别由高到低分为四个级别，各类别等级名称及适用范围如下：

（一）海上打捞：

1.海上打捞能力与信用一级：

可从事海上和内河吨位不限的沉船沉物打捞作业；

2.海上打捞能力与信用二级：

可承揽海上和内河空载排水量不超过 5000 吨的沉船或单件重量

不超过 5000 吨的沉物打捞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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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海上打捞能力与信用三级：

可承揽海上和内河空载排水量不超过 3000 吨的沉船或单件重量

不超过 3000 吨的沉物打捞作业；

4.海上打捞能力与信用四级：

可承揽海上和内河空载排水量不超过 1000 吨的沉船或单件重量

不超过 1000 吨的沉物打捞作业；

（二）内河打捞：

1.内河打捞能力与信用一级:

可从事内河吨位不限的沉船沉物打捞作业；

2.内河打捞能力与信用二级:

可承揽内河空载排水量不超过 2000 吨的沉船或单件重量不超过

2000 吨的沉物打捞作业；

3.内河打捞能力与信用三级：

可承揽内河空载排水量不超过 900 吨的沉船或单件重量不超过

900 吨的沉物打捞作业；

4.内河打捞能力与信用四级：

可承揽内河空载排水量不超过 400 吨的沉船或单件重量不超过

400 吨的沉物打捞作业。

第五条 上述适用范围所指沉船空载排水量或沉物重量，均按船

舶证书标明或沉物原有自重为准。

第三章 评估内容及标准

第六条 打捞能力与信用等级评估分能力评估与信用评估两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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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能力评估：依据《海上（内河）打捞能力等级评估指标

表》（以下简称：《指标表》。见附表）进行各类别等级的评估；

（二）信用评估：信用评估既对会员单位的过往情况进行评估，

也对会员单位未来的生产经营发挥正向约束力。故信用评估采取申

请单位自评、承诺为主，协会对照申请资料考核为辅的形式组织。

申请单位签署提交下列资料，并符合“《办法》第五章 自律管

理”相关要求的，信用评估为合格。

1.按规定程序签署《会员自律公约》及其配套文件（提交申请

资料后，由协会统一组织）；

2.签署《信用自律承诺书》并如实填报其附表《诚信建设及总

体运行自评表》（达到合格标准）。

第四章 申请资料

第七条 首次申请打捞能力与信用等级评估的会员单位，提交

《打捞能力与信用等级评估申请表》（样式见协会于官网发布的当

年评估工作通知）及其证明资料，证明资料包含但不限于下列文件：

（一）合法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其中注册的

经营范围中包含打捞服务业务）；

（二）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三）本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通过“国家企业信

用公示信息系统”查询下载）；

（四）本公司“公共信用信息报告”（通过“信用中国”网站

查询下载）；

（五）《指标表》相应等级要求的从业人员相关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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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潜水打捞工程技术人员：职称、资格证书复印件

2.潜水作业人员：协会颁发的各类潜水作业人员有效证书

3.自有人员：劳动合同及有效社会保险证明（可扫码查询验证）

4.非自有人员：劳动合同（劳务派遣方式须提供会员单位与派

遣单位的劳务用工协议/合同及派遣单位与派遣人员的劳动合同。）

5.潜水员：意外伤害险保险单复印文件

（六）固定资产价值证明材料；

（七）《指标表》中要求的潜水装具、水下作业设备与防止和

减轻水域环境污染的设备物资清单，标注“*”的装具及设备还须提

供证明文件，证明文件包含以下两项：

1.设备权属证明：购买发票、收据或采购合同；

2.设备合格证明：维修保养记录和设备检验合格证。

（八）打捞工程船舶和拖轮证书复印件；

（九）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三类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复印

件及相关过程管理运行记录（三级及以上级别提供）；

（十）建立《潜水打捞作业安全管理手册》及过程运行记录。

第八条 申请晋级（即申请比持有证书等级高一级次的证书）的

会员单位除提交第七条要求的资料外，还须提交下列资料：

（一）原评估等级证书正、副本；

（二）最近年度的资产负债表；

（三）近三年打捞服务相关的工程业绩；

（四）近三年打捞工程或施工合同副本、业主签署的安全评估

报告和质量验收报告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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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申请复审的会员单位除提交第七条列出的资料外，还须

提交下列资料：

（一）《海上（内河）打捞能力与信用等级证书》副本；

（二）与潜水打捞作业相关的安全、质量重要标准（含团体标

准）的宣贯运行记录；

（三）工程安全和质量运行情况自查汇总表。

（四）近三年打捞工程或施工合同副本、业主签署的安全评估

报告和质量验收报告复印件。

第五章 评估管理

第十条 会员单位首次申请打捞能力与信用等级评估，须从二级

以下（不含二级）开始；申请晋级三级以上（不含三级）,须持有现

评估等级证书满一年。

第十一条 鉴于潜水救捞行业工程技术人员特殊性，潜水救捞相

关的工程技术人员均可作为工程技术人员参评，所持证书应由国家

权威部门或协会颁发。

第十二条 申请单位提交的持证配套从业人员，下列岗位同一人

兼任不得超过 3 个：潜水员、潜水监督、潜水作业项目经理、潜水

作业安全员、潜水医师、潜水医学技士。

第十三条 关于《指标表》中的船舶说明。

本细则中的自有船舶指申请单位实际控制并拥有经营权的船舶，

一般应符合下列情况之一：

1.申请单位为船舶证书登记的所有人或经营人；

2.船舶所有人为自然人且为申请单位法定代表人，或与申请单



- 22 -

位法定代表人为直系亲属关系、或为配偶关系、或为申请单位股东

（持股不低于30%），并出具有效的申请单位拥有船舶专属经营权书

面证明；

3.申请单位为船舶所有人的第一大股东且持有30%以上份额；如

申请单位持有30%以上份额但非第一大股东的，则超过其持有份额的

股东需出具一致行动人协议或类似声明；

4.申请单位为船舶所有人的子公司，且船舶所有人出具申请单

位拥有船舶专属经营权书面证明。

第十四条 同一船舶 3 年内，不得由不同单位作为自有船舶重复

申报（原申报单位正常转让除外，但转让单位需提供船舶转让后仍

满足持有证书能力等级要求的证明）。

第十五条 同一船舶 1 年内，不得由不同单位作为租赁船舶重复

申报。

第十六条 《指标表》中要求的各类船舶及浮吊总吊力可采取自

有和租赁相结合的原则，租赁数量不能超过相应等级指标要求的 50%，

租期不少于 1 年，证书有效期内应保持与证书相符的能力。

第十七条 通过评估的会员单位，协会予以颁发相应的“打捞能

力与信用等级证书”。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申请评估的会员单位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第十九条 有关“评估程序、证书复审、证书管理、信用管理、

罚则”等相关规定，依照《中国潜水救捞行业协会行业自律评估体

系建设管理办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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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中国潜水救捞行业协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细则自 2024 年 7 月 30 日起生效实施。原《打捞

能力与信用评估自律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附表：1.《海上打捞能力等级评估指标表》

2.《内河打捞能力等级评估指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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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海上打捞能力等级评估指标表

一、基本条件

项目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企业从业时间（年） 8 5 3 ——

注册资本 2亿 5000万 1200万 400万

经营范围 包含“打捞”业务

打捞工程成功率 >90%

二、申报单位自查表中持证配套从业人员核实统计

人员类别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潜水员

意外险
备注

1 高级工程技术职称 8 4 2 — 自有≥50%

2 中级工程技术职称 8 4 2 1 — 自有≥50%

3 初级工程技术职称 8 4 2 2 — 自有≥50%

4
潜水员

饱和或

混合气
≥2 ≥2

√总人数 ≥31 ≥21 10 5

其中自有潜水员 18 12 6 3 自有

5
潜水

监督

饱和或混

合气
≥1 ≥1 — 自有

总人数 ≥5 ≥3 2 1 — 自有

6
饱和或混合气

生命支持员
6 — 自有

7 潜水医师 3 2 1 —

8 潜水医学技士 3 4 3 1 — 自有

9 潜水作业项目经理 6 4 3 1 — 自有

10 潜水作业安全员 6 4 3 1 — 自有

人员说明：

1.潜水服务能力三级及以上：要求自有的从业人员，须提供劳动合同及有效可验证社

保证明；

2.潜水服务能力四级：要求自有的从业人员需提供劳动合同，有效可验证社保证明或

从业人员近期连续 3个月工资发放记录（如：银行工资发放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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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潜水设备

主要设备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备注

1 甲板减压舱（台）* 2 2 1 0 自有

2 低压空气压缩机（台）* 3 2 2 1 自有

3 高压空气压缩机（台）* 2 1 1 1 自有

4 潜水控制面板(双路供气以上)（台）* 2 2 1 1 自有

5 高压气瓶组或储气罐（套）* 6 4 2 1 自有

6 应急气瓶（套）* 6 4 2 2 自有

7 潜水吊笼（台）* 2 1 0 0 自有

8 潜水通信系统（台）* 6 4 2 2 自有

9 潜水梯（台） 2 1 0 0 自有

10 潜水面罩或头盔（套）* 10 6 4 2 自有

11 潜水服（套） 10 6 4 2 自有

12 安全背带（套） 10 6 4 2 自有

13 压重带（套） 10 6 4 2 自有

标注“*”的装具及设备须提供证明文件，证明文件包含以下两项：

1.设备权属证明：购买发票、收据或采购合同；

2.设备合格证明：维修保养记录和设备检验合格证。

四、船舶及抬浮力

船舶及抬浮力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1 浮吊总吊力（吨） ≥3000 ≥1500 ≥800 ≥100

2 总抬浮力（吨） ≥10000 ≥5000 ≥2500 ≥800

3
潜水打捞装备完

善的工作母船

≥2艘 ≥2艘 ≥2艘 ≥1艘

其中一艘

无限航区5000

总吨以上

其中一艘

沿海航区3000

总吨以上

其中1艘为沿海

航区1500总吨

以上

沿海航区500总

吨以上

4 拖轮

≥3艘 ≥2艘 ≥1艘 —

4千KW以上

无限航区，

1.5千KW以上沿

海航区；

1.2千KW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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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2艘功率在

6千KW以上；

(2000吨以上的

浮吊如为自航，

可减少1艘)

(2000吨以上的

浮吊如为自航，

可减少1艘)

说明：

各类船舶及浮吊总吊力采取自有和租赁相结合的原则，租赁数量不能超过相应能力

等级指标要求的50%，租期不少于1年，证书有效期内应保持与证书相符的能力。

五、主要防污染设备

主要设备情况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1 自有高压蒸汽锅炉（蒸发量至少2吨） √ — — —

2 水下开孔机 √ √ — —

3 水下液压抽油专用泵总抽油能力（m³/h） 500 300 100 —

4 其他水下抽油作业相关辅助设备 √

六、体系建设及信用情况

体系情况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及过程管理运行记录 √ √ √ —

2 环境保护体系认证及过程管理运行记录 √ √ √ —

3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及过程管理运行记录 √ √ √ —

4 班前会安全教育制度及过程管理运行记录表 — — — √

5 建立《潜水打捞作业安全管理手册》 √

6 持有《潜水及水下作业通用规则》 √

7 无拖欠会费（提供近三年已交会费的发票） √

8 潜水作业安全、质量标准（含团体标准）宣贯记录 √

七、业绩标准

项 目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具有整体打捞沉船（空载排水量）

或单件沉物吨位业绩（吨）
≥6000 ≥3000 ≥1000 —

说明：相关业绩必须为潜水打捞相关工程项目，且提供有效合同（复印件）。



- 27 -

附表 2：

内河打捞能力等级评估指标表

一、基本条件

项目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企业从业时间（年） 8 5 3 ——

注册资本（万） 3000 1000 300 100

经营范围 包含“打捞”业务

打捞工程成功率 >90%

二、申报单位自查表中持证配套从业人员核实统计

人员类别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潜水员

意外险
备注

1 高级工程技术职称 3 2 1 0 —— 自有≥50%

2 中级工程技术职称 3 2 1 1 —— 自有≥50%

3 初级工程技术职称 3 2 1 1 —— 自有≥50%

4 潜水员 20 13 9 5 √ 自有≥50%

5 潜水监督 3 2 1 1 —— 自有

6 潜水医学技士 3 2 1 0 —— 自有

7 潜水作业项目经理 3 2 1 1 —— 自有

8 潜水作业安全员 3 2 1 1 —— 自有

人员说明：

1.潜水服务能力三级及以上：要求自有的从业人员，须提供劳动合同及有效可验证社

保证明；

2.潜水服务能力四级：要求自有的从业人员需提供劳动合同，有效可验证社保证明或

从业人员近期连续 3个月工资发放记录（如：银行工资发放流水）。

三、主要潜水设备

主要设备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备注

1 甲板减压舱（台）* 2 1 （1） 0 三级可租赁

2 低压空气压缩机（台）* 3 2 2 1

3 高压空气压缩机（台）* 2 1 1 1

4 潜水控制面板(双路供气以上)（台）* 2 2 1 1

5 高压气瓶组或储气罐（套）* 6 4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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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设备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备注

6 应急气瓶（套）* 6 4 2 2

7 潜水吊笼（台）* 2 1 0 0

8 潜水通信系统（台）* 6 4 2 2

9 潜水梯（台） 2 1 0 0

10 潜水面罩或头盔（套）* 10 6 4 2

11 潜水服（套） 10 6 4 2

12 安全背带（套） 10 6 4 2

13 压重带（套） 10 6 4 2

标注：除备注说明外，装具及设备均须自有；标注“*”的装具及设备须提供证明文件，

证明文件包含以下两项：

1.设备权属证明：购买发票、收据或采购合同；

2.设备合格证明：维修保养记录和设备检验合格证。

四、船舶及抬浮力

船舶及抬浮力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备注

1

自有浮吊

不小于

（吨）

1000 300 100 —

1000 50 10 —

仅长江三峡大

坝以上流域

或内陆湖泊

2
总抬浮力

（吨）
5000

2000 800

300

1200 600

仅长江三峡大

坝以上流域

或内陆湖泊

3
打捞

作业船

≥1艘

2000总吨以上

≥1艘

800总吨以上

≥1艘

500总吨以上
≥1艘

200总吨以上

内河航区

≥1艘

500总吨以上

≥1艘

300总吨以上

仅长江三峡大

坝以上流域

或内陆湖泊

4 拖轮

≥2艘

440KW以上，

其中1艘功率

大于880KW

≥1艘

360KW以上
— — 内河航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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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各类船舶及浮吊总吊力采取自有和租赁相结合的原则，租赁数量不能超过相应能力等

级指标要求的50%，租期不少于1年，证书有效期内应保持与证书相符的能力。

五、主要防污染设备

主要设备情况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1 水下开孔机 √ √ — —

2 水下液压抽油专用泵总抽油能力（m³/h） 150 50 — —

3 水下抽油作业相关辅助设备 √

六、体系建设及信用情况

体系情况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及过程管理运行记录 √ √ √ —

2 环境保护体系认证及过程管理运行记录 √ √ √ —

3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及过程管理运行记录 √ √ √ —

4 班前会安全教育制度及过程管理运行记录表 — — — √

5 建立《潜水打捞作业安全管理手册》 √

6 持有《潜水及水下作业通用规则》 √

7 无拖欠会费（提供近三年已交会费的发票） √

8 潜水作业安全、质量标准（含团体标准）宣贯记录 √

七、业绩标准

项 目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具有整体打捞沉船（空载排水量）

或单件沉物吨位业绩（吨）
≥1500 ≥700 ≥280 —

说明：相关业绩须为潜水打捞相关工程项目，且提供有效合同（复印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