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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委会从“维权组织”
向“治理主体”转型

宁波第一代砖混结构成套房建于上世纪80
年代。如今，这些散落在城市各处的老旧小区，
如今正面临严峻考验：

基础设施薄弱，安保、物业、消防远远无法满
足实际需求；房屋老化严重，建筑立面、综合管线
等急需提升、改造；配套设施不全，“抢车位大战”
几乎天天上演；群租群居现象屡禁不止，给居民
的日常生活造成不小影响，也因此引发不少矛盾
纠纷；车库车棚改建出租，潜在的各种安全隐患
让人忧心忡忡。

严峻考验的背后，是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带
来的生活方式的转变和思想观念的碰撞：人们对
居住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物业的介入改变了小
区原始的管理状态；外来人口涌入对邻里相处提
出新的要求……

不同群体间的不同利益诉求不可避免发生
碰撞。在市政协委员、宁波天平外贸包装有限公
司董事长、市商会副会长、北仑区工商联副主席
汪小萍看来，这在主观和客观上都决定了“我们
要在基层治理中形成多元主体参与的氛围”。

“尤其是要加强业委会在老旧小区治理中的
作用。”汪小萍说。

可能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小区的日常治理是
社区居委会和物业的事，至于业委会，通常只有
在需要“维权”时才会出现。

“业委会作为全体业主的代表，它理所应当
成为小区治理的重要主体。”汪小萍说。

汪小萍在调研中发现，江北区甬江街道的
“微治理”机制，正在尝试将业委会纳入到小区的
日常管理中来，形成了由社区党组织牵头，社区
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共同参与的协商
议事和监督机制。

不过，在她看来，这还远远不够，业委会的力
量应该而且可以得到进一步加强。为此，她建议
在小区业委会的组建中试行“专职化”，改变业委
会多由热心业主自发参与、奉献的现状，“将业委
会的专职工作人员纳入社工编制，由住建部门进
行专业培训后上岗，其费用按规定在小区相关经
费中列支”。

同时，汪小萍还建议，以行业协会的形式来
推进业委会的专业化，“在市级业委会协会指导
下，鼓励建立区县（市）级业委员协会，吸收小区
业委会成员加入，主要对业委会人员进行专业化
培训和指导，引导业委会从维权组织向治理主体
转型。”

“加装电梯难”“物
业服务不到位”“车棚
改建出租存在安全隐
患”……今年两会开幕
以来，本报热线、微信、
微博陆续接到不少市
民关于“老旧小区治理
难”的反映。

在对这些信息进
行梳理的过程中，有一
个现象值得思考：大家
在反映“老旧小区治理
难”时，常常会把如何
解决问题“甩锅”给社
区居委会或者物业服
务企业，却视小区业委
会为一个隐形的存在。

究其原因，一方面
是因为相当部分的老
旧小区尚未成立业委
会，另一方面，也是更
重要的一方面，是因为
在很多人的刻板印象
中，业委会更像是一个
“维权组织”。

参加今年两会的
代表委员们也意识到
了这个问题。他们表
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
出，要“打造共建共治
共 享 的 社 会 治 理 格
局”，为社会治理，尤其
是基层治理指明了发
展方向。在不同群体、
不同利益诉求碰撞尤
为激烈的老旧小区，业
委会是时候作为“治理
主体”展现出“真正的
技术”了。

规范化保障业委会
治理主体的“人设”

鼓励普通群众和社会组织深度参与社会治
理，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不过，对正努力朝着“治
理主体”转型的业委会而言，首先要考虑的是参与
社会治理的规范化。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规范化是对业委会履行
“治理主体”职责的一种保护。

市人大代表，鄞州区中河街道彩虹社区党支部
书记、居委会主任叶敏对此深有感触：“像很多老
旧小区，没有物业，进行自治管理。而在目前的法
律体系下，业委会既不是民事主体，也不是法人，
因此它无法跟保安、保洁员等签订劳动合同。假
如保安、保洁员在工作中受到意外伤害，需要赔付
时，是该由业委会决定，还是得由全体业主来决定？”

从另一方面来说，规范化也是对业委会作为
“治理主体”必不可少的监督。

叶敏举了个简单的例子：按照现行规定，小区
资金，比如物业公共维修专项资金的使用，只要物
业公司提出申请，经业委会审核即可，“如果在这
个过程中出现问题，往往会因为缺乏惩处机制而
导致执法部门难立案、难追责。”

“此外，从现有的规定来看，业主大会缺乏对
业委会的必要监管，居委会又没有有效渠道对业
委会实施监管，甚至出现过有的业委会成员以自
治为由拒绝接受指导、监督，导致在物业公司选
聘、维修资金使用、印章档案管理等方面引发矛盾
纠纷。”

当业委会逐渐向“治理主体”转型，它的内在
运行机制也有待完善。

叶敏说，现行的《物权法》和《物业管理条例》
对业主大会如何召开没有明文规定，且作为业主
大会执行机构的业委会，大多缺乏有效的日常运
作机制，或形同虚设不发挥作用、或超越职权擅自
决定重大事项，未能切实履行其职责。特别是随
着社区产权主体多元化，业主大会对社区“共有部
分”的产权管理不善，未能挑起大梁和进行有效管
理，严重阻滞了社区自治的前进步伐。

为此，叶敏建议，在深入推进“多元共治”、发
挥业委会治理主体作用的同时，政府应先行制定
相应的规章，明确业委会的性质，确立业委会的地
位，明确业委会选举程序，规范业委会运作机制，
明确业委会成员任职条件，制定适当的激励机
制。业委会的权利和义务方面应增加具体责任条
款，明确厘清机构关系，建立相应的制衡机制。

不过，叶敏也表示，“多元共治”背景下的规范
化，其程序和规则应该是在平等协商的氛围中，由
各治理主体共同商讨产生，以保障不同主体参与
社会治理的权利。 记者 石承承

平桥社区立面改造时，居民积极参与，及时和相关部门沟通。 记者 刘波 摄

代表委员热议“老旧小区治理难”

业委会：除了维权更应是治理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