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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后公寓物业管理模式探讨
李岩松　　吉林省留学回国人员和专家服务中心

摘　要：博士后规模的不断扩大，为博士后公寓物业管理带来较多新的挑战，需进行公寓管理模式的进一步完善，确保满足国家提出的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相关精神要求，提升博士后服务水平，壮大人才创新队伍。针对现行博士后公寓公寓物业管理模式，本文主
要针对当前博士博士后公寓物业管理模式的现状，从住房规模管理、公寓基础设施管理、进出站管理以及其他规范管理等方面探析完善博士后
公寓物业管理模式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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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后作为科研领域中的重要补充力量，对高校以及社会整体
发展可起到极为明显的推动作用。从我国近年来人社部提出的相关精
神要求便能够发现，国家对于博士后人员的管理和服务工作力度不断
增强，然而在博士后的管理和服务的实际工作当中，仍需要面对各种
困难和问题，特别是博士后公寓管理问题仍较为突出，不合理的模式
成为制约博士后公寓物业管理水平提高的主要因素。因此，如何做好
博士后公寓物业管理工作，势在必行。

一、博士后与博士后公寓物业管理的相关概述
关于博士后制度，其在国内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首批设站单

位为上海交通大学。自此开始，博士后规模便呈现逐年增加趋势，流
动站极多，据相关数据统计表明，截至2010年，上海交通大学在站人
数已突破500人。这样无论从人才建设规模方面，或科研工作角度，
博士后规模的扩大都将表现出极大的作用。但这种规模扩大背景下，
使进出站管理以后勤保障等工作面临较多难题，特别在公寓管理与服
务方面，更应进行不断完善。

从目前大多博士后公寓物业管理模式现状看，多以套房类型为
主，相关的设施包括厨卫设施、基本家具等，且由专人进行管理。这
种模式下公寓管理工作完全体现出福利住房性质。博士后一旦进站后
便可在在站时间内使用住房，若不愿居住或住的时间较少，便会出现
转租等现象。对此现状，物业管理工作中很难有效监管较为分散的方
房源，不利于公寓利用率的提高，博士后规模的扩大与有限的公寓资
源间的矛盾更为突出。因此，现行公寓物业管理工作对博士后的住房
保障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需使博士后队伍稳定的同时使公寓使用
效率得到提高。

二、博士后公寓物业管理完善的具体措施
1.从住房规模管理角度。保证住房规模与进站博士后数量在比例

上较为合理，是提升管理水平的关键。以清华大学博士后公寓物业管
理模式为例，其自建站至今，博士后进站人数突破3000余人，每年平
均上涨的速度都保持在百分之十几，需要物业管理工作中做好住房需
求量分析工作。根据每季度进站数量情况，适时开展公寓维修粉刷等
工作，且为满足博士后住房需求直接进行宿舍楼改造，将原有套间进
行增加，为单身博士后体提供单间住房。这样，房源紧张问题得以缓
解，公寓住房数量与进站人员规模在比例上极为适当。另外，管理工
作中可针对单身或已婚博士后进行住房分配管理，如单身博士后采取
单间公寓方式，而对于已婚博士后分配其套房。采用这种模式便可保
证公寓的分配更为合理，使进站人员规模、公寓资源二者在比例上较
为适当。

2.从公寓设施管理角度。通常进站后博士后往往有一定的工作周
期，这就为物业管理工作提出相应的住房周转问题。一旦有博士后出
站，为保证新进站博士后居住环境质量有所保障，便需做好完善公寓
基础设施工作。现行在博士后公寓在类型上多以单间、套房为主。一
般对于单间，在设施管理过程中应注意很多单身博士后并不喜欢做饭
或不会做饭，所以设施配备仅需集中在基本桌椅、衣柜、床以及其他
电气设备等，并考虑几个单间设置一个共用淋浴室、卫生间等，而在
卫生管理方面物业可组织专人每天按时进行清扫。另外，为保障公寓
住房安全，可将电子门禁系统引入其中，防止闲杂人员进入楼内。若
住房期间内单身博士后因结婚需进行住房调整，可直接进行申请，便
转至套房中。而对于套房公寓管理问题，要求物业管理工作中主要需
做好基本维护工作，可在单间设施基础上将其他厨卫用具等设置其
中，这样可为博士后的生活条件提供保障。

3.从进出站管理角度。进出站的有效管理是保证住房更为合理的

基础条件。公寓物业可直接进行相关住房管理制度的构建，或与博
士后进行进站、出站住房问题协议的签订，尤其应注意对于出站博士
后，应考虑将住房时间延长一个月，这样可为博士后的后续处理工作
提供充裕的时间。而在协议签订方面，物业管理工作中可考虑在与博
士后进行协议签订的同时，应有在站人员为其住房进行担保，使协议
的有效性得以提高，这样看可使各项公寓管理要求落到实处。需注意
的是包括进出站管理在内的所有物业管理工作，都应坚持以人为本的
核心理念，其是适应现代我国智力帮扶工作的重要内容，特别在租金
方面，管理过程中应以住房面积、楼层以及区域环境等为根据进行租
金设置，由博士后进行自主选择。

4.从其他相关规范管理角度。有效的规范制度是公寓物业管理水
平提高的重要保障。在相关规范完善过程中，首先可从进站管理方面
进行规范的完善，对于进站的博士后，物业管理部门在登记办理、费
用管理以及房屋钥匙等管理方面制定具体的规范内容，同时对于单间
与套房公寓等管理也需明确相应的制度要求，特别针对博士后进站后
再次转租等问题，需要通过相应协议的签订使物业管理部门与博士后
的权责得以明确。其次，对于住房期间问题，物业管理部门应将具体
的联系方式与维修电话等留给房主，这样一旦公寓出现问题可直接与
管理部门联系，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最后，在进出站管理方面的相
关规范也需完善。如对于出站后的公寓，物业管理部门应注意及时进
行维护与粉刷工作，对陈旧的基础设施做到及时更换与处理。且为使
公寓住房安全得以保障，管理部门需将房门锁进行及时更换，并将具
体的安全管理措施向新进站博士后进行明确，以此使居住环境舒适度
得以保障的同时满足住房安全需求。且为改善住房条件，可对其他设
施等进一步完善，如电话系统方面，可引入智能卡式电话，无需缴纳
月租费便可在校内进行通话，并能够装入宽带，既为博士后提供极大
的便利，而且物业管理中许多不必要的费用也因此得到节省，如空房
间进行的电话月租费的缴纳，在智能电话引入后便可得到解决。另
外，为实现人性化管理目标，相关规范在完善过程中也可提出关于校
外租房补贴内容，如当学校无法提供充足的住房资源给博士后，可给
予相应的补贴限额，由博士后自行租房，但应注意在补贴额度上也做
好明确规定。

三、结语
博士后公寓物业管理水平的提高是保障博士后公寓合理运行、

改善博士后人员居住条件的必然要求，只有使人才的各项生活条件得
到保障，才能更好的服务于社会。实际管理过程中，应立足于现行博
士后公寓管理现状，从住房规模、基础设施管理、进出站管理以及相
关规范制度的完善等方面着手，促进公寓物业管理水平的进一步提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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