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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推动物业服务企业加快发展线上线下生

活服务的意见

时效性： 现行有效

发文机关：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商务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

文号： 建房〔2020〕99 号

发文日期： 2020 年 12 月 04 日

施行日期： 2020 年 12 月 04 日

效力级别： 部门规范性文件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委、管委、局）、工业和信息化主管

部门、公安厅（局）、商务主管部门、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局（厅、委）：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互

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推进基于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对接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设智慧物业管理服务平台，补齐居住社区服务短板，推动物业服务线上线下融合

发展，满足居民多样化多层次生活服务需求，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现就推动物业服

务企业加快发展线上线下生活服务提出如下意见。

一、构建智慧物业管理服务平台

（一） 明确平台基础功能。广泛运用 5G、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

技术，建设智慧物业管理服务平台，对接城市信息模型（CIM）和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链接各类电子商

务平台。以智慧物业管理服务平台为支撑，打造物业管理、政务服务、公共服务和生活服务应用，构建居

住社区生活服务生态，为居民提供智慧物业服务。

（二） 支持物业服务企业建设平台。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制定智慧物业管理服务平台建设工作

规划，加强平台建设工作指引，在统一物业管理服务规范的基础上明确数据共享标准，促进物业服务行业

资源整合。引入政务服务和公用事业服务数据资源，利用 CIM 基础平台，为智慧物业管理服务平台提供数

据共享服务。支持物业服务企业联合建设通用、开放的智慧物业管理服务平台，降低平台建设运营成本，

提高服务资源整合能力。鼓励大型物业服务企业开放自有智慧物业管理服务平台功能，拓展服务范围，为

中小物业服务企业提供平台支撑和技术支持。引导各类智慧物业管理服务平台加强与电商、科技、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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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等第三方平台互联互通，实现资源对接、互补。利用智慧物业管理服务平台对物业服务企业及其从业

人员进行信用信息收集、整理和利用，加强信用管理和信用评价，规范物业服务企业经营行为。

（三） 保障平台安全运营。严格落实网络和数据安全法律法规和政策标准，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

采用国产密码技术，增强安全可控技术和产品应用，加强日常监测和安全演练，确保智慧物业管理服务平

台网络和数据安全。规范与第三方平台合作，在数据安全、应用安全、网络安全、应急处理等方面，制定

安全管理策略，实现智慧物业管理服务平台计算资源和数据资源的有序共享。全面建立隐私数据保护机制，

保障用户知情权、选择权和隐私权。

二、全域全量采集数据

（四） 采集物业管理数据。以加强城市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基础，大力推进居住社区物联网建设，

对设施设备进行数字化、智能化改造，补齐数字化短板。对设施设备赋予唯一识别码，运用传感器、全球

定位、射频识别、红外感应等装置与技术，全面感知、识别和记录水、电、气、热、安防、消防、电梯、

水泵、照明、管线、变压器等设施设备运行数据。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实时记录

物业服务动态信息。对物业服务基础资料和档案进行全面数字化。

（五） 共享公共服务数据。通过数据集成、应用集成和平台集成等技术手段，推动智慧物业管理服

务平台与各类政务服务平台、公用事业服务平台相关资源、信息和流程的协同和共享。充分利用数据交互

成果，为住房公积金、住房保障、就医、就学、养老、供水、供电、供气、供暖以及社区警务等各种应用

场景提供动态需求信息。

（六） 优化数据资源管理。依托智慧物业管理服务平台，对多主体、多来源、多应用、多服务产生

的数据进行全周期系统化管理。优化数据组织方式，按照用途、用户、权限等维度对数据封装打包，进行

分布式文件存储。鼓励物联网设备制造企业按照统一标准接入智慧物业管理服务平台，并与 CIM 基础平台、

公共服务平台以及各类电子商务服务平台实现便捷数据交互。

三、推进物业管理智能化

（七） 推动设施设备管理智能化。提高设施设备智能管理水平，实现智能化运行维护、安全管理和

节能增效。通过基于位置的服务（LBS）、声源定位等技术，及时定位问题设备，实现智能派单，快速响应，

提高维修管理效率。通过大数据智能分析，对消防、燃气、变压器、电梯、水泵、窨井盖等设施设备设置

合理报警阈值，动态监测预警情况，有效识别安全隐患，及时防范化解相关风险。监测分析设施设备运行

高峰期和低谷期情况，科学合理制定设备运行时间表，加强节能、节水、节电控制，有效降低能耗。

（八） 实现车辆管理智能化。加强车辆出入、通行、停放管理。增设无人值守设备，实现扫码缴费、

无感支付，减少管理人员，降低运营成本，提高车辆通行效率。统筹车位资源，实现车位智能化管理，提

高车位使用率。完善新能源车辆充电设施，方便绿色出行。实时监控车辆和道闸、充电桩等相关设施设备

运行情况，保障车辆行驶和停放安全。

（九） 促进居住社区安全管理智能化。推动智能安防系统建设，建立完善智慧安防小区，为居民营

造安全的居住环境。完善出入口智能化设施设备，为居民通行提供安全、快捷服务。根据居民需要，为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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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独居老人等特殊人群提供必要帮助。加强对高空抛物、私搭乱建、侵占绿地等危害公共环境和扰乱公

共秩序的行为分析，及时报告有关部门，履行安防管理职责。

四、融合线上线下服务

（十） 拓宽物业服务领域。鼓励物业服务企业依托智慧物业管理服务平台，发挥熟悉居民、服务半

径短、响应速度快等优势，在做好物业基础服务的同时，为家政服务、电子商务、居家养老、快递代收等

生活服务提供便利。发挥物业服务企业连接居住社区内外的桥梁作用，精准掌握居民消费需求，对接各类

供给端，通过集中采购等方式，为居民提供优质商品和服务。推动物业服务线上线下融合，促进物业服务

企业由物的管理向居民服务转型升级。

（十一） 对接各类商业服务。构建线上线下生活服务圈，满足居民多样化生活服务需求。连接居住

社区周边餐饮、购物、娱乐等商业网点，对接各类电子商务平台，为居民提供定制化产品和个性化服务，

实现家政服务、维修保养、美容美发等生活服务一键预约、服务上门，丰富生活服务内容。通过在居住社

区布设智能快递柜、快件箱、无人售卖机等终端，发展智能零售。

（十二） 提升公共服务效能。推进智慧物业管理服务平台与城市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对接，促进“互

联网+政务服务”向居住社区延伸，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对接房屋网签备案、住房公积金、住

房保障、城市管理、医保、行政审批、公安等政务服务平台，为政务服务下沉到居住社区提供支撑。对接

供水、供电、供气、供暖、医疗、教育等公用事业服务平台，为居民提供生活缴费、在线预约等便民服务。

鼓励物业服务企业线下“代跑腿”“接力办”，助力实现公共服务线上“一屏办”“指尖办”。

（十三） 发展居家养老服务。以智慧物业管理服务平台为支撑，大力发展居家养老服务。通过线上

预约，为老年人提供助餐、助浴、保洁、送药等生活服务。对接医疗医保服务平台，提供医疗资源查询、

在线预约挂号、划价缴费、诊疗报告查询、医保信息查询、医疗费用报销等医疗医保服务。加强动态监测，

为居家养老提供安全值守、定期寻访、疾病预防、精神慰藉等服务，降低老年人意外风险。

五、推进共建共治共享

（十四） 加强党组织对物业工作领导。依托智慧物业管理服务平台，加强社区党组织对物业工作的

领导，促进党建引领下的社区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机制有效发挥，推动物业

管理与基层治理的深度融合。通过“指尖上的党务”促进社区党建工作。

（十五） 促进城市管理下沉。对接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实现城市管理进社区。畅通居民投诉举

报网络渠道，结合城市管理线下执法，有效治理私搭乱建、侵占绿地、乱堆乱放、张贴小广告等违法违规

行为。把智慧物业管理服务平台作为城市管理政策宣传、政策解读、信息发布、舆论引导、执法结果公示

的重要窗口，方便居民开展政策咨询、提出政策建议、实施政策监督，增强居民对城市管理工作的认同和

支持，推动居民参与城市管理，营造“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良好氛围。

（十六） 发动居民共建共治共享。通过智慧物业管理服务平台调动居民参与居住社区事务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建立“网上议事厅”，引导居民参与互动，不断完善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畅通电子投票渠道，

对重大事项进行表决。公开利用业主共有部位开展停车、广告、租赁等经营收支明细及入账情况，以及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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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及结存信息，接受居民监督。组织居民开展线上线下形式多样的居民互助、邻里守望

活动，共同缔造美好家园。

六、加强领导统筹推进

（十七） 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各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业和信息化、公安、商务、卫生健康、市

场监管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完善协作机制，细化职责分工，建立保障措施，指导各地推进物业服务企业发

展线上线下生活服务。各地要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协调各方力量，整合利用已有信息化基础设施和数据资

源，整体谋划、系统推进，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

（十八） 分期分批组织实施。按照先试点探索、后全面覆盖的模式，区分商品房、保障性住房和老

旧小区等不同类型，结合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绿色社区创建、完整居住社区建设等工作，以点带面、分类

推进，逐步提高物业服务智慧化水平。2021 年，各省（区、市）选择部分基础条件较好的城市开展试点。

在试点工作的基础上，总结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加快推进智慧物业管理服务平台建设，实现

居住社区生活服务线上线下融合，推动城市提质增效，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 安 部

商 务 部

卫生健康委

市场监管总局

2020 年 12 月 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