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事不不关关己己””挡挡道道维维修修资资金金使使用用
这种意识不扭转，房屋维修资金使用就很难“破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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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资金 破难探索

作为房屋的“养老金”，维修资金的缴存和使用与老百姓息息相关。但当前，不少人感觉维修资金使用太难。使用
到底难不难？难点又是什么？破解使用难，济南又做了哪些工作？

即日起，本报推出“维修资金破难探索”栏目，聚焦维修资金的使用，助力这一“养老金”更好地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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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小区的暖气管道爆裂，能不能用维修资金呀？”随着供暖季的到来，不少居
民关注到了维修资金的问题。连日来，记者采访发现，维修资金涉及居民切身利益，
但尴尬的现实是，因为“事不关己”意识挡道，使用维修资金面临不少难题。

作为房子的“养老金”，
维修资金与市民的生活息息
相关。但是在日常维修中，业
主虽然按要求交了维修资
金，但是真正到了维修需要
花钱时，不少人又会感觉“事
不关己”，不愿意签字表决：
坏的不是我家，凭啥要用我
的钱？需要维修的东西我用
不到，有必要拿钱吗？

前几天，省城东部一小
区的健身器材坏了，需要动
用维修资金维修。在征求业

主意见时出现问题：家里有
老人的积极签字维修，家里
没有老人的认为平时用不
上，感觉与自己关系不大，不
愿签字。物业连续跑了好几
天，但是签字的人始终达不
到三分之二，这样就没法递
交到维修资金中心去审批。
程序无法继续进行，维修就
卡了壳。

“维修项目涉及到的业
主利益各不相同，众口难调，
无法形成共识，达不到双2/3

的法定条件，我们就没法审
批。”济南市住房维修资金管
理中心资金使用管理科负责
人潘学庆坦言，有时虽然达
成一致意见，但耗费的时间
较长，受房屋损坏影响的业
主苦不堪言。屋面漏雨，着急
的是楼顶的人，其他楼层的
都不愿意管；下水道堵了，最
着急的是一楼的人，其他楼
层也是“事不关己，高高挂
起”。“业主都抱着这种想法，
意识上亟需调整。”

双2/3同意，太难实现

对于业主不理解的“双
2 / 3业主同意”，济南市住
房维修资金管理中心主任张
平说，《物权法》对此有着明
确的规定：筹集和使用建筑
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
金，应当经专有部分占建筑

物总面积三分之二以上的业
主且占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
的业主同意。达到这个条件
后，物业服务企业或者相关单
位、业主委员会持相关资料到
维修资金管理机构办理维修
资金支用申请或备案手续。

张平表示，商品房维修
资金属于业主共有，业主和
居民要切实尽到一个公民的
责任和义务，自治及参与意
识需要提高。这种意识如果
一直扭转不过来，维修资金
使用就很难“破冰”。

双2/3业主同意是法规

本报记者 喻雯

一些市民还有一个疑问是，以前叫维修基金，后来为什么叫维修资金，
有什么区别吗？

张平说，“在2007年《物权法》颁布之前，一直是叫“维修基金”。办法颁布
后，济南在2010年制定了《济南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自此就改名
为“维修资金”。

张平说，“资金”和“基金”有着本质的区别。基金只能动用利息，利息
不够时只能是业主再一起凑钱，那个时候使用率很低。后来随着维修量
的增大，利息已远远不足，调整成“资金”后，本金和利息都可以使用，使
用率随之提高。

本报记者 喻雯

“基金”“资金”一字之差性质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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