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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杭州的社区

团购风生水起，很多小

区业主当起了“团长”，

在小区业主群里十分活

跃，卖的商品以农产品、

蔬菜瓜果以及特色食品

为主。不过潮新闻·钱

江 晚 报 记 者 却 意 外 发

现，杭州有一个小区的

业委会竟然公然当起了

“团长”，并告诉小区业

主，业委会没有钱开展

服务，做团购就是要赚

钱。

该小区名叫郁金香

岸，位于萧山闻堰，交付

至今已有十余年。业委

会当起“团长”，这背后

有 何 隐 情 ？ 做 团 购 赚

钱，这与业委会的职能

是否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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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过年前组织过一次团购，过年后组

织过三次，迄今一共组织了四次团购。”说起

业委会当“团长”一事，该小区业委会成员郭

镇（化名）并没有觉得难为情，坦言业委会做

团购的初衷确实是赚钱，至于背后原因实属

无奈。

“一方面是希望给广大业主提供价廉物

美的产品，但主要还是为了给小区增收。一

句话，我们实在太穷了，不想办法创收的话马

上要入不敷出了。”郭镇不惜自揭家丑。

这一届业委会在去年10月底走马上任，

与上一任业委会交接时，发现账户余额只剩

下 7.6 万元，顿时傻眼了。偌大的小区需要

花钱的地方太多了，这可真把新一届业委会

给难住了。

财务审计报告显示，上一届业委会三年

任期内，商铺租金和停车费等经营性收入达

240 多万元，上任业委会离任时还结余 214

万元，此外还有一笔128万元的开发商维保，

三者加起来，共有582万多元的收入。

看上去小区的家底并不少，但小区交付

多年，很多公共设施设备都老化了，上一任业

委会在任期间，小区修修补补、提升改造的工

程不少，足足花掉了500多万元，导致最后交

接时账户余额不足10万元。

由于小区较大，有 1300 多户，每个月各

类维保支出也不是一个小数目（根据业委会

与物业公司的协议，金额超过 3000 元的维保

费用须由业委会承担）。而作为小区经营性

收入主要来源的商铺租金，大多数还没到交

租时间，短期内指望不上。

此外，上一任业委会离任前，还有一笔

200多万元的消防工程尾款未支付，也就是说

还留了一笔巨额债务。不过，根据杭州市物业

管理条例相关规定，消防工程如果是因为质量

问题，可以申请动用物业专项维修资金。

捉襟见肘、入不敷出，怎么办？郭镇提出

了搞团购这个想法。一开始有人明确反对，

觉得业委会赚这个钱怕是要被业主说闲话。

郭镇据理力争，觉得只要是出于公心，赚的钱

全部归入小区经营性收入，也不怕别人说。

最后他说服了其他几位业委会成员，打算先

试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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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前，业委会选择一家知名农业公司合作推出了首

期团购，产品为海鸭蛋和草莓。

“产品由合作公司提供，我们业委会赚的是服务费。

每一次的服务费都由合作方打入业委会账户，并且及时向

全体业主公示。”郭镇告诉潮新闻·钱江晚报记者，“从四期

团购情况来看，平均销售额大概三四千元，业委会总共赚

了不到1000元，与我们的预期有一定的距离。”

但在首次推出团购时，业主群里炸开了锅，业委会被

一些业主毫不客气地批评：“放着小区里那么多事情不管，

却有空搞团购，业委会真是不务正业。”“原来搞团购不是

为业主服务，而是为集资啊！”

不过业委会此举也得到了一部分业主的理解和支

持。“我觉得业委会这样做挺好的，可以给小区增加一点收

入。”“业委会并没有强买强卖，如果觉得产品不好可以不

买，选择权在业主自己手上。”

让业委会欣慰的是，目前团购群已经有160人。

关于合作方的选择，此前也有个别业主质疑，团购合

作方凭什么由业委会选定？对此，郭镇解释说，“业委会只

是搭建一个平台，今后如果业主有优质资源也可以推荐。

但考虑到食品安全，我们的团购暂不接受手工自制产品，

必须是来自正规厂家。而且我们定下了一个规矩，一个新

产品要进来，必须由业委会开会讨论共同决定，任何个人

说了都不算。”

郭镇坦言，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因为他到现在也没

搞明白，业委会通过团购创收，这事到底有没有与其职能相

冲突。“翻遍了相关法规，也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明确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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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无论是住建部的《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

导规则》，还是《民法典》相关条款，对于业委会的职责范

围，都有一条是“筹集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专项维修资

金”，但对于筹集资金的具体途径并没有明确约定，只要求

不得利用委员资格谋取私利。

杭州第三方物业管理专家娄云林说，业委会账目入不

敷出，甚至欠债，这种情况极为少见，他此前并未听闻过杭

州有这样的小区。

因为根据杭州市物业管理条例，新交付的小区必须配

备不少于小区总建筑面积千分之四的物业经营用房，这部

分对外出租，可以为小区产生比较稳定可观的经营性收

入，且大多数小区还可以通过停车、电梯广告、摆摊等产生

收入。而支出方面，开销比较大的主要是维修改造工程。

通常小区交付前几年的工程质量问题由开发商的物业保

修金来支付，等8年质保期后，工程质量问题可以动用物业

专项维修资金。因此总体来看，量入为出，业委会账户绝

大多数是有盈余的。

此前，杭州还有不少小区业委会通过盘活小区各种资

源来实现创收。大名鼎鼎的兰桂花园业委会就非常善于

挖掘小区潜力，比如曾经把小区垃圾房挪至小区门口，原

先面积较大的垃圾房在改造后出租给五粮液批发店；整个

小区改成直供自来水后，地下水箱没有用了，水箱所在的

设备房改造后，作为仓库出租；小区停车位有偿向周围饭

店错时开放，每年也能增加一笔收入。由于业委会经营有

方，兰桂花园也因为福利好而成为杭州出了名的“别人家

的小区”。

娄云林说，团购是这两年才兴起的新事物，此前没有

听说过杭州有小区业委会靠团购卖东西创造收入的。郁

金香岸业委会通过组织团购来赚钱，关键要看资金的入账

和出账如何处理。如果是公开透明并且用来增加小区经

营性收入的，也没什么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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