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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市级地方标准《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流行期间物业

管理服务规范》编制说明

一．目的意义

“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中共中央、国务院、各级地方政府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重大政治任务，

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国务院防控

工作有关会议决策部署，全国一盘棋，筑牢防疫防线。但面对此次疫情，物业服

务行业，包括苏州地区的物业服务机构并没有完全有针对性的防控经验，疫情防

范工作还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规范，防控措施、防控做法多种多样，防控措施有效

性、防控水平和质量也良莠不齐。

因此，亟需在苏州地区的物业服务行业形成符合行业自身特点的疫情防控，

特别是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流行期间物业服务机构所做的疫情防控相关的工作规

范。便于指导行业内在遇到此类疫情发生时能做出正确、科学、规范的疫情防范，

有效配合政府、相关部门、服务对象开展疫情防范工作，提高疫情防范能力，降

低疫情产生的不利影响。此外，本标准的发布还有以下效益：

一是规范疫情防控工作。今后遇到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流行期间，物业服务机

构在服务区域内能依据本标准要求，规范做好防控工作，有效应对疫情，少走弯

路，降低疫情对工作、生活带来的影响。

二是提高处理疫情突发情况的能力。依据本标准的规范要求，能提前对员工

组织培训、演练，掌握有效处理突发疫情情况的能力，保障服务区域的安全和稳

定。

三是降低时间和人财物成本。本标准规定了应对突发疫情情况的处理流程，

对人、财、物进行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和要求，减少了处理疫情突发情况的磨合时

间，提升了人员、物资、经费统筹利用的效率。

二．任务来源

2020 年 6 月，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下达 2020 年度第一批苏州

市地方标准项目计划的通知》（苏市监管标发〔2020〕3 号）批准了苏州市地方

标准《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流行期间物业管理服务规范》的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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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由苏州市东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为主要起草单位，广泛邀请苏州市相

关主管部门、苏州市质标院、部分业主代表和行业代表等相关专家进行研讨与评

审，最终完成本标准的编制工作。

三、编制过程

起草工作阶段：根据任务要求，于 2020 年 6 月成立苏州市市级地方标准领

导小组和工作小组。工作小组制定了标准编制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明确了任务

分工和各阶段进度时间，并确定各自职责。

编制初稿阶段：工作小组从项目甲方、服务对象、业主、业委会、物业服务

机构的角度，多方考虑，结合多方意见和现有的实践经验，经过调研、数据收集、

数据分析、资料总结等，于 2020 年 10 月完成了标准的初稿。在与苏州市质量和

标准化院专家老师的研讨过程中，发现初稿中按物业服务所涉及到的疫情防控工

作流程顺序编写时，无法体现出物业服务各岗位所做疫情相关的防控工作的明确

要求。

2021 年 4 月 10 日，经过再次讨论研究后，把防控工作流程顺序调整为按物

业服务条线岗位来编写涉及疫情相关的工作内容。

征求意见稿阶段：2021 年 6 月 22 日，经过苏州市质量和标准化院、苏州市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专家讨论后的修改，完成了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阶段：2021 年 6-7 月，通过将标准征求意见稿向相关主管部门、

部分同行代表、项目甲方代表征求意见，以及通过公司官网等形式进行广泛征求

意见。

送审报批阶段：2021 年 7 月底，完成送审稿。

四、主要内容相关指标确定

（一）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制定工作遵循“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规范性”的原

则，本着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按照 GB/T 1.1—2020《标

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则编写，并

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管理办法》、《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方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公众防护指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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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编制。

（二）主要内容

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与定义、基本要求、

资源、员工防护、秩序维护、环境清洁与消毒、通风和给排水系统管理、客户服

务、沟通协调、应急处置、服务评价与改进。

1. 基本要求

明确了物业服务机构的组织管理、档案管理、标识管理，以及其他物业服务

相关的防控要求。

2. 资源

明确了对人员的要求，防控物资的清单、采购、保管、发放、监督等方面的

要求，以及物业服务机构在应对疫情时的经费、专业知识方面的要求。

3. 员工防护

主要对佩戴口罩、手套、护目镜、防护服、洗手、安全距离、员工集宿管理、

员工就餐等方面做出了明确要求和规范。

4. 秩序维护

通过对封闭式和半封闭式管理的区域人员出入控制、车辆管理、物资管理做

出了明确管控要求。同时，对区域巡逻、对居家隔离人员的配合管理等进行了规

范要求。

5. 环境清洁与消毒

明确了公共大厅（堂）、通道、电梯厅及电梯轿厢、公共设施、办公室、会

议室、教室、自习室、卫生间等重点区域的清洁消毒要求，以及对普通区域和医

疗机构、学校、大型交通枢纽、集中隔离点、室内、车辆、物品等特殊区域的清

洁消毒要求。另外，对不同区域的垃圾处理进行了明确的清洁消毒要求。

6. 通风和给排水系统管理

主要对疫情防控工作中涉及到最易于发生传染或交叉感染的通风系统、给排

水系统进行必要的管控要求。

7. 客户服务

主要是明确了项目在对服务对象、业主的接待、拜访、受理、其他方面的服

务工作的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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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沟通协会

主要包含了企业内部各层级、各部门、各项目间的沟通协调，以及与政府部

门、项目甲方、业委会、服务对象、业主、相关方（供货方、维保方）之间有关

疫情防控工作内容和要求的沟通协同。

9. 应急处置

通过识别疫情风险、组织培训与演练，以有效处置在疫情防控过程中的突发

情况。

10. 服务评价与改进

明确了评价方式、评价内容，以及通过结果分析、跟踪监督、效果验证，以

实现疫情防控工作的持续改进。

五、与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行业、省级标准的关系

1.与我国法律法规、国内外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没有冲突。

2.作为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地方标准作为推荐性标准颁布实施。

3.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理由

无。

4.填补国家、行业、省级地方标准空白

是

六、实施推广意见

无

标准编制工作组

2021 年 6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