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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吉林省物业纠纷调解规定》的通知  

  

吉建联发〔2022〕44号 

  

各市（州）住房城乡建设局、房产局、执法局、中级人民法院、公安局、民政

局、司法局、自然资源局、市场监督管理局，长白山管委会住房城乡建设局、

公安局、民政局、司法局、自然资源局、市场监督管理局，梅河口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人民法院、公安局、民政局、司法局、自然资源局、市场监督管理

局，各县（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房产局、执法局、人民法院、公安局、民政

局、司法局、自然资源局、市场监督管理局：  

    现将《吉林省物业纠纷调解规定》予以印发，请各地各部门加强领导、

科学统筹、密切配合，并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附件：吉林省物业纠纷调解规定  

    

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吉林省公安厅 吉林省民政厅  

    

吉林省司法厅 吉林省自然资源厅  

    

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  



2022 年 10 月 18 日  

  

   

  

吉林省物业纠纷调解规定 

  

  第一条 为了规范物业纠纷调解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

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物业管理条例》《吉林省物业管理条例》等法

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物业纠纷是指业主、物业使用人、物业服务人、业主大

会、业主委员会之间的各类民事纠纷。 

  第三条 物业纠纷调解应当坚持党建引领，由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负

责，由居（村）民委员会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物业纠纷。建立社区党组

织、居（村）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公安、司法等部门多方参与的多

元化解物业纠纷机制。 

  第四条 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通过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

在物业管理区域内显著位置长期公开等多种方式，宣传物业管理法律、法规、

多元化解物业纠纷机制，引导业主、物业服务人等通过调解、和解等非诉讼方

式化解纠纷。 

  第五条 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建立由社区党组织、居（村）民委

员会、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委员会）、业主、物业服务人、物业服务行业协

会、各相关单位等参加的联席会议制度，协调解决物业纠纷。 

  第六条 各相关单位按照各自职责依法做好物业纠纷调解工作： 

  （一）物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指导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调解物业纠

纷。 

  （二）公安机关对于请求协助调查高空抛物侵权人、协助解决物业服务人

交接、退出等物业纠纷的，应当及时予以协助，并参与物业纠纷调解，化解群

体性物业纠纷。 



  （三）司法行政部门负责加强与物业行政主管部门的协调配合，指导街道

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和居（村）民委员会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物业纠

纷，定期对人民调解员进行业务培训。 

  （四）自然资源、市场监管等其他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配合做好

物业纠纷调解工作。 

  （五）业主委员会定期组织召开业主大会会议或者定期听取业主意见，了

解物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加强与物业服务人、业主之间的协调沟通，妥善调

解物业纠纷。 

  （六）物业服务人根据物业纠纷事项，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参加

物业纠纷调解工作。 

  （七）物业服务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规范行业经营行为，协调物

业服务人积极参与物业纠纷调解工作。 

  第七条 当事人在物业纠纷调解活动中享有下列权利： 

  （一）选择或者接受人民调解员； 

  （二）接受调解、拒绝调解或者要求终止调解； 

  （三）要求调解公开进行或者不公开进行； 

  （四）自主表达意愿、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第八条 当事人在物业纠纷调解活动中履行下列义务： 

  （一）如实陈述纠纷事实； 

  （二）遵守调解现场秩序，尊重人民调解员； 

  （三）尊重对方当事人行使权利。 

  第九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物业纠纷一般按照下列方式予以调解： 

  （一）业主（物业使用人）之间的民事纠纷，可以邀请单元长、楼栋长、
网格长参与调解；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也可以邀请当事人的亲属、邻里、同

事等参与调解。 

  （二）对欠缴物业费、新旧物业服务人交接等物业纠纷，可以由业主委员

会先行组织业主或者物业服务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

及时召集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人和业主进行调解。 



  （三）涉及需要进行第三方评估的，当事人可以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

评估报告，作为物业纠纷调解的参考依据。 

  物业纠纷涉及多个部门、情况复杂的，应当及时上报街道办事处、乡镇人

民政府组织召开联席会议，进行协调解决。 

  第十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在调解物业纠纷过程中，发现纠纷有可能激化的，

应当采取有针对性的预防措施；对有可能引起治安案件、刑事案件的纠纷，应

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报告。 

  第十一条 调解不成的，当事人拒绝调解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终止对物

业纠纷的调解，做好疏导和解释工作，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告知当

事人可以依法通过仲裁、行政、司法等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 

  第十二条 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协议的，可以制作调解协议书。当事

人认为无需制作调解协议书的，可以采取口头协议方式，人民调解员应当记录

协议内容。 

  第十三条 调解协议书可以载明下列事项： 

  （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二）纠纷的主要事实、争议事项以及各方当事人的责任； 

  （三）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内容，履行的方式、期限。 

  调解协议书自各方当事人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人民调解员签名并加盖

人民调解委员会印章之日起生效。调解协议书由当事人各执一份，人民调解委
员会留存一份。 

  第十四条 口头调解协议自各方当事人达成协议之日起生效。 

  第十五条 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

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 

  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对调解协议的履行情况进行监督，督促当事人履行约

定的义务。 

  第十六条 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当事人之间就调解协议

的履行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发生争议的，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第十七条 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双方当事人认为有必要

的，可以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人民法

院应当及时对调解协议进行审查，依法确认调解协议的效力。 



  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调解协议有效，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

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调解协议无效的，当事人可以通过人民调解方式变更原

调解协议或者达成新的调解协议，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八条 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物业纠纷调解统计分析制

度，对物业纠纷调解情况进行分类统计和分析研判，适时组织开展物业纠纷预

防和风险排查工作。 

  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 2022 年 10 月 20 日起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