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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房地产管理处 

工作简报 

2014 年第 1 期（总第 6 期） 

 

房地产管理处综合办公室编                             2014 年 1 月 22 日 

 

本期导读 

住房工作 

◇ 稳步推进老家属区动用维修基金维修工作 

◇ 退休人员住房公积金和住房补贴提取业务实现多部门联办 

公用房工作 

◇ 开展公用房资源及高层次引进人才公用房保障调研工作 

◇ 正式启动发展用房、周转用房和院系超编用房资源使用费收费工作 

◇ 积极推进公共资源共享机制建设工作 

◇ 部分公用房调整进展情况 

地产工作 

◇ 顺利完成华家池部分土地出让工作 

◇ 完成我校潘板实验茶场土地证办理工作 

行政设备工作 

◇ 开通行政设备服务系统并启动家具资产自查核对工作 

历保工作 

◇ 之江校区保护工程项目获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专项补助资金 1600 余万元 

◇ 百年老楼，岁月回眸——走进之江校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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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房工作 

稳步推进老家属区动用维修基金维修工作 

2013 年下半年以来，部分未实行物业管理的老家属区业主陆续向学校反映，

房屋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需要维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中华人民

共和国财政部令第 165 号《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和《浙江省省直单位公

有住房售后维修基金管理使用规定》（省直基发[2013]2 号）（2013 年 6 月 19 日

开始执行）等相关文件规定，老家属区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和改造可

以申请使用房屋售后维修基金进行维修。申请使用维修基金的，由业主持产权证

复印件向业主委员会、原售房单位、物业管理单位、专业维修机构中的任一家单

位提出维修申请，接受业主维修申请的单位根据维修和更新、改造项目提出维修

基金使用方案，经公示同意后组织实施。所需的维修费用，按业主拥有的房屋建

筑面积比例分摊，分摊的维修费用在业主维修基金账户内列支，先使用分户利息，

再使用本金，使用本金不得超过原维修基金本金的 70%。上述资金仍不足以支付

维修费用的，不足部分由相关房屋所有权人筹措。 

根据文件精神，我校作为原售房单位，也是接受业主维修申请的受理主体之

一。为更好地履行职责，向教职工提供便捷服务，我处认真研习了新政策，及时、

积极与政府相关部门、校内兄弟部门对接沟通，共同探讨我校老家属区维修基金

使用新模式。希望能够通过理顺体制、规范管理和完善流程等途径，弥补省直单

位公有住房售后维修基金使用不够便捷的缺陷，提高办事效率，加快维修进程，

切实维护广大教职工的利益。 

为方便教职工，我处还特别制作了《老家属区维修工作提示卡》，以“问与

答”的形式对维修基金政策和流程进行了具体介绍，也对一些相关事项进行了特

别提示。截止到目前，我处已对十余幢房屋共用部位、共用设施的维修启动动用

维修基金流程，部分通过公示且筹足维修资金的已顺利实施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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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人员住房公积金和住房补贴提取业务实现多部门联办 

为加强机关“精管理、大服务”的工作理念和贯彻落实办事大厅优化办事流

程、推进多部门联办的要求，房地产管理处在一线工作探索过程中，联合人事处

和离退休处实现了退休人员住房公积金和住房补贴提取业务的联办。 

为推进本次联办业务，办事大厅管理中心给予了高度重视，多次在三个部门

间推动协调。人事处和离退休处也积极配合并结合实际情况在工作衔接、提取时

间上提出了宝贵建议。通过多个部门的几次商讨，最终决定：对于 2013 年 12

月退休人员，办理住房公积金和住房补贴提取事项时，不再需要退休人员前往办

事大厅房地产管理处窗口提交相关资料，而改由人事处和离退休处直接提供给房

地产管理处，由房地产处为广大退休人员统一提取，住房公积金直接打入退休人

员工资卡中，住房补贴存单通知退休人员方便时领取。今后退休人员住房公积金

和住房补贴提取业务均按此流程操作。 

通过多个机关部门协同办理、共同努力，一方面，退休人员的住房公积金和

住房补贴的提取更加高效、便捷，不仅省去退休人员专门前来学校提交材料的步

骤而且能在最快时间实现提取；另一方面也是机关转变工作思路、提高服务效能

的积极表现，切实体现了“一流管理、服务师生”的工作理念。 

 

 

 公用房工作 

开展公用房资源及高层次引进人才公用房保障调研工作 

为进一步推进公用房管理改革、提高公用房使用效益，通过有偿使用调节机

制优化公用房资源配置、保障高层次引进人才需求，根据 2013 年 6 月 14 日校务

会议精神以及6月17日张土乔副校长主持召开的公用房管理专题会议工作部署，

6月 18 日至 6月 28 日，由两办、纪委办、发展规划处、人事处、科研院、社科

院、计财处、房地产处等部门人员组成的调研小组，到各个院系、20 余家研究

机构、3家分析测试平台等用房单位进行调研。 

调研组实地查看了相关单位的用房现状、使用效率等，发现个别单位的公用

房使用效率仍有待进一步提高，二级管理单位应更好地发挥内部空间布局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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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同时，调研组就公用房有偿使用收费推进情况、公用房资源使用效率等与

用房单位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沟通和交流，用房单位向调研组反映了“完善公用房

管理制度、拓宽公用房资源使用费经费来源与经费渠道”等相关意见建议。调研

组分析研究了调研情况，结合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征求的意见建议以及房地产

处汇报的我校储备用房的基本情况，经讨论提出了“修改完善公用房管理制度、

提高公用房资源使用效率、推进公用房有偿使用调节机制的有效落实”等相关工

作建议以及高层次引进人才公用房保障的配置建议，并提交校务会议讨论。 

正式启动发展用房、周转用房和院系超编用房资源使用费收费工作 

为了落实公用房资源有偿使用调节机制、提高公用房资源使用效益，我处于

2013 年 12 月 2 日发布了《关于缴纳 2013 年发展用房、周转用房和院系超编用

房资源使用费的通知》，启动了 2013 年公用房资源使用费收费工作。 

按照《浙江大学教学、科研用房管理办法》（试行）（浙大发房[2006]1 号），

根据学校人事处、科研院、社科院、本科生院、研究生院等相关职能部门提供的

定编参数，我处对各院系 2013 年公用房进行了定编核算，同时对院系实际用房

情况进行了核对确认。对用房超编的院系，我处工作人员逐一就院系现用房情况、

定编面积、收费标准、学校收费政策等和院系进行沟通，以更好地落实院系超编

用房有偿使用收费工作。 

关于发展用房的有偿使用，根据第十二次公用房工作领导小组决定，并经科

研院、社科院、发展规划处分别会同房地产管理处研究，原先列入发展用房收费

的部分研究基地、交叉研究中心、985 平台的公用房以及行政挂靠在院系的研究

单位，计入业务最紧密的院系统一进行定编核算，实行有偿使用。 

我处将继续做好有偿使用收费相关工作，推进有偿使用调节机制的有效落

实。 

积极推进公共资源共享机制建设工作 

建立公共资源共享机制是学校“落实办学自主权、完善内部运行机制体制”

改革试点任务之一。2013 年 4 月，学校贯彻落实《浙江大学关于改进工作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的若干规定》将“制定校内教室、会议场所、体育场馆、多功能厅

等场馆管理办法，优先为师生活动提供优质、优惠的服务”作为一项重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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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学校部署，我处积极配合两办做好相关工作，与公共资源的具体管理部

门进行沟通，详细整理场馆的具体信息、申请流程、申请表格等，收集相关单位

对于共享管理的意见建议。同时，多次参加两办召集的系统需求研讨会、方案建

设讨论会，并会同信息中心配合两办做好公共场馆共享服务平台的采购招标与竞

争性谈判等工作。2013 年 11 月 28 日，浙江大学公共场馆共享服务平台正式上

线公开测试，统一发布约 100 间会议室的开放信息，面向全校受理使用申请。下

一步我处将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进一步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积极推进教室、

学生活动用房、体育馆等资源纳入公共场馆共享服务平台。 

2013 年 7 月-12 月部分公用房调整进展情况 

调整 

事宜 

用房 

单位 

调整情况 

 

 

公管学院 

新分配用房：公管学院已基本搬迁至蒙民伟楼 1 至 3 层，实现了院

系用房的集中与整合。 

原用房腾空：公管学院已腾空外经贸楼相关用房由学校调整给金融

研究院，正在腾空玉泉校区工商楼相关用房由学校准备调整给数学

系，并已腾空华家池校区科学楼绝大部分用房用于解决神经科学技

术交叉研究所用房需求。 

 

 

计算机学院 

新用房分配：玉泉校区建筑设计院大楼全部用房、紫金港校区蒙民

伟楼（306、308、310 室）、东一教学楼（509 室）调整给计算机学

院，基本解决计算机学院用房问题。 

原用房腾空：玉泉教十一 400 室已腾空由学校调整给信电系解决其

三年级本科生迁至玉泉校区的教学实验用房；教一 3 楼、工商楼 200

房间，预计于 2014 年 3 月下旬腾空。 

信电系 新用房分配：玉泉校区教十一 201、400 房间，外经贸楼 201、205

房间，解决信电系三年级本科生迁至玉泉校区的教学实验用房需求。

原用房腾空：紫金港校区东四教学楼 117、315、316、317、318 已

完成腾空，东一教学楼 B 区 4 楼用房待搬迁结束后归还学校。 

化工系 分配玉泉校区教四 422-1 房间给化工系，解决其“千人计划”教授

用房；分配西溪校区西七教学楼 510、529、531、533 房间给化工系，

解决其高性能碳纤维团队用房需求。 

高分子系 分配西溪校区西七教学楼 243、247、249 房间给高分子系，解决其

中烟重大项目用房需求。 

 

 

 

 

 

 

 

 

 

院 系 空

间 布 局

优 化 及

高 层 次

引 进 人

才 用 房

的配置 

医学院 房地产处等单位腾空医学院科研 A 楼相关用房，归还学校，由学校

调整给医学院解决其“千人计划”教授用房。 

2013 年 11 月，华家池校区中心大楼南楼 5 层、西楼 4-5 层基本完成

装修，目前正与医学院协调其华家池校区用房的搬迁与腾空问题。 

 

 

神经科学技

术交叉研究

根据学校党委常委会决议，公管学院、分析测试中心等单位腾空的

科学楼所有用房，调整给神经科学技术交叉研究所，目前大部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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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房已腾空。 

纳米技术研

究院 

纳米技术研究院迁入紫金港校区纳米研究院大楼，2013 年 9 月已交

还华家池校区老图书馆相关用房。 

生命科学研

究院 

生命科学研究院迁入紫金港校区纳米研究院大楼四楼、五楼。根据

调整协议，生命科学研究院需腾空医学科研 A楼相关用房交还学校。

先进技术研

究院 

先进技术研究院已整体迁入智泉大楼，军工一期用房预计于 2014 年

初腾空归还学校。 

校 设 研

究机构、

平 台 中

心 等 用

房 调 整

与配置 

发展战略研

究院 

根据学校专题协调会决议，外事处腾空图书信息 C 楼的 1200、1205

房间，以及管理学院分隔出图书信息 C 楼 905 房间一半面积，调整

作为发展战略研究院用房。目前正在沟通协调其原用房的腾空工作。

发展联络办 迁入紫金港校区校友楼 1 楼 2 楼，已腾空蒙民伟楼相关用房由学校

调整给公管学院。 

外事处 迁入紫金港校区校友楼 3 楼，已腾空图书信息 C楼 12 楼相关用房由

学校调整给发展战略研究院。 

房地产处 新用房分配搬迁至纳米研究院大楼 2 楼，已腾空医学科研 A 楼所有

用房，解决医学院“千人计划”教授用房。 

继续教育管

理处 

搬迁至纳米研究院大楼 3 楼，已腾空医学科研 A 楼所有用房交还学

校。 

 

 

 

校 部 机

关 用 房

调整 

实验室设备

处 

实验室设备处紫金港校区办公室搬迁至纳米研究院大楼 319 房间，

已腾空医学院综合楼相关用房交还学校。 

转化医学研

究院 

根据学校专题会议纪要决定，2011 年底华家池中心大楼北楼用房调

整给转化医学研究院。2013 年 11 月，该楼装修工程进行竣工验收，

基本完成装修。目前，正与转化医学院沟通协调用房分配与有偿使

用问题。 

 

其 他 用

房 调 整

与回收 

口腔医院建

设用地 

2011 年 12 月，华家池校区饲料所已腾空交还学校。经多次沟通协调，

2013 年 5 月，环境工程研究所用房已腾空交还学校。我处将继续根

据学校部署做好相关工作。 

 

 

 地产工作 

顺利完成华家池部分土地出让工作 

    3 年多来，在省市领导和各职能部门的支持下，在学校党委和行政的高度重

视下，在学校主要领导的关心和指导下，在学校相关部门配合下，经过广大教职

工的共同努力，克服了种种困难，完成了农生环组团搬迁、规划报批、环境评估、

房屋拆除、绿化迁移等各期前期工作，最终在 2013 年 9 月 5 日，在杭州市市民

中心进行了现场挂牌竞买，华家池校区凯旋单元 fg04-c2/r21-03 、

fg03-c2/r21-02、fg02-c2/r21-01 号 3 宗土地共计 159822 平方米（约 240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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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由绿地地产集团、常州世茂房地产有限公司、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竞得，以人民币 136.7318 亿元成功出让，学校土地置换工作基本划上圆满的

句号。 

完成我校潘板实验茶场土地证办理工作 

余杭潘板实验茶场地块于 1965 年底遵照省委领导的决定划拨给原浙江农业

大学，在 1989 年以及四校合并后，曾两次向余杭国土局申请办理土地使用证，

但因没有划拨土地的书面材料、资料遗失、土地权属依据不足等原因，办证工作

一直进展不大。 

潘板实验茶场是我校最大的一块没有土地证的土地，位于余杭区径山镇小古

城村，为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2012 年 5 月，我们对原有的办证资料重新进

行了整理，并到余杭国土局搜索该地块及周边土地来源依据，得到了该地块来源

的资料，经多次与余杭国土局相关工作人员沟通，在土地权属依据还不是很充分

的情况下，要求我校先进行土地测绘工作。在学校上级领导的支持下，同年 9

月，开始了该地块的土地测绘工作，测绘工作得到该地块使用单位农学院茶学系、

潘板实验农场领导和相关工作人员的大力支持，先后完成了宗地测绘成果、相邻

单位界址确认、原土地使用单位的主管单位签字确认等工作。余杭国土局从实际

情况考虑，2013 年 7 月，依法为我校潘板实验茶场颁发了二本国有土地使用证，

土地证号分别为杭余国用（2013）12-530 号和杭余国用（2013）12-531 号，土

地面积合计为 95898.7 平方米（约 144 亩）。 

 

 

 行政设备工作 

开通行政设备服务系统并启动家具资产自查核对工作 

截止 2013 年底，我校家具资产总量已达 46 万余件，总金额 2.5 亿余元。

11 月底，为进一步理清家具资产数据，使家具资产“帐帐相符”、“帐实相符”，

分批启动了各院系、部处等单位家具资产自查核对工作。第一批自查核对单位为

在紫金港校区办公的 52 个单位，总计家具资产 24 万余件，涉及金额 1.4 亿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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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资产核对数据量大，工作繁重，特别是可移动性强的椅凳类等批量家具，在

核对时难度大。在年末各项工作扎堆的时候，家具核对工作得到各单位的支持与

配合。 

本次自查核对工作首次使用信息化手段。家具资产管理员通过“行政设备

服务系统”对家具资产进行帐物核对，按实际情况分类处理。此外，教职工可以

通过“行政设备服务系统”，在线办理家具资产的自购、维修、调剂等申请；各

单位的家具资产管理员还可查看、维护本单位的家具资产帐，填报家具资产配置、

报废申请和资产清查等。通过学校和院系部处的二级管理，使用信息化手段，有

效提高家具资产管理的效率和资产数据更新的实时性，使家具资产管理更加规

范。 

 

 

 历保工作 

之江校区保护工程项目获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 

专项补助资金 1600 余万元 

2013 年 9 月，教育部下达了《关于申报 2013 年国家重点文物保护专项补助

资金的通知》。根据学校领导相关批示，我处会同后勤管理处、考古与艺术博物

馆、档案馆等部门，梳理分析了之江校区文物建筑修缮情况与史料收集编研情况，

配合计财处做好补助资金申报工作。2013 年 11 月，之江校区两个保护工程项目

获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专项补助资金 1649 万元，其中“1号楼、5号楼、图书馆、

主楼”保护项目 915 万元，“白房、钟楼、小礼堂”保护项目 734 万元。   

2013 年 11 月 13 日上午，由计财处、后勤处、房地产处组织召开了专题协

调会，落实文物保护专项补助资金的相关后续工作，并讨论了 2013 年 10 月教育

部下达的《关于开展直属高校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及博物馆管理运行情况调查

的通知》的填报事宜。根据会议部署，房地产处会同后勤处配合计财处向教育部

填报了之江校区文物建筑的长期保护计划与资金测算。我处历史文物建筑保护管

理办公室将在后续工作中积极会同后勤处做好之江校区白房、钟楼、小礼堂的立

项、方案报批、修缮资料整理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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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老楼 历史回眸 

                    ——走进之江校区（三） 

本期“百年老楼，岁月回眸”为您介绍之江校

区第一批建造的 8幢校舍之一：灰房，以及曾居

住于此楼的李培恩校长。 

之江校区灰房，建成于 1910 年，又名康沃斯

楼（Converse Residence）。该楼为西式别墅，由

美国工程师绘图设计，中国工匠建造，共 3层，

建筑面积 334 平方米，地上二层，局部三层。原

墙面为清水砖墙砌筑，20 世纪 70 年代改水泥拉毛

墙面，两层外廊东西两侧的洞亦被用砖封堵。
1
 据

《之江大学旧址建筑史初探》记载，李培恩先生

一家曾在灰房居住，因此该楼又称为院长住宅。 

李培恩先生毕业于之江大学的前身育英义

塾，1929 年受校董事会聘任担任之江文理学院

代理校长，1930 年起正式担任校长。1937 年抗

战开始至 1949 年杭州解放，李培恩校长带领全

校师生辗转皖南屯溪、上海、福建邵武、贵阳

花溪、重庆等多地，在战火纷飞中克服重重困

难坚持办学。1939 年校董会提议将“之江文理

学院”改制“之江大学”，李培恩校长亲自赴渝

申请立案，1940 年得到教育部批准，改名“私

立之江大学”。 1949 年 5 月杭州解放，李培恩

先生辞去校长职务。 

李培恩校长从育英义塾开始就生活在这个学校，对之江大学非常有感情。他

担任校长后，尽力拓展学校，学生数、教职员工数逐年增加，同时增建校舍，陆

续兴建图书馆、科学馆、教职员工宿舍、体育用房等。在他的带领下，之江大学

                                                              
1
张吉.之江大学旧址建筑史初探.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第 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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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成为了当时比较有名的教会大学。李培恩校长十分注重人才

引进，聘请许多知名学者来充实教学第一线，著名的词学家夏承焘先生、著名的

教育家、文字学家林汉达先生都曾在之江大学任教。身为校长，李培恩先生本人

亲自坚持在教学第一线，为商学院高年级学生讲课和指导，批改毕业论文，还严

厉拒绝当局到学校逮捕进步学生。1946 年春，学校开始整修杭州校舍，当年冬，

之江大学在杭州母校举行百年校庆，由李培恩校长主持，各地校友派代表来杭参

加庆典，盛况空前。1948 年，之江同学会为纪念李培恩校长担任校长 20 周年暨

花甲之年举行了庆祝活动。1949 年杭州解放前夕，之江大学在沪杭学生达到一

千余人，教职员工一百余人。虽然之江大学已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是李培恩校

长孜孜不倦的办学精神和对教育事业的执着忠诚仍旧值得我们怀念。 

值得一提的是，李培恩校长与同城的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先生私交很深，在

公事上也相互予以支持。他们都是杭州“扶轮社”（留学生组织）成员。1936 年

竺可桢先生来杭主持浙大，6月举行浙大学生毕业典礼时，就请李先生到会并讲

话。日后，也常常互相邀请到对方学校演讲。抗战开始时学校撤退的计划以及抗

战后学校重建的打算，他们都互通情况，这一切在《竺可桢日记》中都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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