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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提升住房公积金管理

工作效率的实践研究
——以数字化的住房公积金管理系统建设为例

雷亚琴

（景德镇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江西景德镇  333000）

【摘要】住房公积金事关百姓民生，群众权益无小事，近年来为了解决了办事群众、“多跑办事路、重复搞材料”等工作效率

低下的问题，有的地区开始试点建设数字化的住房公积金管理系统。本文将以此为视角，通过调研分析的形式，论证数字化的住

房公积金管理系统符合群众诉求，确实能够提升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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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是在借鉴、学习新加坡相关制度而来

的一种推进“居者有其屋”概念的公共管理保障制度，具有强

制性、保障性和互助性的特点，专用于职工购房、租房、建

造、修缮自住房，个人和单位等缴存单位需遵循我国《住房公

积金管理条例》，按照一定比例将工资存入指定机构。可以说，

住房公积金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住房制度改革中的一项重要举

措，事关群众利益，受到群众监督。[1]

然而，据相关调查，我国大部分居民对国家现行的住房公

积金制度都缺乏全面的认知和了解。在普通群众眼中，虽然大

部分人都知道这是一项利民的优惠政策，但对具体涵盖内容，

缴存资金的依据等等业务信息知之甚少。与此同时，还有部分

曾经使用过住房公积金的群众认为办理手续和流程十分复杂，

耗时长，效率低，导致群众因为繁琐的手续宁愿选择相对更加

方便快捷的商业贷款进行房屋购买活动 ；再次就是贷款存在风

险，比如物权风险、欺诈风险、信用风险等。[2] 以上因素，都

将直接影响着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与完善的进程。

针对现行的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存在的弊端，近几年部分

地区开始试点建设数字化的住房公积金管理系统。一方面，通

过引入电子档案系统，有力解决纸质档案存在的办理流转繁琐、

鉴别真伪不便等问题 ；另一方面，贷款审批流程数字化，全部

线上流转，既能有效防控风险，又能实现业务政策的统一和规

范，将审批模式向分散受理、集中审批转变 ；再次，利用人工

智能领域的各类算法，处理工作数据阶段 ；运用描述性统计分

析，进行数据分析，得到改善工作的针对性强的建议。试水以后，

群众反馈也较为积极，同时也提供了更多的建议参考，为大数

据背景下提升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效率找寻到一条可行之路。

为了进一步验证数字化的住房公积金管理系统能够切实可

行于提升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效率，笔者进行了工作调研，对

某单位进行采样。调研借助问卷网系统，采用开放问卷的形式

展开，收回有效问卷 690 份。总体数据显示，被调查对象性别

比例适宜，年龄分布合理，因而得到的样本数据客观真实，据

此勾勒的全谱信息也比较全面，能够为分析在大数据下开展数

字化的住房公积金管理系统建设的可行性提供决策参考。

从调研人群分布来看，男性被调查者多于女性被调查者，

青年群体的被调查者占比最高。其中，男性被调查者有 453 人，

占比 65.65%，女性被调查者有 237 人，占比 34.35%，男性被

调查者略多于女性被调查者。其中，20 岁 -30 岁的被调查者

占比最高，高达 42.61%，有 294 人 ；30 岁 -40 岁、40 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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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和 50-60 岁以上的被调查者占比分别为 24.64%、20.73% 和

11.01% ；60 岁占比最小，被调查者占比为 1.01%，只有 7 位被

调查者回答。

针对调研问题，大多数人认为现行的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

的工作态度还是值得肯定的，但同时对人工方式下的公积金管

理工作标准化执行程度表示了担忧，担心人为因素会干扰正常

的贷款发放。

相较之下，住房公积金管理数字化系统更受群众欢迎。被

调查者表示最为认可的是住房公积金管理数字化系统解决了传

统人工工作流程不规范的问题。同时，他们认为住房公积金管

理数字化系统有利于便利群众，解决了因为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导致群众出现“反复跑腿”提交材料的情况。但同时需要注意

的是，调查对象认为在进行住房公积金管理数字化系统功能设

计时，应当设计一个辅助模块，弥补线上系统解决突发事件能

力不足的问题。

针对住房公积金管理数字化系统功能模块设计的问题，群

众认为应当设计包括档案管理功能、业务办理功能、突发事件

处理功能、公积金知识介绍功能、举报投诉功能等五个功能模

块，其中重点规划档案管理功能的设计。

（一）住房公积金申领材料审查情况情况

（1）住房公积金申领材料审查情况较为严格

A 表示“很严格，会仔细检查”；B 表示“一般严格，会检

查材料，但是没那么仔细”；C 表示“不严格，看一眼就放行通

过”；

有 53.17% 的被调查者表示相关工作人员审查申报材料很

严格，44.20% 的被调查者表示一般严格，只有 2.63% 的被调查

者表示审查材料不严格。综上所述，群众普遍认为工作人员都

能够尽职尽责对待工作，但是存在不能让所有人都满意的问题。

（二）群众对目前的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的态度

（1）大多数群众对目前的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总体表示认

可态度，但仍有 13.48% 被调查者表示不太接受。

男性被调查者中绝大多数被调查者能够接受 ；女性被调查

者中表示能够接受或者无所谓 ；但是需要提请相关部门注意，

仍然有 93 名被调查群众表示不太能够接受，拒绝比例达到参

与调研人数的 13.48%，说明目前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的满意度

还有一定成长空间。

（三）群众对数字化的住房公积金管理系统的态度

（1）群众更偏爱数字化的住房公积金管理系统

根据调研，有 62.32% 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数字化的住房公

积金管理系统，因此相对于人传统工作模式，群众更喜欢数字

化的住房公积金管理系统。

（2）数字化的住房公积金管理系统的优点

A 表示“更加方便、节省时间”；B 表示“可以提高业务办

理率”；C 表示可以打破信息孤岛，简化办理手续”；D 表示可

以精简各类证明材料，提高行政效能；E 表示“其它”。

492 位（71.30%）被调查者认为数字化的住房公积金管理

系统优点是更加方便、节省时间 ；341 位（49.42%）被调查者

认为可以提高业务办理率 ；而选择其它的部分被调查者认为可

以适应数字经济时代发展，推进数字型政府建设。

（四）群众对数字化的住房公积金管理系统的建议

（1）档案管理功能对优化数字化的住房公积金管理系统最

重要

根据调查问卷第 17 题——各种功能对优化数字化的住房

公积金管理系统的重要性排序，本文使用 SPSS 软件对其进行

分析。

首先，根据调查数据，利用 SPSS 软件进行频数分析，进

行异常值的处理 ；其次，根据被调查者的选择顺序，对不同选

择数据进行权重赋值，名次越高，表示该项的权重越高；然后，

根据选项权重计算出每项功能的总得分和平均得分 ；最后，将

平均得分记为综合得分，按照综合得分大小对各项功能进行排

序。

A、频数分析

本题共获得有效数据 690 份，按照不同功能统计出每种排

序的频数，得到结果如表 1 所示。

根据表 1 可知，被调查者中认为优化数字化的住房公积金

管理系统最重要的是档案管理功能，有 173 位被调查者将其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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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为 1 ；有 163 位被调查者将业务办理功能排序为 1 ；认为突

发事件处理功能对优化数字化的住房公积金管理系统最重要的

有 106 位被调查者。但是只看排序第一的频数无法确定哪一项

更重要，而不同排名所占的比重不同，因此接下来将对不同排

序进行权重赋值。

B、权重赋值

根据被调查者的排序，本文将按照排名进行权重赋值，排

名第一记 15 分，排名第二记 10 分，排名第三记 6 分，排名第

四记 3 分，排名第五记 1 分。

同时，按照上述权重赋值结果，将其绘制成折线图，结果

如图 1 所示。

根据图 1 可知，不管是从平均得分，还是总得分占比，都

可以明显展现出档案管理功能对优化数字化的住房公积金管理

系统最重要。

结论

纵观以上所有分析指标，虽然传统工作模式曾经有效的推

进了住房公积金制度深入人心，并且让许多群众受益，但是由

于执行人员的素质参差差异带来的工作流程不够标准化、科学

化，已经让群众愿意选择更为精细、标准的方式来替代它。因而，

数字化的住房公积金管理系统具备极大的可实施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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