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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法制办近十年首次举行公开立法听证会，讨论房屋征收与补偿

““超超3300%%反反对对即即不不征征收收””引引热热议议
本报济南8月1日讯（记者

张榕博） 30%居民反对便不可
征收，是否少数人“绑架”多数
人？如何界定“公共利益”，才能
保证不滥用强拆权？1日，我省法
制办近十年来首次公开立法听
证会在济南举行，立法听证围绕
替换现有拆迁条例的《山东省国
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草案）》进行。据悉，该《条例草
案》将于9月提请省人大常委会
审议。

“有些情况是产权人同意
‘拆迁’，承租人不同意。对不起，
‘拆迁’说习惯了，应该是房屋征
收。”1日上午，随着“拆迁”和“房
屋征收”两个用词在听证会陈述
人发言时“过渡”，《山东省国有
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草
案）》正式替换《山东省城市房
屋拆迁管理条例》也进入倒计
时。省法制办有关负责人表示，

《条例（草案）》是今年省人大、
省政府确保的立法项目，考虑
到这件法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
因此作为向社会公开听证的立
法项目。

当天上午，来自泰安、潍坊、
青岛、日照、烟台的法学教师、房
屋拆迁办工作人员、知名律师等
1 0名陈述人和高校学生、拆迁
户、农民和企业职工等10名旁听
人参加了听证会。听证会上，陈
述人围绕公共利益界定范围、征
收一词是否具有强制性，最低面
积补偿是否合理等问题展开陈
述和讨论。特别是公众关注的第
十五条，“超过30%的被征收人
提出不同意征收的书面意见，不
得作出房屋征收”这条限定条
款，成为当天热议的焦点。陈述
人郭振亮表示，此次立法立场，

“站在”被征收人一边，第十五条
正是保障大多数公民权益的“硬
杠杠”。

省住建厅政策法规处处长
潘岚君告诉记者，现行的拆迁条
例规定，只有关乎公共利益的拆
迁行为才允许“强拆”，而对于旧
城改造、商业开发则未作出明确
规定，也缺少相关限定和规范拆
迁过程中房屋征收与补偿行为
的条款。在实际的房屋征收过程
中，容易在拆迁部门和被拆迁人
之间产生误解和矛盾。为此，省
法制办专门前往十七市调研，并
召集省信访局、历下区人民法院
以及省附议办公室征集意见。省
法制办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

《条例（草案）》既要维护公共利
益、国民经济发展需要，也要保
障公民合法权益，此次公开听证
会后还将进一步完善，最终将在
9月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

本报济南8月1日讯（记者 马
云云 实习生 吴霞） 1日，山东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发
布《法治山东建设纲要》（以下简称

“纲要”）。这是我省首个关于“法治
山东”的纲要，规划了法治山东建
设的路线图，是建设法治山东的纲
领性文件，标志着我省法治建设将
进入全面推进的新阶段。

纲要分为3大部分13项内容，
共47条，提出在2020年之前，基本
实现我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
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的法治化。

将法治山东建设细化为1 1
个方面，提出了41项主要任务。
这1 1个方面主要包括加强民主
政治建设、加强和改进地方立
法、加快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推
进公正司法、加强权力运行制约

和监督、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加
强法律服务、加强经济法治建
设、社会法治建设等。

我省作为文化大省，拥有丰厚
的文化基础资源，纲要围绕建设文
化强省战略，将“加强文化法治建
设”作为单独一项内容予以阐述。
此外，鉴于生态文明建设是党的十
八大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是关系
子孙后代的百年大计，纲要专门将

“加强生态文明法治建设”列为一
项内容，特别对建立完善治理环境
污染、打击破坏生态行为法律法规
体系提出要求。

纲要要求，各级党委、政府把
法治山东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
总体规划，依照有关规定纳入科学
发展综合考核体系，纳入领导干部
任期目标管理责任制，将各项任务
分解到系统、部门、单位。

“如果30%的被征收人不同
意，旧城改建就要停止，那70%被
征收人的权益如何保障？”陈述
中，对于公众关注的第十五条，

“超过30%的被征收人提出不同意
征收的书面意见，不得作出房屋征
收”这条限定条款，烟台大学法学
院教师王洪平认为，不排除拆迁过
程中少数人恶意串联，少数人“绑
架”多数人，导致城市规划和建设
遇阻，现实中也具有不可操作性，
因此建议取消这一限定标准。

对此表示赞同的还有有过房
屋开发和拆迁经历的陈述人张明
礼和陈绍全以及律师徐泰可。从

2004年主持当地拆迁工作的张明
礼表示，旧城改建也属于公共利
益范畴，不应设立限定条款，与上
位法保持一致。陈绍全则认为，依
照规划法，公民有服从规划的义
务。“上位法已经防止地方政府假
借公共利益进行商业开发，因此
这一限定条款应当废除。”一位陈
述人表示。

但泰安居民刘广博、青岛媒
体人郭振亮以及公司高管徐杰则
对这一条款表示支持。“低于30%

可能真的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或者低于30%便难以真正表达民
意，我认为30%限定可行。”刘广博

表示。而郭振亮认为，如果任何房
屋征求都可以划归到“公共利益”
原则，那这种概念擦边球便可能
导致政府滥用“强拆”权，无法保
障公民权益。

对此，多位陈述人建议调
整限定比例，或将赞成和反对
限定人数同时列入，以保证公
平。省法制办有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这一条款既保证一些地
区居民“盼拆迁改造”的心愿，
同时还要维护少部分人的公民
权益，“30%放在征收、补偿方案
出台前后，还是分户补偿协议
期间，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

少数人VS多数人

为保障被征收人居住条
件，《条例（草案）》规定，被征收
人只有一套住宅且建筑面积低
于45平米的，按最低不低于45平
米给与补偿。省住建厅有关负责
人表示，目前我省最低补偿面积

在45平米以上，有些甚至超过了
50平米。

对此，大部分陈述人表示合
理，但是一位陈述人也表示了担
忧：“现在住房联网系统尚未完
善，如何保证只有一套这个情况

属实？”另外，对于目前旧城改造
逐渐高层化趋势，郭振亮认为，应
该考虑高层建筑公摊面积过大这
一情况，“可以考虑把公摊面积纳
入补偿范围，或者以套内面积计
算，进行补偿计算。”郭振亮表示。

关键词

公摊VS套内

在一些城市的拆迁过程中，
由于拆迁补偿标准不一，造成一
些拆迁户“越拆越远”，所得补偿
不及原居住条件。在《条例（草案）》
第十九条中，应该按照何种标准
确定补偿也成为热议的议题。

“我们参照了多地的经验
做法，各地一般按照同一地段

新建商品住房价格的90%作为
评估标准，最终具体标准由各
地决定。”省住建厅有关负责人
表示。第十九条的规定是保证
住宅被征收人能够在同区位买
到不少于原征收面积的新房，
居住条件不降低，有改善。同时
规定地方政府公布最低补偿标

准，防止同区位被征收补偿标
准悬殊过大。

不过，媒体人郭振亮表示，
新建商品房在区位、楼层甚至
风水上有价格差异，征收标准
也应该考虑参照新建商品房一
房多价的方式，而不是一刀切。

本报记者 张榕博

●关键词

一刀切VS一房多价

““法法治治山山东东””画画出出首首张张路路线线图图
囊括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等11方面内容

纲要出台历时3年，经21次大改

讨论热点

山东省司法厅
厅长王本群介绍，
从1986年开始，我
省连续实施了6个
五年普法规划、4个
依法治省五年规
划。在我省“六五”
普 法 规 划 和

《2011—2015年依
法治省规划》中明
确提出了法治山东
建设的目标任务和
要求。

2011年初，省
司法厅、省普法办
向省全民普法依法
治理工作领导小组
提出《关于开展法
治山东建设的建
议》，得到省委、省
人大、省政府、省政
协主要领导同志的
一致同意。

省普法办成立
了《纲要》起草小
组，并于2012年5月
完成了《纲要》初
稿。党的十八大以
后，又对《纲要》进
行了修改完善。

2013年12月
对《纲要》进行深
入讨论研究，形
成了送审稿。

今年5月中旬，省
普法办向省委、省政
府报送了《关于以省
委、省政府名义出台

〈法治山东建设纲要〉
的请示》。在完成相关
程序后，省委书记姜
异康，省委副书记、省
长郭树清分别于6月
28日、26日签署意见，
批准印发《纲要》。

本报记者 马云云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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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法制办近十年来首次公开立法听证会在济南举行，陈述人正在表达自己的意见。 本报记者 张榕博 摄

●30%反对，剩余70%

的权益如何保障？

●“最低面积”该怎么

算？

●征收补偿该用哪种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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