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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D_83_E6_B3_95_E5_c36_170139.htm 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

议１６日上午高票通过物权法。这部法律历经了１３年的酝

酿和广泛讨论，创造了中国立法史上单部法律草案审议次数

最多的纪录。 物权法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

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这部法律被认为对于推进经济改革和建设法治国家都有着重

大意义，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完善，政治文明迈

出了重要一步。 参加表决的近３０００名人大代表以２７９

９票赞成、５２票反对、３７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物

权法。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宣布法律通过时，会

场响起长时间的掌声。 物权法是一部规范财产关系的民事基

本法律，调整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民事关系。这部法

律被认为全面准确体现了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维护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秩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家福教授认

为，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只讲所有制，不讲所有权，没

有物权法。结果不同程度造成国家、集体和私人财产遭到侵

犯甚至被摧毁。 他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大、最深刻的

变革之一就是逐步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权制度，“有

恒产者有恒心”，保护国家与公民的财产权利，从而在２０

多年中激发了中国１３亿人创造财富、爱护财富和积累财富

的热情，推动着经济发展。 物权法起草工作始于１９９３年

。从２００２年１２月起，全国人大其及常委会先后进行了

８次审议，其间向社会全文公布征求意见，并召开了１００



多次座谈会、立法论证会听取各方意见。 “物权立法的过程

，既是向广大百姓普及物权概念的过程，也是各方面不同意

见通过民主协商最终取得一致的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法

学所研究员孙宪忠说：“它的出台，被看作是中国最高立法

机关坚持民主立法、科学立法的典范。” 物权法分为总则、

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占有等五编，共２４７条，

将于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 根据物权法，国家巩固

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物权法对国有财产作了明确规定并从五个方面强化了对国

有财产的保护。为了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

物权法规定：耕地、草地、林地的承包期届满，由土地承包

经营权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继续承包。 物权法规定，私人的

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破

坏。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说，这有利于激发民众

的创造、积累财富的积极性，促进社会和谐。 事实上，早在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

，要“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２００４年３月，

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首次写入了“公民

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一突破性规定，使私有财产

权上升为宪法权利。专家指出，国家保护的私人财产，当然

是合法的财产，非法取得财产非但不受法律保护，还要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城乡居民的房屋，

关系广大人民民众的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为此，物权

法对征收补偿的原则和内容作了规定。 孙宪忠说，物权法体

现了宪法精神。它体现了对不同物权主体实行平等保护的原

则，既尊重了国有财产，也保障着城市富裕人群和农村贫困



人口的利益，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