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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号）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各级军事法院、各铁路运

输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各海事法院： 现将《关于审理房地

产管理法施行前房地产开发经营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印发

给你们，请贯彻执行。执行中有何问题，请及时报告我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关

于审理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前 房地产开发经营案件若干问题的

解管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７７７次会议讨论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以下简称房地产管

理法）已于１９９５年１月１日起施行。房地产管理法施行

后发生的房地产开发经营案件，应当严格按照房地产管理法

的规定处理。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前发生的房地产开发经营纠

纷，在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前或施行后诉讼到人民法院的，人

民法院应当依据当时的有关法律、政策规定，在查明事实、

分清是非的基础上，从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合情合理

的处理。现就各地人民法院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案件提出的

一些问题，解答如下： 一、关于房地产开发经营者的资格问

题 １、从事房地产的开发经营者，应当是具备企业法人条件

、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并发给营业执照的房地产开发企

业（含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 ２、不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资格的企业与他人签订的以房

地产开发经营为内容的合同，一般应当认定无效，但在一审



诉讼期间依法取得房地产开发经营资格的，可认定合同有效

。 二、关于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问题 ３、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的出让方，依法是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

出让合同应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与土地使用者签

订，其他部门、组织和个人为出让方与他人签订的出让合同

，应当认定无效。 ４、出让合同出让的只能是经依法批准的

国有土地使用权，对于出让集体土地使用权或未经依法批准

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５、出让合同出

让的土地使用权未依法办理审批、登记手续的，一般应当认

定合同无效，但在一审诉讼期间，对于出让集体土地使用权

依法补办了征用手续转为国有土地，并依法补办了出让手续

的，或者出让未经依法批准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依法补办了审

批、登记手续的，可认定合同有效。 三、关于国有土地使用

权的转让问题 ６、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合同，转让的土地

使用权未依法办理出让审批手续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但在一审诉讼期间，对于转让集体土地使用权，经有关主

管部门批准补办了征用手续转为国有土地，并依法办理了出

让手续的，或者转让未经依法批准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依法补

办了审批、登记手续的，可认定合同有效。 ７、转让合同的

转让方，应当是依法办理了土地使用权登记或变更登记手续

，取得土地使用证的土地使用者。未取得土地使用证的土地

使用者为转让方与他人签订的合同，一般应当认定无效，但

转让方已按出让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条件投资开发利用了土地

，在一审诉讼期间，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补办了土地使用

权登记或变更登记手续的，可认定合同有效。 ８、以出让方

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使用者虽已取得土地使用证，但未



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条件对土地进行投资开

发利用，与他人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一般应当认定

合同无效；如土地使用者已投入一定资金，但尚未达到出让

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条件，与他人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

没有其他违法行为的，经有关主管部门认可，同意其转让的

，可认定合同有效，责令当事人向有关主管部门补办土地使

用权转让登记手续。 ９、享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使用者未按

照项目建设的要求对土地进行开发建设，也未办理审批手续

和土地使用权转让手续，转让建设项目的，一般应当认定项

目转让和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合同无效；如符合土地使用权转

让条件的，可认定项目转让合同有效，责令当事人补办土地

使用权转让登记手续。 １０．以转让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

的使用年限，应当是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使用年限减

去原土地使用者已使用的年限后的剩余年限。转让合同约定

的土地使用年限超过剩余年限的，其超过部分无效。土地使

用年限，一般应从当事人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或变更登记手

续，取得土地使用证的次日起算，或者在合同中约定土地使

用年限的起算时间。 １１、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擅自改变土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土地用途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无

效，但在一审诉讼期间已补办批准手续的，可认定合同有效

。 １２、转让合同签订后，双方当事人应按合同约定和法律

规定，到有关主管部门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一方

拖延不办，并以未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为由主张合

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应责令当事人依法办理土地

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 １３、土地使用者与他人签订土地使

用权转让合同后，未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之前，又



另与他人就同一土地使用权签订转让合同，并依法办理了土

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的，土地使用权应由办理土地使用权

变更登记手续的受让方取得。转让方给前一合同的受让方造

成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１４、土地使用者就

同一土地使用权分别与几方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均未

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的，一般应当认定各合同无效

；如其中某一合同的受让方已实际占有和使用土地，并对土

地投资开发利用的，经有关主管部门同意，补办了土地使用

权变更登记手续的，可认定该合同有效。转让方给其他合同

的受让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四、关于

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抵押问题 １５、土地使用者未办理土地使

用权抵押登记手续，将土地使用权进行抵押的，应当认定抵

押合同无效。 １６、土地使用者未办理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

手续将土地使用权抵押后，又与他人就同一土地使用权签订

抵押合同，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的，应当认定后一个抵押

合同有效。 １７、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为标的

物签订的抵押合同，一般应当认定无效，但在一审诉讼期间

，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依法补办了出让手续的，可认定合

同有效。 五、关于以国有土地使用权投资合作建房问题 １８

、享有土地使用权的一方以土地使用权作为投资与他人合作

建房，签订的合建合同是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的一种特殊形

式，除办理合建审批手续外，还应依法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

登记手续。未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的，一般应当认

定合建合同无效，但双方已实际履行了合同，或房屋已基本

建成，又无其他违法行为的，可认定合建合同有效，并责令

当事人补办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 １９、当事人签订合



建合同，依法办理了合建审批手续和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

续的，不因合建一方没有房地产开发经营权而认定合同无效

。 ２０、以划拨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一方，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施行前，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以其使用

的土地作为投资与他人合作建房的，可认定合建合同有效。 

２１、《条例》施行后，以划拨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

一方未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以其土地使用权作为投资

与他人合建房屋的，应认定合建合同无效，但在一审诉讼期

间，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依法补办了出让手续的，可认定

合同有效。 ２２、名为合作建房，实为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合

同，可按合同实际性质处理。如土地使用权的转让符合法律

规定的，可认定合同有效，不因以合作建房为名而认定合同

无效。 ２３、合建合同对房地产权属有约定的，按合同约定

确认权属；约定不明确的，可依据双方投资以及对房屋管理

使用等情况，确认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的权属。 六、关

于商品房的预售问题 ２４、商品房的预售方，没有取得土地

使用证，也没有投入开发建设资金进行施工建设，预售商品

房的，应当认定商品房预售合同无效。 ２５、商品房的预售

方，没有取得土地使用证，但投入一定的开发建设资金，进

行了施工建设，预售商品房的，在一审诉讼期间补办了土地

使用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可认定预售合同有效。 ２

６、商品房的预售方，持有土地使用证，也投入一定的开发

建设资金，进行了施工建设，预售商品房的，在一审诉讼期

间办理了预售许可证明的，可认定预售合同有效。 ２７、预

售商品房合同签订后，预购方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之前，



预售方未经预购方同意，又就同一预售商品房与他人签订预

售合同的，应认定后一个预售合同无效；如后一个合同的预

购方已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可认定后一个合同有效，但预

售方给前一个合同的预购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相应的民事

责任。 七、关于预售商品房的转让问题 ２８、商品房的预售

合同无效的，预售商品房的转让合同，一般也应当认定无效

。 ２９、商品房预售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经有关主管部门办

理了有关手续后，在预售商品房尚未实际交付前，预购方将

购买的未竣工的预售商品房转让他人，办理了转让手续的，

可认定转让合同有效；没有办理转让手续的，在一审诉讼期

间补办了转让手续，也可认定转让合同有效。 ３０、商品房

预售合同的预购方，在实际取得预购房屋产权并持有房屋所

有权证后，将房屋再转让给他人的，按一般房屋买卖关系处

理。 八、关于预售商品房的价格问题 ３１、预售商品房的价

格，除国家规定“微利房”、“解困房”等必须执行国家定

价的以外，合同双方根据房地产市场行情约定的价格，也应

当予以保护。一方以政府调整与房地产有关的税费为由要求

变更合同约定价格的，可予以支持。一方以建筑材料或商品

房的市场价格变化等为由，要求变更合同约定的价格或解除

合同的，一般不予支持。 ３２、合同双方约定了预售商品房

价格，同时又约定了预售商品房的价格以有关主管部门的核

定价格为准，一方要求按核定价格变更预售商品房价格的，

应予以准许。 ３３、合同双方约定的预售商品房价格不明确

，或者在合同履行中发生不可抗力的情况，合同双方当事人

可另行协商预售商品房价格。协商不成的，可参照当地政府

公布的价格、房地产部门认可的评估的价格，或者当地同期



同类同质房屋的市场价格处理。 ３４、在逾期交付房屋的期

间，因预售商品房价格变化造成的损失，由过错方承担。 九

、关于违反合同的责任 ３５、经审查认定有效的合同，双方

当事人应按照合同的约定或法律的规定履行。 ３６、在合同

履行过程中，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致使合同难以继续履行

或继续履行将给一方造成重大损失，当事人提出变更或解除

合同的，应予支持。因此造成的损失，由当事人双方合理负

担。 ３７、当事人以对合同内容有重大误解或合同内容显失

公平为由，提出变更合同的，应予支持。但因下列情形之一

要求变更合同的，不予支持： （１）合同约定的出资额、价

格虽与当时的市场行情有所不同，但差别不大，一方当事人

以缺乏经验不了解市场行情等为由，提出变更合同的。 （２

）合同履行的结果不是合同签订时不能预见的，而是因当事

人经营不善、管理不当或判断失误等原因造成的，一方当事

人提出变更合同的。 ３８、合同一方有充分证据证明确系不

可抗力，致使合同不能按期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根据实

际情况，可准予延期履行、部分履行或不履行，并部分或全

部免予承担违约责任。 ３９、合同一方违反合同，应向对方

支付违约金。合同对违约金有具体约定的，应按约定的数额

支付违约金。约定的违约金数额一般以不超过合同未履行部

分的价金总额为限。对违约金无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按没

有约定处理。 ４０、合同一方违反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支

付违约金不足以赔偿的，还应赔偿造成的损失与违约金的差

额部分。 ４１、合同一方违约致使合同无法履行的，应赔偿

对方的损失。实际损失无法确定的，可参照违约方所获利润

确定赔偿金额。 ４２、合同约定了违约金和罚款的，或只约



定罚款的，只要其金额不超过未履行部分总额的，可将罚款

视为违约金处理。 ４３、合同一方未将对方的投资款用于履

行合同而挪作他用，致使合同不能履行的，依法应承担违约

责任，赔偿因不履行给对方造成的实际损失。 ４４、违约方

将对方的投资款挪作他用并获利的，如所获利润高于或等同

于对方实际损失的，应将其所获利润作为对方的损失予以赔

偿；如所获利润低于对方的实际损失的，应当赔偿对方的实

际损失；如违约方所获利润无法确定的，可按银行同类贷款

利率的四倍赔偿对方的损失。 十、关于无效合同的处理问题 

４５、经审查认定无效的合同，一方依据无效合同取得的财

产应当返还对方。因合同无效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按过错

责任原则由过错方赔偿损失。过错方承担赔偿责任的赔偿金

数额，应相当于无过错方的实际损失。双方均有过错的，按

过错责任大小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双方故意严重违反有关

法律、法规而致合同无效的，应追缴双方已经取得或约定取

得的财产。 ４６、合作建房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在建或已建

成的房屋，其所有权可确认归以土地使用权作为投资的一方

所有，对方的投资可根据资金的转化形态，分别处理： （１

）资金尚水投入实际建设的，可由以土地使用权作为投资的

一方将对方投入的资金予以返还，并支付同期同类银行贷款

的利息； （２）资金已转化为在建中的建筑物，并有一定增

值的，可在返还投资款的同时，参照当地房地产业的利润情

况，由以土地使用权作为投资的一方给予对方相应比例的经

济赔偿； （３）房屋已建成的，可将约定出资方应分得的房

产份额按现行市价估值或出资方实际出资占房屋造价的比例

，认定出资方的经济损失，由以土地使用权作为投资的一方



给予赔偿。 ４７、预售商品房因预售方的过错造成合同无效

的，应根据房地产市场价格变化和预购方交付房款等情况，

由预售方承担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的责任。房屋未建成或未

交付的，参照签订合同时的房价和法院裁判、调解时的房价

之间的差价，确定预购方的损失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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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