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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保卫战”经过本报报道后，引起了社会的关注（相关报道

见昨日本报）。事实上，近年来，在北京的城市建设中，因

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引起的居民与单位、居民与开发商的

矛盾和纠纷非常多，许多这类的纠纷最后还会演变成官司。 

例如，10月25日，方庄地区芳城园一区的916户居民将北京市

规划委告上了法庭。仅在2004年，“200业主状告北京市规划

委”；“149名住户状告北京市规划委”：“小区架高压线威

胁居民安全业主状告市规划委”：“‘花市枣苑’业主状告

规划委”⋯⋯这样的事情就发生了很多。 以上现象不仅让人

产生疑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多的

纠纷和官司？ 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它其实反映了城市建设中

“政府视角”与“居民视角”的冲突对于一个建筑项目该不

该建，怎么建，政府往往会从保持城市整体风格或促进城市

经济发展的角度去考虑，如果该建筑符合政府设计的标准或

能带动经济增长，政府很容易就会发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而居民则不同，居民没有政府那种宏大或深远的视角

，他们的视角往往是细微或感性的，主要考虑的是建筑给他

们的具体权益带来的影响，他们关心的是阳光、绿地⋯⋯周

围的建筑如果存在影响他们幸福生活的可能性或必然性，他

们当然会站出来伸张自己的权利。 城市建设中出现政府与居

民的矛盾，这在世界上都是很普遍的现象，问题在于，我们

如何把这种矛盾爆发的可能性或危害性降到最小，如何减少



这种矛盾所产生的社会成本，使城市建设在促进城市活力和

城市规划科学性的同时，做到以人为本，最大可能地尊重居

民追求幸福的权利。 这一点，国外有些国家的经验值得借鉴

。在许多国外城市，开发商要想上马一项建筑工程，他不但

先要取得政府规划部门对这一工程的认可，而且，此后他还

必须把这一工程的建设方案送交建筑工程所在社区进行审查

，社区居民会随后专门雇佣规划公司对项目进行分析审核，

并召开听证会，讨论这个工程对于社区各方面的影响，商榷

工程建还是不建，或者怎么建。不过社区没有工程的否决权

，社区会把居民的意见汇总，形成一个报告交与政府规划机

构，最终由政府进行定夺，政府在决策前会全盘考虑居民和

开发商的意见，争取各方基本满意的结局。 可以看到，国外

这种模式与我们最大的不同在于，那些城市的居民对于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是否应该审批，具有发言权，他们可以通过一

个制度化的渠道，来影响政府的决策，这种模式的优点是显

然的，它是一种利益博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居民和企

业的利益与要求都不能被忽视，任何一方都不能压倒另一方

。此外，这一过程还推动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多方的参与使

得政府决策的考量更加全面，使得城市建筑的规划更加科学

。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之所以容易引发纠纷和官司，一

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政府部门在城市规划中还不太习惯弯下

腰来倾听市民的声音，公众缺乏对建设工程规划审批的发言

渠道。但是，如果政府在批给《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之前

，如果能多听取社区居民的意见，尊重社区居民的选择权，

这就能首先在情感上赢得居民对于政府的支持。 最终，政府

如果在批准建设工程规划时，根据居民的意见对工程规划进



行修正，对居民进行必要的补偿，这样一来，矛盾滋生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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