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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8E_E2_80_9C_E5_c122_480422.htm 公共秩序、公用事业

、公用产品、公共安全、公共利益等这些词多是民众日常生

活中和法律领域常出现的用语，也是民众普遍关注的公众利

益问题。因为“公共”一词说明涉及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安

全和财产利益。因而当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人

们会心甘情愿的让出个人利益。有些公共利益人们可以清晰

地辨别和判断，但是有些公共利益标准人们很难“理解”。

立法规范“公共利益”标准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

的法律保障。 在《宪法》、《土地管理法》和《物权法》等

法律规定中都规定了“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

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或者

“为了公共利益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

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那么

这里的“公共利益”判断标准如何确定呢？ 《宪法》规定：

“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民法通则》对此作了同样的

规定。这是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本质所决定

的。公共财产包括国有和集体财产，以及股份制企业中的国

有和集体财产。国家征收私有物权和财产权明显的是个人利

益服从国家利益。但是，这种个人利益服从或者服务于国家

利益不应当造成公民的合法财产大量损失。否则，社会的良

好秩序将不复存在。所以，国家法律规定了“公共利益”法

律条件限制。同时规定征用个人财产应当依法给予补偿的法

律规定。 传统上，国家法律规定的财产所权原则是国家和集



体利益优先，个人服从于国家需要。《物权法》被人们普遍

推崇的一大突破就是国家、集体、个人财产的同等重要。在

此，国家有什么理由让个人财产服从国家需要呢？《宪法》

还没有修改，也就意味着国家财产所有权优先的原则还没有

根本动摇。 有人说了《土地管理法》和《物权法》同时规定

了为了“公共利益”，国家可以对个人和集体财产进行依法

征用并补偿。但是，什么是“公共利益”？开发商炒作地皮

卖商品房赚钱是不是“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应当是公

众多数人的利益，不能任意的解释和扩大。 有人说，土地开

发建设征用一般是为了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以及商品房建

设。虽然不能说这些活动并不都是为了公共利益，有国家的

建设项目和私人的投资项目。但是这些活动小范围的解决了

社会生产、居民就业和生活问题，以及国家税收，最终实现

了公共利益。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界定国家建设、私人

投资何者为“公共利益”的问题。不错任何土地开发建设最

终都是为了生产和生活。但是，国家建设最终产生的利益是

全民的收益，而私人投资最终的利润是私有收获。纵然两者

都有税收问题，但资本收益归宿不同，所以私有资本投资建

设的公共利益远远小于国家建设。在此，公共利益便有了差

别和区分。 开发商多半是私人资本，开发上要强制拆迁公民

的房屋、这也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有点“假”了！民众

深恶痛绝的莫过于开发商炒作地皮和房价让多数人“望房兴

叹”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二条规定：社会主义

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

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

体的财产。 第十三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

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

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

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

土地的所有权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使用权可以

依法转让。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

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第五十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由有关人民政府土地主管部门报经原批准用地的人民

政府或者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收回国有土地使用

权：（一）为公共利益需要使用土地的； （二）为实施城市

规划进行旧城区改建，需要调整使用土地的； 依照前款第（

一）项、第（二）项的规定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对土地

使用权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物权法》第四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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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权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为了公

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

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征收集体所有

的土地，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

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

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

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

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 从《宪法》原则规定以及《民法

通则》的同样规定，国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还是没有



变化。《物权法》也不可能根本改变这样的实际格局，当然

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主体地位来讲，改变国有财产的首

要地位也不合适。《物权法》只是规定了对于一般物权的法

律保护原则，并没有解决私有物权和国家相关法律冲突与矛

盾的法律适用问题。 还有《土地法》中关于公共利益的需要

是多半指的“公用或公益事业”。因为《土地法》中将城市

“旧城改造”征地进行了单列，也就是说“旧城改造和工商

业生产用地”不是“公共利益”。《物权法》中规定为了“

公共利益”可以征用个人所有的“房屋不动产”等。既然“

旧城改造”不是“公共利益”，那么不动产所有人就有权利

拒绝违背自己意愿“强制拆迁”！ 从社会实践和民众对“公

共利益”的一般认识和不同法律的规定来看，“公共利益”

的判断标准应当是全体公民多数人的利益。国家法律法规是

不是“公共利益”呢？如果不对抽象的“公共利益”做出明

确的解释，民众难以接受诸如城市依法拆迁过程中、政府的

拆迁补偿方案和私有房产的法律保护问题。也不能有政府部

门或者有关行业做出自己的“公共利益”判断标准。 因此，

法律应专门规定“公共利益”的判断标准和方法，以及民众

对“公共利益”不同意见的申诉程序等。只有科学的界定“

公共利益”标准问题，才能更好的保护国家、集体、私有的

合法财产所有权，保障法律实施的统一，维护法律尊严和公

民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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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