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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0/2021_2022__E5_85_B3_E

4_BA_8E_E7_A7_81_E6_c122_480502.htm 《物权法》的制定到

出台一直备受人们关注，人们对此也作了过高的期待。希望

《物权法》能够全方位保障个人利益。一些专家也对《物权

法》的某些条款作了不恰当的表述，如把“国家、集体、个

人的物权同等受法律保护”绝对化。虽然《物权法》是全国

人大通过的基本法律之一，但是它属于民法的一部分，受民

事法律关系原则调整。《物权法》更不可能成为《宪法》之

上的“法中之王”。那么，《物权法》究竟能否突破《宪法

》、《民法通则》、《土地法》等相关法律的限制，实现个

人财产权和国家财产权的同等保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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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宪法》和法律也规定了合法的私人财产

受法律保护。从这些基本的法律原则看，公共财产优先于私

有财产。 但《物权法》规定了国家、集体、个人的物权同等

受法律保护。也就是说《物权法》没有再次强调“公共财产

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因而，《物权法》也被人们认为在

国家和个人财产利益保护问题上实现了新的突破。这是不是

意味着，国家和集体财产所有权和个人财产所有权完全的不

分先后，同样的受法律保护呢？一旦发生国家、集体和个人

财产发生争议法律该如何适用呢？ 《民法通则》规定了民事

主体民事权利被侵犯的法律保护期限是：一般诉讼时效是2年



；特殊情况是1年；最长不超过20年。但是，国有财产被侵犯

的法律保护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税收征管法》对拖

欠、逃避国家税收的企业和个人不受法律时间限制追缴所欠

税款。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国有财产”优先保护的法律原则

。 下面是相关法律规定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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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法通则》第七十三条规定：国

家财产属于全民所有。 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禁止任何组

织或者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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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突破

《宪法》和《民法通则》“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

原则呢？正确的理解《物权法》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受

法律保护和“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含义十分必要

。 从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立场讲，《物权法》不可

能撼动《宪法》关于国有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原则。否则

，《物权法》就会违宪、导致撤销或无效。在现有法律框架

下，《宪法》中的公共财产应当是不限于“物权”，应当包

含所有的公共财产包括债权和物权等利益。 而《物权法》关

于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的规定，只能是法律

保护合法的个人、集体、国家物权。当三者发生冲突或争议

时，要综合考虑各种客观因素在平等的法律立场上做出公正

的评判。不存在私有物权服从于集体和国有的判断原则。 然

而社会实践的复杂性，要求必须解决私有、集体、国有的物



权冲突时法律适用的原则。否则，很多问题导致无法解决。

如最近的重庆最牛“钉子户”吴苹夫妇拒绝拆迁事件就是仪

起典型的私有物权的法律保护问题。一方面城市拆迁安置是

依照法律规定进行的合法行为；另一方面物权所有人拒绝拆

迁方给出的拆迁安置方案。这时是遵循国家法律程序合法原

则，还是遵循私有物权绝对受法律保护法律规定呢？强制拆

迁意味着侵犯私有物权，不强制拆迁意味着法律尊严的丧失

。如何抉择？《物权法》和其他法律规范陷入了冲突。 解决

私有物权法律保护问题还必须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对相关

法律中“国有财产和个人财产的不同诉讼时效限制”的法律

规定做出相应的修正。同时，要对《宪法》和《民法》通则

中“国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原则，和《物权法》中“国

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的

法律规定做出司法解释，或者修正其中的冲突部分，避免人

们的不同理解导致法律无法正确适用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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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