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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5/2021_2022__E9_99_88_E

6_9C_89_E8_A5_BF_EF_c122_485739.htm 对于大多数百姓来

说,《物权法》是个什么东西，是不大清楚的。正像《曹刿论

战》中说：“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因此，全国人大将

这个法律草案公布让全民讨论，真正在关注的还是一些法律

人士。但我期望尽量动员更多的人关注一下这部法律的起草

。因为一旦这个法律通过，就将对每个人的财产权利比如住

房、承包地、继承权等产生重大影响，不管你现在是不是关

心这个法律。 债权法和物权法，是构成一个国家民法基础的

两大支柱。是保护每一个公民财产权利的重要法律制度。起

草物权法可以细化我国《民法通则》中的好多未明确的界限

，使合法财产权得到更加有力的保障。但我认真研究了《物

权法》的草案，觉得有几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 第一是私权

。物权法应该属于私法。保护每一个公民的物产所有权、用

益物权、担保物权。其立法的本源是公民的私有财产权的保

护。因此，其立法思路是从民权出发，切实保护每一个公民

的合法私有财产。因此草案第一条规定“为明确物的归属，

保护权利人的物权，充分发挥物的效用，制定本法。”但我

们立法中，思路又倒过来了。把公法解决的问题，又写进了

《物权法》，如有些在《宪法》中已经明确规定的内容，又

在这里重复规定一遍。第五十条：“国家维护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第一条中也

加上后半句：“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维护国家基本

经济制度，制定本法”。整个法律草案中，公权优先的内容



比目皆是，大部分权利是国家的，留下的剩下的才是个人的

。这样规定，可以看出我们的民法学家还有很多的顾虑，生

怕这个法律会损害公有经济，立法思维上宁左毋右。其实，

所有法律都是在《宪法》指导之下，宪法原则是所有基本法

的应有之义。在物权法中再写《宪法》重复的内容，无论从

立法理念和立法技术上都是没有必要的。物权法就是保护私

有财产为主的法，按先个人?再集体---再国家来进行法律保护

，这才是物权法。因为先国家?再集体---再个人，是公法解决

的问题。如宪法，国家征用法，矿产资源法，土地管理法。

如果物权法也这样思维，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法。出台以

后，会为公权侵犯私权提供更大的便利。 第二是地权。物权

包括动产不动产。不动产如房产是地上物。地上物依附于地

权。房子不可能吊到天上。房随地走，还是地随房走？在我

国，由于《宪法》和《土地管理法》已经明确规定“城市土

地国家所有，农村集镇土地集体所有”，地随房走实际上已

经不可能。那么只有物随地走。这样一来，中国公民的不动

产物权实际上是不完整的，基础权利是没有保障的。而由于

我们多年来的公有制历史，中国公民实际上最重要的物权只

有房产权。而现在这一最重要的物权是不稳定的。比如你购

的房产，使用权50年70年，房产确实是房产权证，土地却是

临时使用权证。实际上你的房产并不是你的，因为土地不是

你的。从理论上说，国家集体所有的土地，随时可以向你征

用而不用向你购买。我们现在所有的征用，政府定价强制拆

迁，其法律渊源就是来自于这里。国家收回本属于自己的土

地，不需要同你协商定价。在这样的土地制度基础上，我们

来制订物权法，实际上好比沙滩上在建房。再加上我们公权



优先的立法理念，于是有些很糟糕的条款就出来了：草案第

四十九条、第六十八条：县以上政府可以征收、拆迁和征用

单位、个人的不动产和动产，但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补偿

。这里的“国家规定”，实践中等同于“政府规定”。而且

不是国务院，而是作出拆迁征用的政府。因此，这样规定将

会给政府机关滥用职权、剥夺公民财产提供直接有力的法律

依据。因为它本质上确立了无需双方协商回购，只要政府单

方定价。还有一百五十五条：建设用地期间界满，使用权人

必须于前一年申请续期。并再按约定支付出让金。没有约定

和不明确的，按照国家规定。国家本来应当有义务保护所有

公民的财产权利，到期时应当告知公民来办理手续，现在倒

过来全部设定为公民求政府，不但求，还要交钱。如果不申

请，等于自愿放弃了房产。不利后果成了公民的。这还是物

权法吗？这完全是政府权利法。还有草案一百六十条：农户

一户只准拥有一处宅基地。如果独生子女夫妻继承了双方父

母的房产，你要他无偿捐献一处给国家吗？相似的会严重侵

犯私有财产权的规定，在这个草案中比目皆是。国务院

在2004年12月《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决定的通知》中

本来对农村土地流转已经有了松动：“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

，村庄、集镇、建制镇中的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可

以依法流转。”这是“地随房走”的可喜突破，也符合当前

社会的现实。现在《物权法》草案反而退回到老路上去了。

地权问题不能有所突破，《物权法》一出台就会落后于现实

，就会面临着大量司法实践中的困境。 第三是民权。草案中

规定了大量国家权利和集体权利。由于物权的顼碎性和广泛

性，这些规定成了无法执行的法律条款。国家谁来代表？是



国务院还是各级政府？还是人大？还是财政局、国资委？集

体谁来代表？是公章组织还是实体民权？比如一百一十八条

：遗失物半年内无人认领的，归国家所有。谁来代表国家接

收每天在发生的大量的可能不值几元钱的遗失物？谁来登记

造册？谁来变卖管理？第五十四条：矿藏、水流、海域和国

有土地、草原等自然资源，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政所有权。

这在《宪法》、《土地管理法》、《矿产资源法》、《草原

法》中本来都已经有规定。在实践中，这一条已经被证明是

很难做到的。国务院都是通过层层授权的方式，最后扩散到

各级政府和各级政府的部门。最后，国有实际上成了地方政

府和有权机构所有，甚至寡头所有。利用资源进行的权力寻

租现象普遍存在。集体所有的问题，实践中也往往架空了民

权。比如有一个刚发生的真实的案例：村土地被征用，政府

土地局发的300多万土地补偿款被乡政府截留。村委会起诉，

公章被被告乡政府收走，盖章撤回了起诉；村民于是以土地

承包权联名起诉，法院说土地补偿费依法属于村集体所有，

农民个人没有诉权，裁定驳回起诉。农民说我们这村就30多

户，全在起诉书上签字按手印了，我们就是村集体经济。法

院说你们是个人，不是集体。这里，民权完全被架空了。成

了抽象的一个公章。实际的权利载体农民反而被剥夺了权利

。草案六十一条、六十二条规定了村委会、村民小组代表集

体行使财产所有权。并规定了村民会议的权力。在实际执行

中的这些问题，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法案起草者是无法想

象的。他们可以说这不是立法要解决的问题，而是执法中要

解决的问题。但实际上，《物权法》如果不把民权放在第一

位，不先从个人财产权出发研究问题，立法的后遗症和在执



法中被歪嘴和尚把经念歪的可能性就会非常大。所以，我认

为《物权法》的起草和讨论，首先要研究解决的是基础性的

、宪法性的问题，而不是枝节性的法条的修改完善问题。如

果重大问题不解决，《物权法》很有可能成为一个劣法而不

是良法。在我国当前经济改革和法律观念都在迅速变化的背

景下，在中共十七大可能会进一步研究深化改革的形势下，

我们还不如待时机成熟再来制订这个法律。（陈有西 系中华

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委员会副主任、浙江京衡律师事务

所主任、高级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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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