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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上把个人的财产置于和国家财产平等对待，目的就是

要更充分的关注民生，保护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十届全国人大

五次会议以高票通过了《物权法》。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的道路上又迈进了重要的一步。 物权法的重要特色之

一，就是其平等保护的立法精神和理念。具体说来，无论是

公有制单位，还是私人企业，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只要是

其合法所获得的财产，就都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曾经有个

别人声称：法律对于各种财产都予以平等保护，这实际上只

是对富人的名车和豪宅的保护，因为穷人没有财产，不需要

物权法的保护，因此，物权法所要保护的实际上是富人阶层

。在我们看来，这一观点其实是十分偏颇和有害的。法律进

一步明确对于各种财产形态予以平等保护，这是建设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 平等保护是宪法平等原则的具体体

现。宪法规定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

基本经济制度；宪法还明确宣告：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很明显，宪法要求对于

合法私有财产进行法律保护。此外，贯彻平等保护原则也是

对公民的基本人权的保护。2004年宪法修正案的重要内容之

一，就是庄严而神圣地在宪法中写入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

权”的内容。在一切法治国家，私有财产权都被视为公民最

重要的权利之一，它与生命权、自由权一起被并称为公民的

三大基本权利。一方面，私有财产权是直接关系到公民的生



存权的问题，例如，某些地方的个别官员打着“公共利益”

的旗号，进行非法拆迁并且拒绝给予合理补偿，这就直接威

胁到老百姓的基本生存。在这种情况下，强调平等保护，实

际上是有利于维护穷人的利益。另一方面，财产权关系到公

民的人格尊严和自由。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

而知荣辱”；如果连基本生存条件都难以得到保障，人格尊

严就无异于是空中楼阁。 平等保护是真正维护最多数民众的

利益。物权法第一次在法律上把个人的财产置于和国家财产

平等对待，目的就是要更充分的关注民生，保护老百姓的切

身利益。什么是民生？在我们看来，首先是要维护老百姓的

基本利益。民生的问题首先是一个权利问题，这是最大的民

生。平等保护强调了对老百姓私产的尊重，包含的内涵是非

常深刻的。其中，很突出的一点就是，行政机关在行使公权

力过程中，要充分树立物权观念和尊重财富的意识，必须保

护私人财产权。例如，警察执行公务，在没有合法授权和符

合合法程序的前提下，不能随意进入私人住宅；对于违章摆

摊设点，城管部门并不能随意砸毁商贩们的财物。西方人说

，私人的茅草屋，“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讲的

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的政府和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应该是一

致的，因为公权力的基本使命正是保障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

。 平等保护并不会赦免所谓“原罪”。当前，贪腐问题已是

造成社会不公和民众不满的主要原因之一。对于贪污腐败分

子以非法方式所取得的财产，物权法是否也会予以保护？其

不法财产是否会借平等保护之名而被合法化？其财富积累过

程中的“原罪”是否会因此被涤除？事实上，物权法所保护

的财产都是合法的财产，而不可能是非法的财产。物权法的



颁行绝不会发生所谓“非法财产合法化”的问题。物权法明

确规定，财产所有权的取得必须合法；对于非法财产，法律

并不会将其所有权合法化，更不会产生所谓赦免“原罪”的

问题；包括国家在内的合法所有人可以采取法律手段追回这

些被侵占的财产。侵占财产的行为如果触犯了刑法，则刑法

必然会追究这种“原罪”。 平等保护有利于缓解贫富分化。

提倡平等保护，是否会导致“穷人更穷，富人更富”的局面

？我们认为，这样的担心是对平等保护原则的误解。强调对

于所有财产的平等保护，这有利于鼓励亿万人民积极创造财

富。物权法虽然无法直接分配财富，但它却是鼓励创造财富

的法律。构建和谐社会，就需要鼓励尽可能多的人富起来，

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使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平等保护原

则正是实现这一历史使命的法律手段。更具体地说，物权法

所追求的是穷人数量的不断减少、合法致富者数量的不断增

加，逐渐消除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从而真正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 孟子的名言曾为人引用：“无恒产而有恒心者，

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由此，法律制度

的根本，就在于促使民众创造“恒产”从而使他们产生“恒

心”，实现社会稳定和繁荣。在当代中国，物权法所极力倡

导的平等保护原则，正是要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尊重他人劳动

成果、爱护财富的意识，让更多的人拥有恒产和恒心。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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