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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E_90_E4_BD_8F_E5_c122_486368.htm 通常所说的住宅权有

两种，一是刑法上关于非法侵入住宅罪中的住宅权。这一权

利来源于宪法上的住宅不可侵犯权。即没有主人的允许，或

者法律规定的情况，任何人不得进入、搜索或封锁住宅。违

者要承担刑事或行政责任。二是社会保障法中作为基本生存

条件的住宅权（又称住房权），即任何人及其家庭，在任何

地方，都有通过合法途径得到适当住宅的权利。对于无法依

靠个人的努力（主要是私法途径）获得适当住宅的个人和家

庭，国家有扶助和积极保障的义务和责任。本文主要讨论第

二个意义上的住宅权。 住宅权最初是国际人权法的概念

。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第25条第1项规定：“人人有权享

有为维持他本人以及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必需的生活水准，

包括食物、衣着、住宅、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所谓“

必需”，实际是一种最低标准。按照法理解释，则国家对住

宅权的积极责任以保障最低标准为限，超过此标准的则国家

无保障责任。1966年《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第11条

第（1）款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为他自己和

家庭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包括适足的食物、衣着和住宅，

并能不断改进生活条件。”1991年，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委员会又就“适当住宅权”发表了著名的第4号意见，对适当

住宅权一词做出了更详细的解释。根据该意见，所谓适足的

住宅，包括：“适足的独处居室、适足的空间、适足的安全

、适足的照明和通风、适足的基本基础设施和就业和基本设

备的合适地点----一切费用合情合理。”这要求政府从整个社



会和谐发展的角度来考虑住宅权问题，而不是单纯的穷人观

点或富人立场或平均主义。片面强调对弱势群体的全面保障

或者对富人改善居住环境的无条件支持，或者一味打压富人

改善住宅的努力甚至剥夺私人财产以求实现所有人的住宅权

，都是不理性、不公平且违背适当住宅权的基本原则的。 如

果说适当住宅权确立了住宅权的保障对象，廓清了弥漫在住

宅权概念上的迷雾的话，那么保障住宅权的理由和价值在于

，住宅对人类生存的重要性。人生约有3/4时间都要在住宅里

度过。住宅对人类健康、安全和幸福至关重要。联合国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关于获得适当住宅权的第4号意见明

确指出，不应狭隘或限制性地解释住宅权利，譬如，把它视

为仅是头上有一遮瓦的住处或把住所完全视为一商品而已，

而应该把它视为安全、和平和尊严地居住某处的权利。 现代

财产法理论也认为，住宅不仅是普通的不动产，还是生存财

产和人格财产。所谓生存财产，是为维持所有人最低限度的

生存所必要的财产。所谓人格财产，指与人格紧密相连、其

灭失造成的痛苦无法通过替代物补救的财产（如金钱之类）

。住宅作为家庭成员私生活的根据地，无疑应当归属于上述

两种财产，因此应该享受远高于对一般不动产的保护。 政府

之所以要以积极干预、而不满足于单纯的消极保障住宅权（

如刑法上对非法侵入住宅的出发），还因为在工业社会下，

农村人口大量集中到城市，土地日益昂贵且集中到少数人手

里，个人无法完全通过私法途径（买卖、租赁和继承）解决

住宅问题，必须政府干预，实施积极保障。这在社会转型时

期尤其如此。 自20世纪初期以来，国家对住宅权的保障措施

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积极方面，对于没有住宅或住宅条



件恶劣的人群提供或保障基本住宅，如救济无家可归者，给

买房者提供贷款，建设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并采取措施不

断提高住宅的面积、质量和其他配套设施，从整体上提升住

宅权的享有水平。二是消极方面，如实行以保护承租人为主

的房租管制，限制租金，强制空屋出租，禁止不法驱逐等。 

对此，反对者批评说，限制租金等房租管制措施违背了市场

经济规律，将导致房主无利可图，消极对待住房维修，使住

房短缺的状况持久的维护下去。政府建设廉租房等公有房屋

的政策同样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也将挫伤建筑商降低建筑

成本的积极性，从而阻碍住房条件的普遍改善。更严重的是

，这将使民众的人身自由或个人自由受到严重的威胁。“如

果连获得公寓或住房都须由权力当局来决定，那么我们便不

难发现权力当局对个人生活拥有着何等的控制权”。而人们

在这样的管制下也失去了追求自由和主张权利的勇气与热情

，甚至出现所谓的懒汉和骗子，等着政府分房或骗取公房。 

但这只是历史的一个方面。事实上，英国正是由于政府干预

住宅问题较早，私人经营房地产利润有限，才导致大量私人

资本纷纷转向殖民地。这不但为英国赢得了数以万计的财富

，更为英国奠定了比较正常的房地产市场。 自古代以来，中

西先贤都曾提出许多关于住宅的美好设想。在我国，从周公

时代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孟子#8226.货殖列传》：

“各安其居而乐其业，甘其食而美其服”，以及唐代诗人杜

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诗句，无不

体现了国人对住宅权的向往与追求。在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的

乌托邦里，都建设有适当的住宅，供应人们居住。而且，无

论中西，都有不少先贤将这些美好的理想付诸实践，如中国



古代的居养院、安济坊，英国1844年创立的第一个现代意义

上的住宅合作社??罗墟代尔公平先锋社等。自20世纪以来，住

宅权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开展。二战以后，在《世界人权

宣言》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的影响下，住宅权

运动向纵深发展。不少国家都成立了无家可归者组织。2002

年成立的联合国人居署指导和影响着全球住宅运动的开展。

目前，许多国家都颁布了专门的住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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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