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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建筑处理实务》

前言

从古之洞穴，到近现代高楼大厦，它们在给予人类无穷的方便的同时，也引发了数不清的争端。就其
自身，在法治年代必然生就了公法与私权以及私权之间的争端，而立法、司法人员和万千民众对此是
无法置身事外的。吾辈既为法学中人，当无不关心之理。进入2l世纪以来，我的主要工作就是研究和
处理城乡建设管理与拆迁纠纷。周末，常受邀去各种层面讲我国的城乡建设管理与房屋拆迁法律制度
与实务。讲城乡建设管理与房屋拆迁，就回避不了违法建筑的界定与处理。课余之时，人们询问的也
是这方面的问题居多。在实践中，人们对那些似乎是违法建筑的习惯称呼是“违章建筑”，而且人们
通常认为无房产证或批建手续以及批建手续不全的建筑物、构筑物就是违章建筑，就要按照《城市房
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拆除违章建筑不予补偿”。然而无证或未办理批建手续以及批建手续不全
的原因十分复杂，其中不少是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尤其是人们嘴里常说的“违章建筑”，但其确切
含义却至今没有多少人能说清楚，可谓是以其昏昏而使人昭昭。各地在城市房屋拆迁中对“违章建筑
”把握尺度不一，更使得在拆迁中对“违章建筑”的处置成为诱发拆迁纠纷的主要原因之一，也使对
违法建筑的研究和处理步人了误区。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认真做好城镇房屋拆迁工作维护
社会稳定的紧急通知》（国办发明电〔2003〕42号）中明确要求：“各地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采
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切实解决城市房屋拆迁中久拖不决的遗留问题。对拆迁范围内由于历史原因造成
的手续不全房屋，应依据现行有关法律法规补办手续。对政策不明确但确属合理要求的，要抓紧制订
相应的政策，限期处理解决；一时难以解决的，要耐心细致地做好解释工作，并积极创造条件，争取
早日解决。”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问题的处理至今尚无法律作出明确的规定。看我神州，从东到西
，“违章建筑”几乎无处不在，因此而产生的争议处理不当甚至酿成流血事件。如何正确地界定与处
理违法建筑已经成为城乡管理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物权法》实施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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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建筑处理实务》

内容概要

《违法建筑处理实务》由该领域最权威的资深律师和专家执笔，对违法建筑处理的法律程序以及违法
建筑与物权法，规划、土地、房产等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的关系进行了权威诠释。选择违法建筑处理业
务中真实的典型案例，分析、点评开发商、建筑商、城乡建设管理部门在案件中的得失原由、成败启
示，据此提出业务操作中的对策建议。《违法建筑处理实务》重点解析违法建筑界定和处理过程中遇
到的疑难法律问题，提出业务操作中防范风险的具体措施和行之有效的全面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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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才亮，我国著名律师。现为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主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中国
建设管理与房地产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行政法专业委员会执行委员、发展战略委
员会委员、宣传委员会委员。王才亮律师在从事律师职业的同时潜心从事法学研究。多次参加国家立
法、司法和行政机关的立法研究，出版有《房屋征收制度立法与实务》、《反思——中国房地产制度
与实践》、《房屋拆迁实务》、《房屋拆迁纠纷焦点释疑》、《房屋拆迁纠纷难点处理》、《拆迁管
理与纠纷处理操作指南》，《房产维权法律通》、《中国城市建设与管理法律实务》、《房屋拆迁疑
难问题解答》、《房屋拆迁典型案例与点评》等25部著作。陈秋兰，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先后供职
于司法部办公厅、全国律师协会《中国律师》杂志社。现任《中国律师》杂志社副主编(代理主编)、
全国法制新闻协会理事、首都女记者协会理事。曾在《人民日报》、《法制日报》、中央电视台、新
华社、《中国律师》等报刊、杂志、电视台等发表作品近200万字，并出版有《公司法实务指南》、《
产品质量法案例分析》等著作。曾获“全国法制好新闻”一等奖，女记协“好新闻”优秀奖等。

Page 4



《违法建筑处理实务》

书籍目录

第一章  违法建筑综述  一、违法建筑的定义探究  二、违法建筑与违章建筑的区分  三、正确界定违章
建筑的意义第二章  现行国家规定解读  一、法律中涉及违法建设的条款解读  二、法规和规章中涉及违
法建设的条款解读第三章  违法建筑处理的一般规定  一、违法建筑的类型  二、执法实践中对违法建筑
的把握  三、危害公共利益的违法建筑的判定标准  四、对违法建筑的处理原则第四章  违法建筑的处理
程序  一、“违法建筑”处理的严峻形势  二、对违法建筑的处罚手段及执行  三、拆除违法建筑的一般
程序第五章  违反建筑法的违法建筑的处理  一、“豆腐渣工程”应当是查处违法建筑的重点  二、严肃
招投标纪律，实行社会监督  三、工程验收制度尚须完善  四、加强执法，把施工管理落到实处第六章  
物权法和“违法建筑”的界定与处理  一、物权法立法过程回顾  二、物权法的新规定和实务中的新问
题第七章  规划制度与违法建筑的界定与处理  一、我国《城乡规划法》简述  二、严格实施《城乡规划
法》，遏制违法建设  三、落实《城乡规划法》当前要做好的工作  四、《城乡规划法》相关规定的具
体适用第八章  土地制度与违法建筑的界定与处理  一、我国土地制度的历史与思考  二、我国现行土地
制度的弊端是当前违法建筑的主要根源  三、“小产权房”风波与处理第九章  房产制度与违法建筑的
界定与处理  一、我国房地产法律制度简述  二、我国现行房地产制度对违法建筑处理的影响  三、房地
产违法典型案件与违法建筑  四、现有的违法建筑转让与利益保护问题第十章  我国城管执法与违法建
筑  一、城管制度简述  二、城管执法与违法建筑处理第十一章  违法建筑处理典型案例与评析  一、秦
阳金刚石制品有限公司“违章建筑”纠纷案  二、外来承包种田大户所建房屋争议案  三、拆除违法建
筑发生人身伤害的典型案例  四、拆除违法建筑的赔偿典型案例  五、拆除违章建筑程序争议的典型案
例  六、以拆违代替拆迁的典型案例  七、南通拆毁养殖场案  八、北京市规委败诉案  九、湖北某规划
局界定违章建筑案  十、沈阳某区拆除“违章建筑”案参考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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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法院的强制执行对违法建筑已依法确认并按程序作出了限期拆除的行政处罚决定之后，当事人
不自动拆除，又没有在法定期限内提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或者是提出复议或诉讼但被依法维持原
处罚决定的，原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人民法院作出强制执行之前，
一般要对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审查，如果符合强制执行的条件，会发出执行通知书；如被执行人还不主
动履行决定的义务，人民法院亦组织强制执行。对法院执行的裁定，当事人只能申请复议一次，但复
议不影响执行。上述两种强制执行所产生的经济损失，如拆除建筑物、清除建筑垃圾的费用甚至恢复
原状的费用均由被执行人承担。（3）城管执法现场执行在日常进行的城管执法工作中，如遇上当事
人搭建的规模较小的违法建筑，在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执法机构可以现场执行，予以拆除，所需费
用则由执法机构承担。这样的做法有三个特点：第一，所拆除的违法建筑规模较小，拆除的难度和工
作量也不大，现场执行比较简单；第二，对城管执法提出的立即拆除的决定，相对人表示同意，不存
在争议；第三，执行费用由执行机关负担，则相对减轻了被执行人的经济损失，有利于社会矛盾的缓
和。2．执行的合理性不能忽略对违法建筑的处罚的执行存在一个合理性的问题。许多产生冲突的事
件中，往往城管本身执法的合理性就值得质疑。“法”本身在制定的时候，应该就是人性化的。执法
的本身同样也有一个合理性问题。判断一个执行的合理与否，主要是两个核心标准：一是是否文明执
法？二是执法的成本如何？如果说对违法建筑的依法管理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那么执法
的合理主要是针对违法建筑的依法管理中的行政自由裁量权而言，是体现亲民、爱民、执法为民的一
个手段。行政执法实践中如何公正、合理地执法，一直是老百姓关注的焦点。为积极推进依法行政、
合理行政工作，体现执法为民的工作宗旨，在城市管理执法实践中如何更好地把握自由裁量行为，就
有其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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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该书的作者是律师，使得本书有一些值得阅读的较少见的案件资料，但数量不多，大多案件都是
网络摘抄，且律师观点较偏激感性，难以总体把握我国处理该问题的总体思路，可作为一般参考使用
，不建议适用于具体执法和学习。
2、水平太低了，而且有些内容是错误的。没有什么价值，白花钱。
3、感觉是内容拼凑的一本书，里面没有多少作者自己的观点，而是罗列大量的案例材料和法规法条
，也许是作者充装门面的一本书。
4、个人认为内容杂乱，没有实际意义。徒有其名，不值得购买
5、是老师推荐的书，内容很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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