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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转型期的拆迁问题对维稳形势

的影响

社会稳定是发展的基本前提。从 2010 年的维

稳形势来看，维稳仍面临许多让人担忧的问题。

目前的群体性事件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因征

地、拆迁引发的矛盾增多；二是群体性事件仍然

可控，但地方政府的维稳意识和所承受的压力在

增加。

就拆迁问题而言，2010 年的拆迁主要是开始

拆村，由拆村引发的矛盾和纠纷在增加。拆村引

发的矛盾和纠纷主要是在执行中央的有关政策时

出现偏差导致，比如中央提出“增减挂钩”，有些地

方为了获得建设性指标开始拆农民的房子，这类

事件在增加。

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在所有群体性事件中，农

民问题占 30—40%，而在农民问题中土地问题又

是主要问题，其中，涉及征地和拆迁的约占 60—
69%。目前，农村土地纠纷已取代税费争议成为

农民维权抗争活动的焦点，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

定和发展的首要问题。由于土地是农民的生存保

障，而且土地问题往往涉及巨额经济利益，因此，

也就决定了土地争议更具有对抗性和持久性。

征地拆迁问题虽然占的比率很大，但不能简

单地说拆迁问题就非常难。不顾或滥用法律政策

与民争利是造成拆迁矛盾突出的最大问题。突

破底线对民众掠夺式地强制拆迁问题若不解决，

拆迁矛盾会愈演愈烈，对社会稳定产生巨大负面

影响。

二、社会转型期拆迁问题产生的根源

1.为了所谓“公共利益”无端侵犯私人利益。

现在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城

市化是靠暴力拆迁推动的，没有强拆，很多重大的

工程、项目就无法进行，甚至影响到中国的城市化

进程。对此，我们应深刻思考一个问题——我们

究竟要什么样的城市化？是民众利益被剥夺的城

市化，还是民众利益不被侵犯的和谐发展的城市

从维稳的角度看社会转型期的拆迁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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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聚焦

协商讨论的余地，但都是以此标准和评估价格为

基本线，上下小幅波动，不会有什么大的改变。

自定补偿价格，不会有冲突；他定补偿价格，

就会有分歧，甚至是巨大的分歧，矛盾与冲突因此

而发生。从历史发展的路径看，房屋拆迁补偿有

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他定补偿价格，且偏低；

第二个阶段，是他定与商定结合，提高他定的标

准，增大商定的空间；第三个阶段，是完全的商定，

完全由双方当事人自行协商确定价格。目前，我

们处在第二个阶段。在新修订的条例中，对被征

收房屋价值的补偿金额，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

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这

明显是在评估标准中加入了市场因素，作为最低

限度标准，其目的是防止评估价格偏低，以提高合

理补偿金额。另外，还对如何选定评估机构作了

严格规定，也是想增加评估机构的独立性和公正

性，以平衡双方的利益。

在自定补偿价格阶段以前，我们分析问题和

讨论问题的基本原则，还是如何贯彻市场标准。

由于位置因素的重要，补偿价格的核心问题应当

是位置因素补偿，就是坚持就地补偿标准。也就

是说，无论是市场价格还是评估价格，或者是其他

什么价格，都要使被拆迁户能够就地买到相应的

房屋，而不是异地低价买房。也就是说，不能因为

拆迁使得被拆迁户遭受利益损失。因此，一是要

规定就地买房的最低标准，作为底线保护被拆迁

户的利益；二是要让被拆迁户在编制拆迁方案时

就参与其中，而不是到了最后拆迁时才介入，那只

是一个结果的接受，不是一个决策的参与；三是

要给双方一个公开平等协商的平台，而不是强势

压人。

（作者：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副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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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分析动迁难题 积极探索和谐动迁

□ 张国

动迁是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基础工作，是改善人

民群众居住条件的重要举措，同时动迁是一

项系统工程，与老百姓的利益密切相关。处理得

好，将造福于民，加快城市发展；处理不好，则会造

成拆迁矛盾，影响社会稳定。由于动迁工作利益

相关者多，政策性强，牵涉面广，单就动迁谈动迁

热点聚焦

化？如果选择，当然大家会选择后者。因为若城

市化依靠暴力拆迁推动，那么，由拆迁引发的矛盾

和冲突将会形成破坏力摧毁城市化的苦果，不仅

延缓城市化进程，还会影响社会安定。即使一些

发展项目是为了公众利益，也不能使用暴力无端

侵犯个人利益，更何况许多地方许多时候对公共

利益未能正确界定。

2.缺乏公平公正的权威的司法。公共利益由

谁来判断？由公平公正的司法判断。因为一个真

正的公共利益是需要交换的，而且只能通过协商

交换。达不成协议就要依赖于司法解决。

暴力拆迁和强制拆迁是有区别的。暴力拆迁

肯定不合法，但强制拆迁如果是在法律框架内进

行，且确实是为了公共利益，则可行。法院的强拆

令必须公平公正合法。所以说强制拆迁不是问

题，最重要的问题是要防止拆迁过程中权利被滥

用。正因为司法不公问题的存在，司法权力地方

化，才导致司法缺乏权威。只有解决了司法制衡，

约束基层政府，才能解决今天的刚性稳定，以及随

之而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3.不尊重民众意愿，不维护民众尊严。在拆

迁冲突中，近年来民众以死抗争的事件很多。为

何有些人可以得到 500 万甚至更多却还要去死？

这说明拆迁不仅仅是个简单的财产权问题，对民

众来说，有些拆迁问题已经涉及他们的生存底线，

关系到他们的人格尊严，并非是要刻意与政府斗

什么。侵害民众的基本权益，忽略民众的尊严，往

往会让问题复杂化。

4.没有一个完备的机制进行约束。当然，拆

迁过程中的漫天要价现象也客观存在。为什么漫

天要价？是由于没有一个完备的机制限制这种行

为。这个问题要追究制度性的问题，而不要简单

认为只是民众的个人素质问题。

三、解决转型期征地与拆迁问题应遵循

的规则

总的来看，解决社会转型期的征地与拆迁问

题，首先要解决利益均衡和利益表达问题。同时，

一个社会的稳定是靠制度来实现的，必须遵循现

代社会的一系列规则：

1.要有明确的产权。明确的产权是对个人利

益的保护。有个人权利才能有真正的公权，只有

个人利益真正得到保护才能有真正的公共利益。

2.要有权威的司法制度。现代社会发生纠纷

不可怕，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公平公正的司法制

度。如果社会有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和仲裁机

制，那么人们就会相信会通过诉讼获得公正的裁

决。这促使人们对公正司法抱有更高的期待。

3.要有真正的代议机构。在现行的政治框架

和政治环境下，完善基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特别

是实现人大代表职业化，是比较稳妥的现实选择。

4.要有开放的媒体。媒体的相对开放，不仅

便于群众反映问题，也便于群众监督政府执政行

为，是公民参政议政的好方式。对于政府而言，也

可通过开放的媒体了解民情、民风，对于一些社会

问题进行解释，从而将矛盾稀释到最低点。

社会转型期不仅是机遇凸显期，也是矛盾高

发期。当今中国主要的社会冲突是利益冲突，解

决利益冲突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础。利益冲突的

解决，首先就是要形成和建立切实保护个人基本

合法权益的观念和制度。解决利益冲突问题，还

要有各种利益的表达机制和组织，要能够让工人

和农民等弱势群体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解决拆

迁问题，这些规则同样适用。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

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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