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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农村征地拆迁政策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王锋   赵凌云 

【摘 要】通过对浙江 H市城区的个案调查发现,被征地农民对征地拆迁政策的满意度并不高,征地补偿费和房屋

评估价格偏低是低满意度的主因,而政策本身的缺陷和政策在执行中的走样直接导致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的下降｡

因此,当下要及时采取措施来改进征地拆迁工作,以实现社会的和谐､ 正义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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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障被征地农民和被拆迁居民的合法权益,进一步规范各地征地拆迁工作,近年来,浙江省在征地拆迁方面出台了一系

列法规和政策｡这些法规和政策的绩效到底如何?这些政策本身以及政策的执行是否存在问题?为了搞清出这些问题,我们以浙江

H市城区为个案,于 2008年 5至 8月份深入调查了 H市城区的征地拆迁工作｡本文即以上述调查得来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综合其

他文献和资料,对浙江省征地拆迁政策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浙江 H市城区被征地农民的实证调查 

2008年 5-6月,我们对 H市城区下辖区两个乡镇(L镇和 H乡)的部分被征地户及拆迁户随机抽取了 110户进行上门入户式问

卷调查,共发放了 110 份,收回有效问卷 102 份,有效回收率为 93%｡下面是我们运用社会统计软件 SPSS 的资料分析法进行数据的

统计与分析的情况｡ 

(一)安置房满意度状况｡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安置房的满意度不高,有 18.7%的被访者认为不满意,35%的被访者认为不太满意,认为很满意或比较满意

的共占 25%,认为一般的占 21.3%｡满意度不高的主要原因是(1)担心房屋质量,(2)面积太小;在问到“拆迁在经济上是否合算”时,

有 71.6%的人表示不合算｡ 

(二)对征地拆迁政策的实施与评价｡ 

问卷调查显示,绝大部分的被访者对政府出台的征地拆迁补偿政策不太了解,也没有看到过相关的文件规定,大部分人对征

地拆迁补偿安置的标准不认可,认为不公平;但真正拒不搬迁的钉子户并不多,因此,强行拆迁的现象很少;有近三分之一的被访

者对拆迁工作人员的工作态度表示不满,有超过一半的人认为征地拆迁工作的透明度不够,补偿安置政策落实得不一致,受权力､

人情关系影响较大;也有近一半的人赞同政府把其地块纳入征地拆迁规划之中;只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对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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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满意以及对政策在具体执行中落实的评价较高｡ 

而对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的标准是否公平的问题,有 31.4%的人觉得很不公平,43.1%的人觉得不太公平;在征地拆迁的过程运

作是否公开透明问题上,20.6%的人认为公开透明,77.5%的人认为不公开透明。 

关于补偿安置政策一致性问题,调查显示:有 51%的人同意“先搬迁的人可能会吃亏”的说法,48%的人同意“当钉子户占便

宜”,68.6%的人同意“有关系的人能更好的补偿安置”,61.8%的人同意“有钱有地位的人能更好的补偿安置”,44.1%的人认为

工作人员办事不公正,23.5%的人认为工作人员办事公正;42.2%的人认为在本村的拆迁中,补偿安置政策是始终一致的,29.4%的

人认为不一致,28.4%的人认为说不清;66.7%的人赞同“同等条件下也有可能有不同的补偿安置”观点,11.8%的人不赞同;对于

政府把其地块纳入征地拆迁规划的看法是:47.5%的人表示赞同,13.9%的人表示无所谓,29.7%的人表示不太赞同但能理解,8.9%

的人表示很不赞同也不能理解｡关于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政策的满意度方面,调查显示满意程度不高,只有 2.1%的人表示很满

意,26.6%的人表示比较满意,有 26.6%的人表示不太满意,10.6%的人表示很不满意,有 28.7%的人表示一般｡ 

(三)总体评价与满意度情况｡ 

调查表明,被访者对自家的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总体满意度不高,有 31%的人感觉不太满意,18%的人感觉很不满意,21%的人感

觉比较满意,2%的人感觉很满意,28%的人感觉一般不满意的主要原因是征地补偿费和房屋评估价格偏低以及对安置房本身的不

满(如房屋质量､面积及地理位置)｡ 

二､浙江征地拆迁政策及其执行中存在问题分析 

除了上述 102 份问卷调查之外,我们还针对其中 10 户农民进行深入访谈｡综合分析问卷数据和访谈的结果,结合 H 市个案的

实际情况,我们认为浙江征地拆迁政策及其执行中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一)政策制度层面的问题｡ 

首先,浙江省的区片综合价多年未调整,而政府征地后的出让土地价格却节节攀升,被征地农民心理落差太大,导致钉子户越

来越多,征地拆迁越来越难｡浙江省各市县人民政府制定区片综合价的时间多数是在 2003 年左右,至今绝大多数地方的区片综合

价并未随着耕地年产值､经济生活水平和物价的上涨而提高｡ 

其次,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总体水平偏低,且保障制度和补助制度领取标准差异较大｡如 H市 2003年的保障金每月领取 220

元/人,而补助金每月领取标准 150 元/人,这两者间的差距较大,易产生不公平心理｡由于征地补偿标准低,政府统筹资金份额少,

导致保障费缴纳标准偏低｡虽然经多次调整,今年 H市保障金达每月 305元/人,补助金每月 220元/人,但这样的标准仍然偏低,与

失地农民的期望相距较大｡ 

(二)政府执行层面的问题｡ 

一是实际补偿标准的不一致以及政策在具体执行中的变通,致使征地拆迁工作实际透明度不高,村民感觉不公平和满意度不

高｡如 H 市城区,2002 年及之前的征地补偿费只有 7000 元/亩,而现在的标准是 4 万/亩,同一村､同一社区的村民因被征时间不同

而补偿相差巨大,心理不平衡｡ 

二是浙江各市县政府的征地补偿标准争议协调机构尚未建立｡市县人民政府的征地补偿标准争议协调工作基本上处于停滞

不前的状态,这导致被征地农民投诉无门,无法及时行使申请协调的法定权利,即使有的市县人民政府收到征地补偿标准争议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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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申请,因为征地已经实施､用地项目已经动工,对征地补偿标准争议的处理积极性不高,所以就经常出现推诱､拖延,严重侵犯被

征地农民的合法申诉权｡ 

三是地方政府往往只重视征地审批和供地而轻视征地管理监督｡大多数地方政府急于把土地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手上收走

并出让给用地单位以彰显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绩,对征地过程的监督管理工作则不再积极｡ 

四是无就业安置,少就业培训｡在 2003 年之前的征地,有些地方将就业安置作为补偿方式之一｡2003 年之后,再无就业安置,

都采用货币安置｡失地农民中有一部分原本是靠土地的收入来维持家庭的,他们被征后因无技能而失业,生活水平下降｡ 

五是征地程序不够公开透明,政策宣传不够到位,农民对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政策认知度和参与度都很低｡虽然政府在征地拆

迁前有告示或召开村民代表会议,但涉及面较小,仍有许多人不了解相关政策｡ 

六是先拆迁,后建安置房｡这种做法在全国各地都比较普遍｡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有部分安置房因资金周转或手续不全等原因

而致使建设进度缓慢,延迟合同上约定的交房时间,致使农民不满而上访｡ 

三､完善浙江省征地拆迁政策的对策建议 

1.进一步建立健全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方面的法律和法规｡ 

尽管浙江省已有一系列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的政策法规,但很多内容不够明确,太含糊抽象而不具可操作性,还有许多内容因

形势的变化而变得过时了｡当前最为紧迫的是,一要尽快制订出台《浙江省征地拆迁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政府土地征用权､征用

范围､具体补偿标准(特别是农房拆迁的补偿标准的界定)､农村农民住宅产权登记交易办法和拆村建居失土农民的房产证发放等

问题,减少征地拆迁中的纠纷;二是尽快修改调整《浙江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部分条款｡此外在拟定和修改的同时注意上述

两部法规的衔接,避免冲突｡ 

2.以区分用地性质为前提,以合理补偿为原则,实现征地“完全补偿”的最终目标｡ 

当前各地方政府强制性征地范围太宽,大量经营性､商业性用地都打着公共利益的名义进行征地和补偿,致使补偿费用大大

降低｡为此,保障农民土地权益,首先要严格且明确区分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只有合理的补偿才能够充分保护公民的私有

财产,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对经营性用地实行市场定价,以实现真正的合理补偿,而在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市场存在的前提下,

以及一些地方的征地补偿己接近“市价补偿”的示范作用下,采用“完全补偿”原则能从主观上改变被征地者对征地补偿标准

嫌低的看法;对国家征用的公益性用地,补偿标准要参照市场价格｡ 

3.加大失地农民就业培训力度,改善失地农民就业创业环境,使其有长期稳定的收入｡ 

当土地被征用以后,政策的着眼点就应该以一种新的可持续的生计保障来取而代之｡为此,要加强对失地农民的就业培训,多

渠道､多途径地促进就业;要重视创业培训,鼓励失地农民自主创业｡ 

4.提高征地拆迁透明度,建立一套完善的征地拆迁执行机构及争议纠纷受理机构｡ 

为使各权利主体的利益得到充分的保障,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征地拆迁执行机构,如包括征地审批机构､征地拆迁执行机构､

征地拆迁仲裁机构以及土地法庭等｡对已有的征地补偿标准争议协调制度加以优化并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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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全面推行“逢征必保”,适度提高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 

“在土地征用中,被征用人的经济损失并非基于违法行为,而是基于合法的行政上的原因引起,土地补偿属于行政补偿的范

畴”,应推行“逢征必保”,征地之后,所有被征农民就立即转入农村或城镇社会保障体系｡此外,还应逐步缩小基本生活保障和

基本生活补助待遇标准差距｡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基本生活保障,同样失去土地的被征地农民,理应享受同等保障待

遇,在目前无法实现统一的前提下,在提高给付标准时不再拉大差距,并尽可能缩小二者的差距,逐步提高享受基本生活补助人员

的生活水平｡ 

6.加大对征地拆迁的监管力度,优化征地拆迁的方式方法｡ 

进一步严格土地用途管制,加大对征地拆迁的监督管理工作｡明确划定永久保护的基本农田,严禁改变用途,严格控制建设用

地增量,严格控制城市规划区的扩张,加强城乡闲置建设用地的整理和复垦｡此外,要改变现在通行的“先拆迁,后建安置房”---

即先拆后建方式,代之以“先建安置房,后拆迁”---即先建后拆方式,既方便了被征地农民及时入住新居,又在一定程度上保障

了安置房的质量,从而缓和了征地拆迁方和被征地拆迁方之间的矛盾和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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