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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封閉小區 爆利益衝突
遭質疑違《物權法》官民需尋求共識

中國人民大學反腐敗與廉政政策研究中
心主任毛昭暉對本報指出，對於本屆

政府來說，2016年是反腐敗鬥爭承上啟下
的關鍵一年，它將延續2013年至 2015年
的高壓反腐態勢，同時也要為2017年「不
能腐」的制度打下基礎。而種種跡象顯
示，2016年中央可能從強化國家監察入
手，加快推進反腐從治標到治本的過渡。
去年年底，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十
八屆中紀委六次全會上講話指出，要健全
國家監察組織架構，形成全面覆蓋國家機
關及公務員的國家監察體系。而會後發佈
的全會公報對2016年的紀檢工作提出了七
點具體要求，其一便是「探索黨長期執政
條件下強化黨內監督的有效途徑，修訂黨
內監督條例，研究修改行政監察法，使黨
內監督和國家監察相互配套、相互促
進。」

倡設「國家監察委員會」
毛昭暉認為，長期以來，我們着重強調
的是黨內監督，而對政府監督一直未強
化，但可以看到，目前不少腐敗是和政府
行為相結合的共生性腐敗，因此為構建更

科學、合理、有效的監督體系，從制度反
腐角度來說，亟需加大對國家機器的監
督。他說，去年的中紀委全會首次對「監
督體系頂層設計」作出了要求，今年中央
料以修訂《黨內監督條例》及《行政監察
法》為契機，在進一步完善黨內監督體系
的同時，通過構建全面覆蓋國家機關及其
公務員的國家監察體系，強化國家監察在
反腐敗鬥爭、黨風廉政建設及國家治理中
的作用，並逐步推動行政督察上升為國家
監察，以加快推進反腐從治標到治本的過
渡。他建議成立「國家監察委員會」，專
司對人大、政府、法院、檢察院以及軍隊
的監察工作。
中國紀檢監察學院原副院長李永忠也認

為，應當通過對行政監察法的修改，實現
從行政監察到監察行政的轉變，因為監察
行政是異體監督，行政監察是同體監督。
他建議，監察委員會可在全國人大常委會
下面專門設立，「把監察機構歸到人大序
列當中，才可能對全部國家機關進行監
察。不光是對國家行政機關，還包括對國
家立法機關的有關部門以及審判、檢察等
司法機關進行監察。」

強化國家監察料成反腐新着力點
2015年以來，反腐風暴繼續勁吹，多位擁有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

協委員身份的政商精英應聲落馬。此間北京專家指出，對於本屆政府來
說，2016年是反腐敗鬥爭承上啟下的關鍵一年，有跡象顯示，2016年
中央料以修訂《黨內監督條例》及《行政監察法》為契機，強化國家監
察在反腐敗鬥爭、黨風廉政建設及國家治理中的作用，逐步推動行政督
察上升為國家監察，以加快推進反腐從治標到治本的過渡。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玨 北京報道

據本報初步統計，自去年「兩會」至今，
一年內就有42名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被
終止或撤銷資格，其中至少33名涉貪腐，不
僅人數再創歷年新高，總人數也超過了此前
十屆、十一屆。
去年「兩會」以來，全國人大先後發佈多
次公告，共終止了33名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
的資格，除少數因故去世、工作調動、個人
原因外，至少有24人被除名已明確與貪腐密
切相關。這其中，不少是在反腐風暴中落馬
的黨政高官：如河北省委原書記、省人大常
委會原主任周本順，福建省原省長蘇樹林，
陝西省政協原副主席孫清雲，黑龍江省人大
黨組原書記、原副主任蓋如垠，雲南省委原
副書記仇和等，而剛獲降職處分的四川省原

省長魏宏，其人大代表職務已被四川省人大
常委會罷免，正待全國人大確認。

多名軍官涉違紀違法被罷免
同時，還有多名軍隊高官涉違紀違法，其
代表資格被終止，如海軍南海艦隊裝備部原
部長汪玉、武警福建總隊原司令員楊海、武
警河南省總隊原司令員沈濤、蘭州軍區聯勤
部原部長占國橋。
此外，失去全國人大代表資格的商界精英
也為數不少，其中有不少涉嫌「嚴重違紀違
法」的國企高管，如武鋼集團原總經理鄧崎
琳，一汽原董事長、黨委原書記徐建一等。
在全國政協方面，去年「兩會」以來，共撤
銷了9名全國政協委員資格，包括全國政協原

副秘書長黃小祥、環保部原副部長張力軍、廣
州軍區原副政委兼廣州軍區空軍原政委王玉
發、北京電台原台長汪良、中國東方演藝集團
原董事長顧欣、內蒙古自治區政協原副主席韓
志然、山東省委統戰部原部長顏世元、廣東省
機場管理集團原總裁劉子靜。目前，王玉發、
張力軍、汪良、顧欣、韓志然、顏士元、劉子
靜均被官方證實涉違紀、違法，而黃小祥則被
報道稱曾在四川省工作多年，與周永康關係密
切。而剛剛被撤銷資格的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
副主任褚平，官方尚未公佈原因。
據統計，十一屆全國人大、政協5年內，

僅有34人被罷免或辭職；十屆全國人大罷免
代表資格25人，而2015年罷免42人更打破
了2014年罷免31人的紀錄，創下新高。

����"��

去年42代表委員落馬創新高 33人涉貪

「我家大門常打開，開放懷抱等你」，也許歌唱中的場景在不久的
將來會成為現實。近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

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見》正式發佈。這份面向今後5年乃至更長
時間的中國城市發展規劃、交通路網建設的文件提出，內地「建住宅要推
廣街區制，原則上不再建設封閉住宅小區，已建成的住宅小區和單位大院
要逐步打開，解決交通路網佈局問題，促進土地節約利用。」

擔心影響安全與生活質量
該文件一經公佈，引發了民眾和輿論激烈討論。有人抨擊，「拆牆運
動」的做法罔顧《物權法》。小區道
路、綠地、花園等公攤面積，都是業
主承擔了高房價才獲得的，是私有產
權，一夕之間就要變「公」，誰來買
單？有人認為，像境外學習更先進的
街區制，政府出發點是好的，但是有
沒有考慮到中國的現實情況，開放小
區後，人員車輛往來雜亂，安全與居
住環境誰來保障？
新浪、搜狐等輿情調查顯示，對「新

政」持否定態度的網民超過五成，反對
的焦點集中在擔憂私有產業得不到保
障、生活安全與質量會受影響。
相比公眾的反彈情緒，學界的觀點
則更為理性。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
院副院長楊保軍指出，城市大規模的
封閉小區和機關大院，斷了城市的「微循環」，容易引發交通擁堵，
導致城市的運行效率下降。
「改善道路微循環，治療城市病」是很多學者支持打開封閉小區和

機關大院的原因。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中心綜合交通研究院院長
張國華向香港文匯報記者指出，國際城市規劃有一個標準，城市一平
方公里若有100至120個街口，這個城市的循環、交通就比較暢通，商
業服務設施分佈均勻，居民生活工作成本較低，城市比較宜居、便
利。但目前上海浦東新區每平方公里只有14個路口，北京的一些地區
還不到10個。
顯然從城市的科學規劃角度出發，推廣街區制，建立起城市的「密

路網」，是中國城市發展的一種更佳的選擇。這次出台的「新政」也
意圖將城市規劃往這條路上引導。

窄馬路密路網是城規必選
張國華指出，封閉的大院是內地計劃經濟時期的產物，已不符合城
市發展向服務業轉型的需求，「窄馬路、密路網」才是現代化城市規
劃的必然選擇。但想要逐步打破目前這種封閉的狀態，必須要結合整
個社會的進步，重新構建城市治理體系。
對於道路「私改公」是否違背《物權法》？北京大學法學院房地產
法研究中心主任樓建波向本報指出，根據《物權法》建築區劃內的道
路、綠地等屬於業主共有，但法律也規定政府為了公共利益可以對私
有財產進行徵收、徵用，但前提是你必須證明這裡面有公共利益，即
「私改公」是緩解城市道路堵塞的最佳方案，同時給予合理補償。
樓建波建議，「逐步」打開封閉小區和機關大院，可以先在增量上

尋求突破，存量最好等到土地使用權期限屆滿時或小區住宅樓已經無
法居住需重建時再變更。另一個辦法就是政府和小區居民坐下來，通
過談判協商解決。

提到街區制，內地人大多會聯想起歐美電視劇
裡便利的生活，走落樓轉個街角便可到達酒吧或
公園，沒有圍牆與森嚴的保衛。內地開始也有些
街區制的嘗試，海南省海口長流就在專家建議下
改變了初期規劃，把原先的大塊土地切割成路網
密集的小地塊，在這裡，所有居民和上班族都能
夠在5分鐘步行到主要的醫院、學校、城市綠地，
並且盡量減少機動車的干擾。

交通更通暢 商業更發達
開放式街區的概念發源於美國，由簡．雅各布

斯所著的城市研究和城市規劃領域經典名作《美
國大城市的死與生》提到，街道是城市中的主要
公共區域，是一個城市的最重要器官。街區制最
大的優勢在於能夠使生活更便捷、交通循環更通
暢，商業更發達。
目前，從西方發達經濟體到日本、韓國和港澳

台，甚至一些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如巴
西、俄羅斯等，街區基本上都是開放的。在開放
街區發展模式下，城市的服務業發展特別快，佔
比遠高於中國。
在內地開始有些街區制的嘗試，海口長流起步

區就是其中之一。據主導此項規劃設計的張國華
介紹，按照原規劃，起步區中間有一條景觀大
道，規劃為雙向三上三下六車道，加上馬路兩邊
停車和步行系統，道路特別寬，直接阻隔了景觀
公園兩側的聯繫。
後來改變了建設規劃思路，重新在商業地塊

和居住地塊進行了窄路密網的佈局，修建多條
南北向的支路和步行系統。這樣，原本的大塊
土地被切割成路網密集的小地塊，機動車在區
內任何一個地方，5分鐘之內就能到達對外的交
通幹道。

「打開封閉小區和單位大院」的文件一公
佈，一石激起千層浪。我的朋友圈裡，幾乎每
個人都要對這項「新政」吐槽幾句。很多人都
不明白，家裡小區住得好好的，政府為什麼要
來拆圍牆？

很多人猛一聽到這麼一項關乎每個人利益的事
情，難免要激動一下，甚至有些反應過度。

我與一位城市規劃專家聊這件事時，他直言，

輿論已經把這件事誤解了。實際上，政策出台的
背後更多是指向機關大院及地產大鱷。除了少數
特別影響交通，形成斷頭路的小區，可能會出現
徵用道路的情況，大多數人都不受影響。

住建部表示，「新政」不會一刀切，會逐步打
開封閉小區和單位大院。另外，發改委官員發
聲，存量封閉小區不是這次改革的重點，公眾的
憂慮情緒才得以緩解，輿論的焦點才得以從抨

擊、質疑，轉向思考開放的必要性，探討打開封
閉小區的最佳方式。

細想來，「新政」確實是為順應現代化城市發
展的方向以及照顧公眾利益為出發點。但這卻是
關乎個人利益的事情，政府在政策發佈前沒有積
極聽取民意，進行必要的輿論討論，事後也沒有
主動對政策進行權威解讀；另一方面，公眾對於
公共利益也應當有一些理性和建設
性考慮，只有各方充分溝通、理
解、包容，社會才能向更好的方向
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琳

近日內地一則「已建成的住宅小區和單位大院要逐步打
開」的消息引發社會高度關注。有人認為，「新政」侵害了
私有產權，罔顧《物權法》；也有人指「新政」的方向是正
確的，打開封閉小區和機關大院將有助於改善道路循環。法
律專家建議，可以在新增小區規劃上嘗試突破，存量最好通
過協商談判解決或等到土地使用期限到期再作規劃。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琳北京報道

開放街區使生活更便捷

公共政策制定宜先聽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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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大興區中建國際港的馬女士家住大興區中建國際港的馬女士：：我家的小區就位於地鐵站邊上我家的小區就位於地鐵站邊上，，人員往來非常雜人員往來非常雜。。現在社會治安這麼現在社會治安這麼
差差，，幾乎每天都會看到小孩子被拐走的消息幾乎每天都會看到小孩子被拐走的消息，，如果開放小區如果開放小區，，誰都能進來誰都能進來，，我家孩子的安全誰來保證我家孩子的安全誰來保證？？
現在社會還沒有成熟到境外那種程度現在社會還沒有成熟到境外那種程度，，不是什麼看上去好的我們學來都合適不是什麼看上去好的我們學來都合適。。
家住朝陽區珠江帝景的王女士家住朝陽區珠江帝景的王女士：：我當初買這裡就是看中小區人車分流的設計我當初買這裡就是看中小區人車分流的設計，，這樣家裡孩子這樣家裡孩子、、老人在小老人在小
區裡流連散步會安全一些區裡流連散步會安全一些，，不用擔心被機動車碰到不用擔心被機動車碰到。。為此為此，，這裡的房子比附近其他封閉性差的小區貴這裡的房子比附近其他封閉性差的小區貴
2020%%，，現在要開放搞成跟其他小區一樣現在要開放搞成跟其他小區一樣，，先不說安全問題先不說安全問題，，這中間的差價誰來補償這中間的差價誰來補償？？
家住亦莊經濟技術開發區的楊先生家住亦莊經濟技術開發區的楊先生：：其實開放也好其實開放也好，，現在物業管理太嚴格現在物業管理太嚴格，，快遞不讓進小區快遞不讓進小區，，經常要自己經常要自己
下來取快遞下來取快遞，，生活有些不便生活有些不便。。不過不過，，如果機動車也可以隨便進出如果機動車也可以隨便進出，，可能會變得很吵可能會變得很吵，，這樣也會有問題這樣也會有問題。。

小區大門敞開小區大門敞開 京城市民願意嗎京城市民願意嗎？？

■■封閉式住宅區被取消後封閉式住宅區被取消後，，小區城牆小區城牆
推倒推倒，，城市交通更四通八達城市交通更四通八達，，可有效可有效
解決交通堵塞問題解決交通堵塞問題。。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人車分流人車分流、、花園式綠化的封閉式小區花園式綠化的封閉式小區
管理往往是樓盤的賣點管理往往是樓盤的賣點。。 記者馬琳記者馬琳攝攝

■■20152015年以來年以來，，多位擁有全國人大代表多位擁有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全國政協
委員身份的政商精英應聲落馬委員身份的政商精英應聲落馬。。圖為內地加強開展圖為內地加強開展
反腐倡廉教育反腐倡廉教育，，時刻向官員敲響警鐘時刻向官員敲響警鐘。。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多名軍隊高官涉違紀多名軍隊高官涉違紀
違法違法，，其代表資格被終其代表資格被終
止止。。嚴懲軍隊腐敗嚴懲軍隊腐敗，，中中
央絕不手軟央絕不手軟。。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