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房屋强制拆迁办理流程 （根据2012年4月9日最高法发布的司法解释制）

2011年1月实施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8条规定，被征收
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
又不搬迁的，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七种情形不准予执行 以下 7 种情
形的，法院应当裁定不予执行：1.明显缺乏
事实根据；2.明显缺乏法律法规依据；3.明
显不符合公平补偿原则，严重损害被执行
人合法权益，或者使被执行人基本生活生
产经营条件没有保障；4.明显违反行政目
的，严重损害公共利益；5.严重违反法定程
序或正当程序；6.超越职权；7.法律、法规、
规章等规定的其他不予强制执行的情形。

申请主体

申请机关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除提供《条例》第28条规定的强制执
行申请书及附具材料外，还应当提供包括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材料等六种材
料。强制执行申请书应由申请机关负责人签名，加盖申请机关印章，并注
明日期。强制执行的申请应当自被执行人的法定起诉期限届满之日起3
个月内提出；逾期申请的，除有正当理由外，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申请办法

由房屋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管辖，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
况决定管辖法院。案件管辖

人民法院在法定期限内立案受理或裁定不予受理。法院审查

法院认为强制执行的申请符合形式要件且材
料齐全的，应当在接到申请后5日内立案受理，并
通知申请机关。

立案受理
不 符 合

形 式 要 件 或
者 材 料 不 全
的 应 当 限 期
补正，并在最
终 补 正 的 材
料提供后5日
内立案受理；
不 符 合 形 式
要 件 或 者 逾
期 无 正 当 理
由 不 补 正 材
料的，裁定不
予受理。

不予受理

法院应当自立案之日起30日内作出是否准予强制
执行的裁定；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审查期限的，由高级
人民法院批准。法院在审查期间，可以根据需要调取相
关证据、询问当事人、组织听证或者进行现场调查。

法院裁定

申 请 机
关 对 不 予 受
理 的 裁 定 有
异议的，可以
自 收 到 裁 定
之日起 15 日
内向上一级法
院申请复议。

申请复议

准予强执 不准强执

法 院 裁 定
准予执行的，一
般由作出征收
补偿决定的市、
县级人民政府
组织实施，也可
以由法院执行。

执行主体

申请
复议

法院裁定不准予执行的应当
说明理由，并在5日内将裁定送达申
请机关。申请机关对此有异议的，
可以依法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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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补偿不公平不准强拆
出台司法解释规范房屋征收强制执行案件审理，确立“裁执分离”为主导的强制执行方式

■ 背景 拆迁法规沿革
●1991年6月1日

当地政府可组织拆迁

国务院公布的《城市房
屋拆迁管理条例》，自1991年
6月1日起施行。条例规定：
当地人民政府可以组织统一
拆迁，也可以由拆迁人自行
拆迁或者委托拆迁。

●2001年11月1日

行政机关可自行强拆

国务院公布的《城市房屋
拆迁管理条例》，自2001年11
月1日起施行。条例规定：建
设单位是拆迁人；行政机关
可自行强制拆迁；政府既可
以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

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拆迁。

●2011年1月21日

暴力拆迁可追究刑责

国务院公布实施《国有
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规定，国有土地房屋征收必须

“补偿先行”；暴力迫使被征收
人搬迁可追究刑事责任；征收
范围确定后“违建”不补偿；新
条例改“拆迁”为“征收”，突
出保障被征收者权益。

●2012年1月1日

行政强执由法律设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
《行政强制法》，自 2012 年 1

月1日起施行。
该法第 13 条规定：“行

政强制执行由法律设定。法
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
行的，作出行政决定的行政
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

●2012年4月10日

强执实行“裁执分离”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
法解释，确立了“裁执分离”
为主导的强制执行方式。
规定：人民法院裁定准予执
行的，一般由作出征收补偿
决定的市县人民政府组织
实施，也可以由人民法院执
行。2012年4月10日实施。

新京报讯 （记者邢世伟）
征收补偿决定明显不符合
公平补偿原则，严重损害被
执行人合法权益的，法院应
当不准予执行。昨日，最高
法出台司法解释，明确了法
院应裁定不准予执行的七种
情形。

2011 年 1 月国务院公
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
补偿条例》，废除了行政强
拆，改由行政机关向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

昨日，最高法发布《关
于办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

补偿决定案件若干问题的
规定》，对法院如何受理行
政机关申请强制执行房屋
征收、受理后如何进行审
查和裁定等问题进行了规
范，并确立了“裁执分离”为
主导的强制执行方式。自
2012年4月10日起施行。

【法释摘要】

法院裁定准予执行的，
一般由作出征收补偿决定
的市、县级人民政府组织实
施，也可以由法院执行。

【解读】

王锡锌：从立法语义表
述来说，前者是原则。法院
之所以不去组织实施拆迁，
一是因法院能力问题；第
二，社会稳定风险的评估是
由市、县人民政府来做的，

由法院实施风险较难控制。
从立法文字的背后来

看 ，这 种 所 谓 的留个“尾
巴”，可能反映了行政部门和
司法部门之间，在“谁来组织
落实”这个“烫手山芋”的问
题上是有博弈的。

马怀德：如果法院更具
有执行条件或更便于执行
的话，那么法院也可以实
施。比如说拆迁补偿款。
做出了拆迁补偿决定，当事
人既没有起诉也没有申请
获益，那么行政机关就此可

以申请法院来强制执行。
法院做出准予裁定的决定
后，通常情况下比如说把款
项由行政机关付给被拆迁
人。如果法院方便的话或
者法院条件具备的话，法院
可以直接将这笔补偿款打
入被拆迁人的账户，或者可
以提存，放在一个公共账户
里。实际上，只是在例外情
况下，由法院自己来实施征
收补偿决定的执行。

新京报记者 邢世伟
刘春瑞 实习生 葛南南

【法释原则】

最高法介绍，司法解释
在充分考虑对被征收人合
法权益的多重保护、确立“裁
执分离”为主导的强制执行
方式的基础上，从案件受理、
审查、执行等方面，对法院
办理非诉行政执行案件作
出了具体规范。

【解读】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

马怀德：在《国有土地上房
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出台
前，政府征地通常自行确定
补偿标准，并强制被拆迁者
接受，行政机关则是自裁自
执。行政机关既是裁判员，
又是运动员，行政机关的权
力不能被控制。这往往会引
发被拆迁者与拆迁者之间
的暴力对抗。

“裁执分离”是指做出
裁决的机关与执行的机关
应该分离，从而体现权力的

监督与制约，防止权力滥
用。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
长王锡锌：司法解释将原
来 征 收 补 偿 条 例 的 第 28
条，从法院强制执行角度，
做了具体规定。法院在房
屋征收补偿过程中，主要
是审查的角色，而不是主
要负责组织实施的角色。
通俗地说，在强制拆迁问
题上，法院做“文官”，而不
做“武官”。

强执原则 强制执行实行“裁执分离”
■ 焦点

【法释摘要】

人民法院在审查期间，
可以根据需要调取相关证
据、询问当事人、组织听证

或者进行现场调查。

【解读】

马怀德：询问当事人、组
织听证是法院在审查过程中

的一种方式，也是普通案件
法院办案的方式之一。确立
这种方式，有助于法院更客
观地了解被征收人的诉求，
更公正合理地做出裁定。

【法释摘要】

征收补偿决定存在下
列情形之一的，法院应当裁
定不准予执行：（一）明显缺
乏事实根据；（二）明显缺乏
法律法规依据；（三）明显不
符合公平补偿原则，严重损
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或者
使被执行人基本生活、生产
经营条件没有保障；（四）明
显违反行政目的，严重损害
公共利益；（五）严重违反法

定程序或者正当程序；（六）
超越职权；（七）法律、法规、
规章等规定的其他不宜强
制执行的情形。

【解读】

王锡锌：原来法院对行
政行为的审查，主要是看行
政行为是否违反法定程序，
这次新加入了“或者正当程
序”，大大加强了审查的强
度。另外，“明显不符合公平
补偿原则，严重损害被执行

人合法权益，或者使被执行
人基本生活、生产经营条件
没有保障。”这充分体现了执
行中对个人权益的保障。

马怀德：不予政府执行
的七种情形，实际上都是针
对行政机关现实存在的违
法的情形。根据现实生活中
行政机关经常容易犯的错
误，来确定法院的审查标准，
这个标准对于相对人来讲是
保护性的；对行政机关是一
种制约、监督性的标准。

法院审查 申请强执法院可组织听证

法院裁定 七种情形法院不准予强执

执行主体 强拆一般由市县政府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