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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土地征收
拟立法防强拆

星报综合消息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

授沈岿日前向记者透露，目前正酝酿立

法解决集体土地征收和补偿中存在的问

题，诸如补偿标准过低、补偿不公、失地

农民生活保障、暴力强拆等。

城市扩张主要依赖周边土地，提高

集体土地征收的补偿标准就会使政府成

本增加，形成城市化资金的缺口。如果

立法规范集体土地征收和补偿，最大困

难在于如何确定补偿标准。沈岿认为，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越来越清楚地看

到地方政府靠土地来经营城市的趋势。

农民的利益被剥夺，但随着农民权利意

识的增强，农民也越来越清楚地感受到

不公平。如果不改变这种情况，矛盾会

越来越激化，人民就会失去对政府的信

心。“立法最大障碍就是土地财政问题，

这需要中央的政治勇气。”

星报综合报道 南京司法史上继承人

数最多、跨年代久远的房产继承案9月16

日在该市下关区法院宣判，最终确定75名

继承人共分房产，其中最多的分得房产份

额的1/18，最少的仅为1／2880，最复杂的

则为53／8640。

“李白后人”争祖产

李氏家族的先祖叫李均泰，据说是大

诗人李白的后裔。一百多年前他从安徽来

到南京，经过一番努力经营，成为“下关首

富”。并于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在下

关置下一片房产，也就是位于南京市下关

区热河路103巷的李氏老宅。李均泰育有

五房儿子，此后的百多年间，李家子孙在这

块土地上繁衍了7代。

2009年6月，李家接到房子将被拆迁

的通知后，立即召开家族会议，商议拆迁具

体事宜及后期拆迁款的分割，矛盾由此产

生。经过现场勘查，李家老宅共737.3平方

米，拆迁款将达数百万元。由于人口众多，

意见很难统一，尽管家族内部研究了20余

次，仍然没能达成共识。2009年 10月，李

家人将此事诉诸法院，要求对继承分配方

案作出判决。

75人共分一处房产

法院在梳理了整个案件后，列出了李均

泰的各房子孙共130余名继承人，除已故人

士外，最终列入本案继承范围的为75人。

经过审理，下关法院于9月16日对此案

进行宣判，由于涉及当事人数量庞大，案情繁

复，判决书达40多页2万余字。为避免当事

人在今后的拆迁补偿分配中产生新的矛盾，

法院对每一名继承人的应得份额均予以明

确。其中，最多的分得房产份额的1/18，最少

的仅为1／2880，最复杂的则为53／8640。

办理此案的法官表示，本案时间跨度近

150年，涉案当事人多达6代75人 ，如此继

承人数众多、跨年代久远的房产继承案件，

在目前所掌握的南京司法史上还属首次。

据中新社电 广西柳州市9月17日召

开新闻发布会，公开选聘18名副处级官员，

这已是该市今年第三次对官员大规模公开

选拔，从今年3月份起广西壮族自治区在全

区实施的“公开选拔、选聘干部千人计划”将

于10月底结束。而在不久前的8月末，中共

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国资委向海内外公开招

聘20名国企高管。从中央到地方，公开选

拔选聘正改变着中国官员的晋升格局。

多地公开选拔300厅官

今年以来，北京、浙江、陕西等十多个

省(市)，均面向社会公开选拔不同数量的厅

局级官员，其总数已超过300名，创历年之

最。这些公开选拔官员的层级也比往年有

所提高，正职逐渐增多，官员公开选拔的新

闻在各地也常见诸报端。随着中国的社会

经济发展，人事制度改革力度的逐渐加大，

原有采用委任制的官员晋升方式因缺乏透

明且没有明确标准而弊端丛生。去年底，

中共颁布《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

要》，公开差额选拔干部职位的高官化，正

逐渐成为干部选拔的趋势。

相比委任制、选任制和竞聘上岗等选用

制度，公开选拔制度提高政府部门选人、用人

的透明化与公信度。在公开、竞争中择优，选

上来的能够服众，而没有选上的也能看到自

己的不足，这样的方式鼓励了官员的活力。

公选官员已在各地普及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曾对当

前中国官员的选拔制度提出自己的看法：

“目前政府官员的公信力偏低，而加大干部

选拔公信力，公选无疑是最佳方案，通过此

方法，也增加了政治决策的民主参与程度。”

目前，公选官员已经在中国各地得以

普及。中共《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

纲要》中提出，到2015年，每年新提拔厅局

级以下委任制党政领导干部中，通过竞争

性选拔方式产生的，应不少于三分之一。

来自官方“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的统计数据

显示，近几年通过公开选拔的各级党政官

员已近 3 万名，其中县处级以上官员达

7000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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