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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不会成为侵害个人财产的一种手段？”
为提升各级人民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四川省法制办于 9

月底在网上全文公布了《四川省突发事件应对办法（送审稿草案）》（以下
简称《草案》），计划用半个月时间向社会各界征求修改意见。然而，出人
意料的是，《草案》的第47条规定，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第 47条规定写道：“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为应对突发事
件，必要时可依法征用单位和个人的财产。财产征用人员
不得少于2人，并署名备查，征收组应当有公证人员参加。”

“征用时应当向被征用的单位或者个人出具应急处置
征用手续并登记造册。被征用的单位或者个人拒不接受
应急征用的，征用执行人员在情况紧迫并且没有其他替代
方式时可以强制征用。”

“看到这则消息，我心里揪了一下。”成都市民张军说，
“在发生汶川地震这样巨大的自然灾害时，我同意政府在
紧急情况下征用我的个人财产。但我现在更担心的是，这
一规定被某些人所利用，成为侵害个人财产的一种手段。”

绝大多数人反对“应急征用”
记者发现，和张军一样，有着同样担忧的人不在少数。他们的担忧主

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此规定可能会给地方政府强制拆迁披上“突发事
件”这件“华丽”的外衣；二是由于“必要时”未明确界定，可能会出现某些
人借机敛财的情况；三是虽然《草案》也规定个人财产征用后会返还或合
理补偿，但最终谁来保障？一些网民还质疑，《草案》违反了宪法、物权法
等法律。

大家的担忧，在网络上还引发了一场关于“是否支持突发事件可依法
征用个人财产”的大讨论。结果显示，绝大多数人对“应急征用”表示反
对。据统计，截至10月11日20时，仅在腾讯网，就有6万多人参与投票，
其中反对征用的占92%。

据了解，《草案》是四川省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
对法》而计划出台的实施细则，这部法律规定：“有关人民政府及其
部门为应对突发事件，可以征用单位和个人财产。”

四川拟规定：突发事件可征用个人财产
“看到这则消息，我心里揪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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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担心，这更成为强拆的借口

国庆长假刚结束，来自四川的一则
消息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突发
事件拟依法征用个人财产，在情况紧迫
时可“强制征用”。

征用个人财产是否违法？会不会
以“突发事件”为名侵占个人财产？征
用后能否确保公平合理的补偿？地方
规章缘何引发全国性“过敏”？

质疑声折射出什么？
“突发事件可征用私人财产”并非新鲜事，国内外法律法规皆有涉

及，但缘何此次四川的地方规章会“一石激起千层浪”呢？
专家认为，这暴露出部分地方政府存在“滥用公权”的不良作风，从

而引发百姓信任危机。质疑风暴提醒政府要坚持依法行政，打击“公权
越位”行为。

“私人财产征用触及社会敏感的神经，就是在发展经济名义下，对土
地和房屋强制征用和拆迁。现实中一再发生的悲剧性案例让人们意识
到，‘公共利益’和‘突发事件’的法定内涵，很容易就被地方政府所突
破，法律所作的一般性规定往往容易成为地方政府追求最大化利益和侵
害公民权利的依据。”一名网络观察人士的一席话，道出了社会担忧的

“玄机”。
在此次质疑声浪中，许多人将“征用”与强制拆迁相联系。四川大学

法学院教授周伟认为，近年来，强制拆迁已成为我国行政“乱作为”的一
个重灾区。部分地方政府因暴力拆迁导致公信力下降，引起社会信任危
机。“为消除这种担心，政府亟待摆正自己在房地产拆迁等事件中的角
色，通过严格依法行政，重塑形象。”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田炎认为，此次市民质疑还提醒地方政
府，在出台地方规定时要细致规范、考虑周全，避免政策在基层执行时发
生“变形”。“一个地方法规出台时，政府还应对不确定的社会风险开展评
估，提高决策的参与度，完善其背后配套的规章制度，推进信息公开，让
政策在阳光下出台和运行。”

对于“征用”与“强制拆迁”的关系，周伟和邹忠民还表示，政府拆迁
与突发事件不会也不可能产生必然联系。“强制征用是为了妥善处置好
突发事件。但如果以征用的名义强拆房屋，那不仅无法妥善处置，还将
进一步激化矛盾，这与征用的目的是相矛盾的。这种行为也肯定要受到
行政追责，情节严重的甚至还要追究刑事责任。”邹忠民说。

据新华社

草案合法但仍需完善
针对市民的担忧和质疑，四川省政府法制办副主任邹忠民12日接

受专访，回应了社会关注的三大焦点。

焦点一：《草案》是否违反宪法、物权法等法律？
邹忠民认为，“突发事件可依法征用个人财产”这一规定是有相关法律依

据的。我国宪法、物权法以及突发事件应对法等都有相关说明和规定。
他说：“与其他法律不同，《草案》中多了‘强制’两字，引起了社会质疑。

从法律层面解释，‘征用’一词本身就包含了强制的意义。《草案》正式出台前，
还将对‘强制’这一提法进行商榷。”

焦点二：《草案》如何避免沦为“滥用公权”的手段？
邹忠民说，首先，突发事件的界定是明确的，主要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

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四大类，突发事件应对法对此也有明确规
定；其次，对于何时、何种情况下将启动征用程序，各地政府实际上有相关的
应急预案，也有相关的决策报告制度，“征用个人财产主要还是针对重大自然
灾害，用于救命之急”。

邹忠民表示，《草案》明确了追责，其中就包括“未按程序进行应急征用
的”的“乱作为”行为。“在网上征求意见，就是为了完善这部规章。《草案》还将
根据社会各界的意见，进一步细化对政府‘乱作为’行为的追责。”

焦点三：《草案》出台是否会召开听证会？
邹忠民说：“《草案》制定有一批法学专家全程参与，此前已在北京、唐山

等地开展过实地调研，目前仍在省内攀枝花等地实地征求意见。按照原定计
划，这个月底将召开听证会，之后还会请相关专家进一步开展论证。”

“《草案》还只是规章，并非地方性法规，将根据社会各界的意见进一步完
善。《草案》通过后，将试运行1至2年，视其效果，决定是否提交四川省人大审
议，上升为地方性法规，以提升其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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