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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封闭式小区，我家小
区要拆吗？”这几日，围绕“原则上
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街区
制”等新提法，不少人发出疑问。

“文件的宗旨是为解决过
去城市发展中的矛盾和治理

‘城市病’开出药方，一方面要
弄清楚文件的本意，另一方面
要避免误读政策。”上海同济大
学副校长、曾担任 2010 年上海
世博会总规划师的吴志强说。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副院长杨保军说，街区制是相
对于封闭小区而言，文件提出
了“推动发展开放便捷、尺度适
宜、配套完善、邻里和谐的生活
街区”目标，正是为了解决城市
支路毛细血管不通畅问题，以
改善城市道路微循环。

吴志强说，目前这一政策
正被误读，不能把推广街区制
理解为简单的“拆墙运动”，更
不是说全国所有城市都要拆围
墙。“要打开的主要是那些历史
原因造成的单位大院和超大的
封闭小区，它们大都占据城市
中心的公共地带，造成城市道
路梗阻、断头路和丁字路。”

他认为，只有影响到整个
城市的交通运行、景观和管理
的超级大院和住宅小区才是未
来需要打开的，比如一个工厂
大院，里面有厂房、职工住宅小
区、科研楼和幼儿园等，2 到 3
公里长的围墙阻碍了交通，这
样的大院就应该被切分成几个
更小的组团，中间的道路用于
公共通行，缓解城市交通压力。

21日，中央公布了一份重磅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
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对于中央的这份《意见》，
有质疑者认为在执行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大阻力，这是不是拍
脑袋之举？为什么现在这个时候提出要拆除小区的围墙？

《人民日报》近日就提出六问小区拆围墙：
1.打开小区是拍脑袋之举？
2.打开小区违反《物权法》？
3.开放使用小区道路如何补偿？
4.街区化后小区物业将被取消？
5.围墙打开怎么保障小区安全？
6.学区房划分是否会受街区影响？
文中提到，实际上，出台这一文件的背景是经过37年发

展，中国城市日新月异，但问题也不少，尤其是各种“城市
病”，必须得治，刻不容缓。打开小区的决定恰逢其时，并非
拍脑袋之举，因为在中央看来，封闭小区是造成当前城市病
的一大病因。对于这一系列的问题，文中也分别找到专家看
看他们怎么说。从专家的观点来看，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
要打开已建成小区需要充分尊重业主的权利，在充分协商的
背景之下，才能逐步打开。
据《人民日报》

封闭小区和单位
大院确实存在问题

住建部刊文指出，在时隔37
年之后，去年底中央召开了城市
工作会议。今年2月21日，新闻
媒体报道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
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

《若干意见》)。这两天，社会各界
都在学习讨论《若干意见》。这种
学习讨论本身，就是对城市规划
建设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更
增加了我们做好工作的力量。

讨论中，不少网友对“推广
街区制，逐步打开封闭小区和单
位大院”发表了看法。归纳网上
讨论的意见，有一条是基本一致
的，那就是对街区制给予了肯
定。同时，一些网友也存有疑虑。

住建部新闻发言人认为：一是
街区制是对世界城市规划经验的
总结，也是发达国家通行的做法；
二是封闭小区和单位大院确实存
在问题，主要是它影响了路网的布
局，形成了“丁字路”、“断头路”，是
造成交通拥堵的重要原因之一，也
影响了社区居民的出行。

因此，《若干意见》提出“新建
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
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
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
内部道路公共化，解决交通路网布
局问题，促进土地节约利用。”

住建部：街区制不是简单地拆围墙
凌晨住建部发文 表示逐步打开小区不是“一刀切”
各地将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办法

昨晨，住建部官网刊发文章《住
建部新闻发言人：正确理解“逐
步打开封闭小区和单位大
院”》。文章指出，“推广街区制，
逐步打开封闭小区和单位大
院”，并不是“一刀切”，更不能简
单地理解为“拆围墙”，在具体实
施过程中，还要制定细则，肯定
要听取市民意见，依法依规处理
好各种利益关系和居民的诉求，
切实保障居民的合法权益。

住建部表示，在理解和落实
过程中，要注意把握好以下几点：

一是要认真全面理解好“逐
步”两个字。“逐步”就是要有计
划，要有轻重缓急，并不是“一刀
切”，也不是“一哄而起”，更不能
简单地理解为“拆围墙”。

二是《若干意见》对这项工
作提出了方向性、指导性的要
求，具体实施中还要制定细则，
特别是各省、各城市还要根据
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办法。在
制定办法过程中，肯定要听取

市民意见。
三是要实施逐步打开封闭

小区和单位大院的城市，都会
考虑到各种实际情况，考虑到
各种利益关系，依法依规处理
好各种利益关系和居民的诉
求，切实保障居民的合法权益。

住建部希望，要全面准确
把握《若干意见》的精神实质，
正确理解文件的本意，不要误
读。只有全面准确理解文件精
神，才能更好地贯彻落实。
据新华社电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发达国
家和地区的大学、住宅小区基本
没有围墙，但楼栋安保比较到
位。而中国小区是大门看得严，
里面看得松，今后如需拆墙，还要
优先强化建筑物的进出安全性。

吴志强指出，对小区安全、
噪音等担忧多是源于误认为开
放小区就是要“拆墙”。其实，
开放小区主要是打开方便出行
的出入口，对于小区安全，可通
过加强巡逻、技防、安防等多种

措施加强治安管理。
杨保军说，随着我国进入城

市型社会，城市管理会越来越精
细化。未来更加开放的街区模
式下，我国也会进入楼宇安全管
控时代，智能的管理手段将大大
提高安保能力和水平。

专家表示，街区制还需要
硬件保障和软件支撑。比如，
解决好停车、物业管理、环境保
护、住宅区域公共空间等问题，
这是实现住宅街区化的前提。

文件提出，新建住宅要推
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
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
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

“这其实明确了后续的实
施策略。”杨保军说，未来推广
街区制将遵循先易后难、循序
渐进原则。新建小区比较好操
作，可以先推广积累经验，用事
实证明小区安全能得到保障，
这一理念得到大家更多认可
后，逐渐在存量小区推广。

对此，吴志强也表示，后续
推行应借鉴改革开放30多年的
有效经验，实行“老人老办法，
新人新办法”。

杨保军同时表示，对已建

成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开放也
并非“一刀切”，一定要遵循因
地制宜、分类施策。要不要打
开，主要看对城市路网系统造
成割裂损害的程度。

从意见看，未来新建住宅推
广街区制，将出现更多“尺度适
宜”的组团式社区。杨保军认为，
美国平均120米就有一条街道，很
少有边长超过200米的大社区。

专家表示，推进封闭社区
和单位大院开放，政府的出发
点是好的，但推行中一定要尊
重百姓意愿和需求，要邀请社
区百姓发表意见和诉求，充分
保障居民的合法权益。
据《法制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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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推广街区制
不能简单理解为“拆围墙”

■专家观点

“不是说全国所有城市都要拆围墙”

是否助推楼宇进入安全管控时代？

如何做到逐步推进先易后难？

《人民日报》六问“街区制”
谁有权做？安全吗？

近日，
四川宜宾的“莱茵

河畔”小区一夜之间爆红
网络，包括人民日报客户端
在内的多家媒体还发布了一
组该小区的航拍图，它被称作
“国内最成功开放式小区”。

图为小区与一条主干
道串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