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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朝晖九区 24 幢当了好

一阵子的朝晖“网红”，时不

时会有人按图索骥，去看上

一眼。

其实危旧房“拆复建”，

24 幢并不是杭州第一个，近

有 朝 晖 六 区 67 幢（本 报

2015 年 8 月 29 日 A4 版曾

报道），远一点的湖滨街道直

饮马井巷 5个墙门的老房子

去年已经完成重建入住。朝

晖九区24幢的特殊在于，跟

那些借成片改造之机重建的

老房子不同，它只有一幢，总

共两个单元，旧地拆复建。

朝晖九区24幢拆复建启示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危旧房都要拆除重建，还可选择成片整治或维修加固

危房解危，考验着政府职能部门在城市管理中的精细化水平

通讯员 谢羽美

本报记者 詹丽华

朝晖九区24幢只是一个特例

“朝晖九区 24 幢是一个试点项目，也可以说是一个特

例。”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房屋安全管理处副处长

李勇说，目前杭州市的危旧房治理主要有三种方式：成片整

治、维修加固和拆除重建，“成片整治是我们最推崇的方式，

因为它既符合城市整体规划又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居住安

全、改善居住条件。但成片整治是比较难的，需要有项目带

动，没有项目就得停滞，这时候第一选择是维修加固。如果

维修加固还不行，又没有成片整治的机会，那么在符合规划

的前提下，拆除重建。”

换句话说，旧地拆除重建是其中最受争议的方式。“因为

对危旧房业主我们主要解决的是他们的居住安全，而不是居

住舒适度，这里面有个‘度’的问题。”李勇直言，碰到实际问

题，维修加固最受抵触，因为虽然排除了安全隐患但对业主们

来说房屋价值并没有提升，而一旦商讨是否拆除重建，紧随而

来的就是扩大居住面积的要求。“且不说扩面本身就不符合拆

复建的‘三不’原则规定，后续涉及到规划、城建、土地、房管的

一系列问题都进行不下去，因为找不到法律依据。”

其实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24幢可以有另一个解危的方

案：拆除，原业主外迁。城市在发展，规划要适应发展的需要

而调整，24 幢旧址在新规划中或许已经发生变更，比如变成

绿化用地、教育用地、商业用地，甚至为增加其他新建住宅的

楼间距而就此消失。而这些话，不好说，一旦摆上台面最直接

的问题就是：钱谁出？

危房解危不能只算经济账

2015 年 12 月底，浙江省曾公布过一组数据：全省已查明

存在安全隐患的住房（丙类）达2.9万幢，约2300万平方米。

按照《浙江省城镇既有住宅房屋结构安全排查技术导则

（试行）》规定，丙类建筑是指发现存在比较严重的结构安全问

题、影响安全使用、建议委托专业单位依据国家相关标准对房

屋的危险性进行鉴定的住房房屋。

2015 年 6 月发布的《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

进城镇危旧住宅房屋治理改造工作的通知》中有明确规定，城

镇危旧住宅房屋治理改造项目免收城市市政基础设施配套

费、房屋所有权登记费、土地使用权登记费等行政事业性收费

和政府性基金，涉及的经营服务性收费一律减半收费，涉及的

水电、燃气等管线铺设、表箱拆装移位等工程按成本价一次性

收费。但在这些优惠政策之外，至少改造项目的建筑安装工

程造价部分，业主还是要承担的。

以朝晖九区24幢为例，现产权人需要承担房屋修缮费用

的 80%（按每户的建筑面积比例共同分摊）。而其拆复建工

程之所以能进行下去，也是因为最终原业主同意承担这部分

费用。“但在实际操作中，很多危旧房整治项目产权人主体责

任难以落实，个别业主不愿承担责任，把危旧房的问题全部压

给政府单方是很常见的。”一位知情人私下说，在24幢拆复建

立项以后，也有其他危旧房业主写了联名信要求进行整治，

“虽然现在很积极，但真要商谈方案、分摊费用，估计又推进不

下去了。如果单算经济账，谁愿意让步呢？”

“朝晖九区 24 幢的拆复建是可行的，它是目前条件下的

一次有益探索，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危旧房都要拆除重建。”

李勇解释说，在宁波、温州相继发生房屋坍塌事故之后，杭州

市 2015年就对全市范围（包括 13 个区县市）内国有土地上的

住宅进行了排查，从政府管理角度加强管控，目前各属地政府

已给所有C、D级危房建立了档案，建立了日常巡查和网格化

动态监管机制。“每幢 C、D 级危房都建立了紧急撤离避险预

案，确保不发生因房屋倒塌引起的居民伤亡责任事故，是政府

房屋安全管理的底线。”

据知情人透露，《浙江省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草案）》第

一次审议已经通过。去年11月初此条例曾公开向社会各界征

求意见，根据征求意见稿中的内容，《浙江省房屋使用安全管理

条例（草案）》中对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主体、责任内容、安全鉴

定、危房使用限制等具有争议的内容都做了详细规定。对推动

目前的危旧房治理有积极意义。按计划，到2017年，杭州市危

旧住房治理改造总量将达到1355幢、86.71万平方米。但房屋

安全是一个动态数据，每时每刻都会发生变化，接下来的一二

十年内，最早建造使用的那批住宅楼或许会越来越多的暴露出

安全隐患，如何处理，是一个需要长期关注的问题。

一位学规划出身的政府官员私下跟记者说，从规划角度

讲，他是不赞成拆复建的，因为在不改变楼间距、建筑高度、总

建筑面积，且不减少居住户数的前提下，新建房屋其实很难达

到目前的住宅建筑标准，而原业主们或许还要在这幢楼里居

住多年。“而且可以预见，以后一旦成片整治条件成熟，这幢楼

肯定是最难拆的，因为新房子拆迁的要价必然是高的。”

安全隐患近在眼前的时候，这些当然都是“后话”。

采访中，不止一位采访对象感慨，这也是城市快速发展下

产生的隐疾，“现在得一个一个补起来。”

话虽这么说，要补也不容易。朝晖九区24幢之所以会成

为试点，是因为与之条件相似的危旧房不少：原为单位宿舍，

部分功能不全，已房改，已出现安全隐患。它们的解危困难也

很相似：面积小、住户多，房屋维修基金不足。

职能部门固然希望通过一个成功的试点能总结经验以应

用到更多危旧房治理项目中去，但事实上，每个项目、每户家庭

的情况都不尽相同，没法“一刀切”。危房解危，不仅考验着房

主们在意见不一时，如何取舍和让步，也考验着政府职能部门

在城市管理中的精细化水平。如果没有一方特别积极地推进、

一方适时的退让，危旧房“有危难解”，可能会一拖好几年。

我们欣喜地看到，省政府有关领导已提出，危旧房治理改

造，这道题，再难也得破。

去年底，省政府召开电视电话会议，有关领导要求，对于

治危拆违，全省各地要敢于担当，直面问题，不回避，不拖延，

想尽办法，破解难题。 本报记者 詹丽华

危房解危，考验政府管理的精细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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