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怎么拆了个迁，不但没地方住，没钱拿，还要倒贴20万？”邵老夫妻俩已经80 多岁了，一场拆迁不
仅让邵老被孙子告上法庭，也让老两口的晚年生活陷入困境。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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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

“拆迁补偿费里，除了房子

本身的价值，其他应该都是拆

迁安置人员的安置补偿费才

对！”2019 年 6 月，邵老向杭州市

检察院申请监督。

为查明案件事实，承办检

察官调取查阅案卷，多次走访

当地，核准事实。

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安置

利益一般可分为两部分：对旧

房的补偿和对拆迁安置人口利

益的补偿。邵老夫妻在协议书

中让渡的仅是基于建房所产生

的利益，其仍保留基于身份而

享有的安置权。

“本案最大的争议点，就在

于如何界定拆迁安置人口利

益。”承办检察官介绍说，当地

撤村建居指挥部工作人员个人

对拆迁政策的解读不具有权威

性和客观性。货币奖励仅是针

对货币安置的一种额外奖励，

并非对安置人口的补偿。否

则，如果邵老夫妻选择调产安

置，易地再建房屋，则其作为安

置人口的利益都没有了，这显

然是不符合拆迁安置目的和原

则的。

拆迁安置人口利益的界定存争议

一场拆迁
让邵老夫妻陷入困境

邵老夫妻在分家产时，曾

和三儿子邵国勤（化名）有过约

定：以父母名额进行审批房屋，

房屋由邵国勤出资建造，建成

后由父母支配一间，父母去世

后再归还邵国勤所有。

房子第二年便建好了，之

后一直由邵国勤夫妻占有、使

用和收益。后因邵国勤病重，

邵老夫妻又与邵国勤的儿子邵

飞（化名）重新签订了协议，约

定房屋归邵飞所有，邵老夫妻

配合完成过户。

2013 年，这所房子被当地

政府征收，邵老作为户主与征

收部门签订了《安置协议》，选

择了货币安置，实际所得补偿

款为 393 万余元。与此同时，邵

老夫妻与三儿子一家因家庭琐

事产生矛盾，关于拆迁款分配

始终未达成一致意见，便未将

拆迁款转给邵飞。

“房子是我爸爸妈妈建的，

后 来 也 约 定 好 了 房 子 归 我 所

有，为什么爷爷奶奶拿走了所

有钱？”2017 年 3 月，邵飞把邵

老夫妻俩告上了法庭。

法院认为，邵飞及其父母

在村里已享受一处宅基地，约

定 案 涉 房 屋 过 户 给 邵 飞 违 反

“一户一宅”的法律规定，该约

定无效，但不影响两份协议书

中其余内容的效力认定，案涉

房屋的权益应属于邵飞。

货币安置奖励 36.6 万余元

应当归属于被安置人员，房租

补贴、临时过渡费、搬家补贴

费 是 以 安 置 人 口 为 标 准 计 算

的，也应属邵老夫妻所有，约

2.4 万元，共计 39 万余元。据

此，法院判决邵老夫妻应赔偿

邵 飞 各 项 损 失 共 计 354 万 余

元。

之后，邵飞又再次起诉，要

求邵老夫妻支付拆迁款利息，

法院判决老人向孙子支付 67 余

万元。老人因拆迁反而要“倒

贴”20 余万元，生活陷入困境。

为确保政策解读的权威性，

承办检察官依法行使调查核实

权，积极向拆迁单位询问拆迁政

策，并要求拆迁实施单位出具书

面情况说明。根据《政策说明》

及相关补偿协议，可证明在拆迁

过程中，未建房的安置人口每人

可获得48.4万元的补偿款。

承办检察官认为，本案中，

在安置补偿协议未明确安置人

口利益的情况下，比照未建房

安置人口补偿政策来确定安置

人口利益更为合理，邵老夫妻

作为安置人口可获得安置补偿

费应为 96.8 万元。再加上房租

补贴、临时过渡费、搬家补贴费

等以安置人口为标准计算的费

用，合计为99万余元。

2021 年 1 月，杭州市检察院

提请抗诉；4 月，浙江省检察院

提出抗诉；12 月，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再审改判拆迁补偿款中

的 99 万余元属邵老夫妻所有。

2022 年 8 月，检察机关对邵老夫

妻拆迁款利息案发出再审检察

建议，案件获得改判，最终需支

付的利息损失降为19万余元。

据杭州检察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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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赔了393万余元

杭州老夫妇被孙子告了

读者咨询：我今年 70 岁，老伴 10
年前过世，儿女都在外地工作，对我无

暇照顾。5年前开始，一直由王阿姨照

顾我的衣食起居。王阿姨比我小 15
岁，身体很好，我想让王阿姨照顾我到

老。但王阿姨的儿女有顾虑，认为城

里不是王阿姨能够终老的地方，让她

干几年就回老家去。我现在住在一套

120平方米的房子里，为了让王阿姨一

心一意照顾我到老，我过世后，想让王

阿姨生前都能住在这个房子里，但我

又顾及到儿女的感受。有什么办法既

能不影响我儿女对这套房子的继承

权，又能确保王阿姨能一直住到老？

徐律师解答：首先要确认一下你

现在住的这套房子，是你的个人财产

还是你跟已过世的老伴婚内夫妻共

同财产。如果是你的个人财产，可以

在这套房子上为王阿姨设定一个居

住权。那么居住权怎么设定呢？你

可以跟王阿姨签订《居住权合同》，一

般包括下列条款：（一）当事人的姓名

和住所；（二）住宅的位置；（三）居住

的条件和要求；（四）居住权期限；

（五）解决争议的方法。光签合同还

不行，你们要拿着身份证、居住权合

同、房产证等材料，到房屋所在地不

动产登记中心去申请居住权登记。

根据《民法典》规定，居住权自登记时

设立，至合同约定的居住权期限届满

或者居住权人死亡时消灭。所以通

过设定合法有效的居住权，既不影响

儿女对这套房子的继承权，又能保障

王阿姨生前在这套房子里的居住权。

但如果这房子是你跟已过世的

老伴婚内夫妻共同财产，那么这套房

子中属于你老伴部分在她过世时就

发生了继承。如果老伴生前有合法

有效的遗嘱，那么按遗嘱内容继承。

如果没有遗嘱，或遗嘱无效，那么你

老伴的继承人（包括她过世时尚在世

的父母、你、子女）原则上对你老伴的

份额享有平等继承权。这样，房子就

极有可能不全是你的个人财产。换

言之，你只是这套房子的共有人之

一。你如果想要在这个房子上设立

居住权，就须征得其他继承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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