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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征地拆迁项目越来越多，农村也加入了拆迁的行列，随之而来的征地拆迁纠纷

也不断增多。在拆迁过程中，农村拆迁显得更加重要和复杂，因为拆迁征用了农民祖祖辈辈生活的宅

基地和责任田地。在对临海市里程村的拆迁工作进行了实地调查，我发现在拆迁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拆迁农民动员难，一些人不愿意割舍土地，排斥拆迁。其次，拆迁过程中拆迁赔偿不公开不透

明，存在严重的暗箱操作，导致拆迁工作停滞不前。另外，拆迁政策复杂化，拆迁办拿不出一个合理

有效的政策和协议，导致村民无法信赖政府的工作。为了更好的推进城市化的建设，保证农村拆迁的

有序进行，政府必须加快拆迁法律制度的完善，让拆迁有法可依，让过程公开透明。 

    关键词：农村；拆迁；纠纷  

 

一、引言 

随着我国城市经济建设的不断加快，农村集体土地的大量被征用，城市农村房屋拆迁不断增加，

尤其是近几年来迅速增加的态势已经达到历史高峰，由此产生的利益冲突也变成了一个重大的社会问

题。尤其在农村，出于对土地的依赖，对拆迁更多的是不安。因此，当大量的土地被征收、房屋被拆

迁时，被征地拆迁群众就很难形成共同的发展意愿，从而导致他们与征地拆迁主体的矛盾冲突。
1
这次

本文调查的是里程村。里程村的拆迁不是为了建设房屋，而是为了造水库。村里对拆迁有着不同的看

法，有人希望通过拆迁改变现状，也有人不愿意拆迁，觉得拆迁的结果不如现在的状况。如果说这个

项目是为了造福城镇的发展，村民应该支持。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这项公共政策的执行存在问题，那

自然会遭到村民的反对，以及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的实证性的研究方式，对里程村拆迁的现状和问题进行调查分

析。 

二、里程村拆迁的现状 

其实这个拆迁造水库的项目已经酝酿将近十年的时间，但是一直没有提上日程。2012 年临海市的

方溪水库已经建成投入运行。这属于临海市大田平原排涝一期工程，在临海的官网上可以看到。这次

的拆迁是从山里一直到方溪为止，所以前面的一期工程已经完工了，但是后面的拆迁迟迟没有开始。

最近一年才有所行动，负责拆迁的人在镇上设置了办公室，在村里丈量了土地面积，还召集了村民去

看拆迁以后居住的地方，一共有三个地方供村民选择。还组织村干部去说服村民同意拆迁项目，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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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量土地面积，为进一步签署拆迁条约做准备。在这个过程中，以前没有工资的村干部每天聚在办公

室商量拆迁的事宜，而且每人每月领着 5000 元的工资。他们似乎被下达了命令，或者说有利益的诱导，

没有为村民说任何的话，没有帮村民争取该有的权益，就来做村民的思想工作。希望村民尽快跟拆迁

的人去丈量家里的土地面积，村民当然有义务配合工作。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负责拆迁的人没有与村

干部，村民交代拆迁的事项以及赔偿的具体项目，那么村民有理由不配合工作。并且在拆迁的过程中，

存在着强制的因素。一些村民无奈妥协，一些村民决定死扛到底，所以拆迁项目又陷入僵局。今年的

换届，导致拆迁办又更换了拆迁的负责人。村干部的工作也暂时停止了。这就是里程村拆迁的现状，

已经陷入了僵局。 

三、对调查数据情况的分析 

本次调查，我们在几个村里里取了 100 人进行问卷调查，收回 100，回收率 100%。 

（一）样本描述 

1、调查数据 

本次受访的年龄集中在 18-60 岁之间。为了保证问卷的质量，所抽取的 100 人接受了不同的教育。

大专以上占比 25%，高中或中专以上 25%，初中以上 25%，初中以下 25%。这样可以保证抽样调查对象

具有普遍性、均衡性。 

2、调查时间与方法 

调查时间：2014 年 7 月至 8 月  

调查方法：①问卷调查。此次调查的对象是括苍镇的几个农村，分别是下洋村、里程村、车口溪

村。②访谈调查。与三个村的村民进行访谈。 

（二)数据分析 

1、有无签订同意丈量房屋面积 

 

 

 

 

 

 

 

图 3.1  村民签订丈量房屋面积图 

 

根据图 3.1 可知，100 户人家中有 60 户同意拆迁办去丈量房屋的面积，这是拆迁赔偿的第一步，

但是还有 40 户不同意。同意丈量的人家中不少是被迫的，这其中折射出很多问题。政府都还没有与里

程大队的村民商量好赔偿措施，就贸贸然要去丈量村民的房屋，要求村民签订合同，这是不合理的。

所以村民有权拒绝。 



2、居民对待拆迁的态度 

 

 

 

 

 

 

 

 

图 3.2  村民对拆迁的态度统计图 

 

根据图 3.2 的数据，在调查居民对拆迁抱有的态度时，问卷显示 60%的居民表示只要补偿合理愿意

搬迁，20%的人认为拆迁大势已趋不得不拆，此外有 4%的人表示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主动搬迁，只有 10%

的人表示不愿拆迁。调查结果表明，在对待拆迁的态度上，只要拆迁补偿合理绝大多数人并不抵制拆

迁。 

3、村民认为拆迁存在的问题 

 

 

 

 

 

 

 

 

 

图 3.3  拆迁中存在问题的统计图 

 

根据图 3.3，可以看出人们对拆迁存在的问题的回答较为集中，在现阶段主要存在六大问题。其中

22%的居民认为是补偿标准太低，补偿条例村民并不了解，而且山林的赔偿都没有准确的说法，拆迁费

用都不够村民安置新家，那村民为何要同意拆迁。 

19%的人认为政府行政行为的公开透明度不够，里程村的征地程序不够公开透明，政策宣传不够到

位，农民对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政策认知程度和参与度都很低。拆迁办在召开会议的时候参加的是那些

村干部，虽然村干部是村民选举产生，但我们都知道在农村村干部的选举不是完全公正，所以他们并

不能代表村民的意见。他们提出的拆迁办法，补偿办法村民都没有全部理解，也不知道是否公平合理，

就要被迫拆迁，这是公共政策执行的偏差。而且实际补偿标准不一以及政策在执行中的变通，知识征

地拆迁工作实际透明度不高。 



18%的人则认为目前存在着拆迁过程不合理的问题。（1）村干部为拆迁办服务，的确需要一部分资

金补助，但是资金的来源没有更外界交代清楚。十个左右的村干部每个月五千的补助很大程度上是由

拆迁费用支付。那这个工资是否合理，如果长时间没有确定拆迁的事项，他们每个月领这么多的补助，

对村民来说是否公平。我觉得这是在政策执行中不合理的现象之一。（2）另外，拆迁办在执行这项项

目的时候，没有向村民公开拆迁的具体规划，补偿办法，以及总的拆迁金额，那村民就没办法去监督

这个资金的利用是否合理有效。 

16%的居民认为拆迁政策不统一是拆迁存在的主要问题，在调查的三个村中，每个地方的拆迁政策

都不一样，补偿和回迁标准也都存在不小的差异。还有 14%的人认为目前拆迁存在着对弱势群体照顾不

周的情况，部分孤寡老人，低收入家庭在拆迁政策上享受的优惠和照顾较少。另外 11%的居民竟然被威

逼妥协，那些人要么是家里有孩子犯事在监狱，上面的人因此来做威胁，另外就是公职人员，如果不

同意，可能面临前途的阻挠。以上的种种数据说明在实际拆迁中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暗箱操作随处可

见，村民的利益有待维护。 

除了以上数据反映的一些问题，其实拆迁过程中还有很多问题。比如说监督问题，地方政府在征

地审批和供地上有管理监督，但是在拆迁过程中缺乏监督。村民在这件事上也做了一些努力，一些有

知识的人，又没有所谓公共部门的约束，他们自己组织了一些会议，对拆迁事项做出建议，联名向拆

迁办反映。希望得到公正公平的对待。但是向拆迁办反映肯定达不到想要的结果，如果没有监督机构，

那村民的利益可能得不到保障。 

4、村民对拆迁法律的认知度 

 

 

 

 

 

 

 

 

 

图 3.4  村民对法律的了解程度的统计图 

 

通过统计图 3.4，我了解到有 79%的人根本不知道拆迁法律，15%的人较模糊的知道一点，6%的人

知道，熟悉的人一个都没有。。这一调查结果显示村民对关于拆迁的法律并不是很了解，大家只是盲目

的听从安排，但是如果政府拆迁威胁到村民的合法利益，村民绝对不会去妥协。 

5、如果此次拆迁损害了村民的利益，你会采取什么措施 

有 20%的人很悲观，表示自己无能为力。有 5%的人表示对抗到底，如果不给出一个合理的赔偿条

款，绝对不同意拆迁。有 55%的人希望采取法律的手段来解决。有 20%的人觉得要通过网络把这件事扩

大，发挥媒体的作用，让有关部门认识到这件的严重性。其实在这些年谈判下来，里程大队的拆迁迟



迟没有实施，说明大家的自我保护意识还是很强的。村里有能力的村民自己组织编写了一些拆迁条款

给拆迁办，但是拆迁办并没有落实。一些村民也通过网络，把拆迁的黑暗公诸于众，但是很多文章被

拆迁办压下来了，结果也是不了了之。村民为了自己的利益，还在努力中。 

四、对里程村拆迁的一些建议 

(一)明确拆迁具体细则 

在拆迁过程中，村民也很想了解具体的细则，因为这是关乎他们的切身利益。拆迁办应该在刚开

始的时候就向村民公布拆迁的细则，每家每户分发拆迁细则的手册。加大宣传，让村民了解这个过程

以及他们所能得到的补偿。这样才能获得村民的自愿的支持。住房对农民来说是首要的问题，有些农

民可能得到的赔偿对他们来说无法在安排的地方盖房子或者购置房子。我觉得拆迁的时候安排住房是

必要的，这个解决了，那反对的声音自然会小一点。至于住房的资金，国家不可能全部承担。但至少

要有合理的政策，比如按照原来的房子以及拥有的土地，田地，山林赔偿的，农民有一部分的赔偿了，

如果购置房子的话，可以提供贷款，但是利息必须要在承受范围以内，这都是要经过协商的。总之合

理的政策一定可以让村民接受。再者，要给村民提供就业培训和就业机会。政府有足够的资源，但是

农民离开了土地，以后的生活来源就少了，不能靠着补偿金过一辈子。政府有责任提供就业培训和就

业机会。另外，临海市里程村的拆迁存在特殊性，拆迁以后是拿来造水库的，所以水库投入运行会有

收益。对于这次拆迁最好的补偿应该就是拥有一部分水库的收益权，并且收益权可以永久保留，那农

民以后的生活至少多了一重保障。 

（二）征地拆迁的过程要公开透明 

拆迁办应该建立一个网站，在网站上及时公开消息。关于此次拆迁的总费用，拆迁的户数，拆迁

的过程都要在网上及时公布，给村民一个了解消息的渠道。村民的疑问也可以通过这个网站反映，以

便得到回应，而不是像在拆迁过程中出现的那样，上交建议而没有任何的回答。这个时候村干部的作

用不是强制说服村民拆迁，而是应该向村民解释拆迁的细则，并且收集意见。并且召开村民大会，将

收集的意见拿出来讨论，尽可能得到一个共同的想法。 

（三）提高执法者的素质 

要搞好政策业务培训，使拆迁办和基层的村干部掌握政策，自觉宣传政策、严格执行政策。他们

要具备计算土地换算经费的能力。最后要坚决制止和查处党员干部借拆迁的机会谋取非法利益的行为。 

（四）加强监督 

监督工作必须有村民参与，比如在村民中选出有能力的代表参与补偿条例的协商讨论、土地的赔

偿换算、资金的流向等活动中。 

四、结论 

农村征地拆迁的问题屡见不鲜，政策执行总是出现偏差，其实最大的问题是执法的过程中缺乏监

督，执法过程不公开不透明。如果公共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可以秉持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原则，

执法者能够以人民的利益为先，那征地拆迁的悲剧一定能够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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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里程大队拆迁调查问卷 

您好！ 

我是浙江财经大学的一名学生，正在做关于里程大队拆迁的调查，非常感谢你在百忙之中对本次

问卷调查的支持和配合！此问卷以匿名形式，所有资料不会泄露，请您放心。 

1、您的职业？ 

A、公务员     B、企事业单位职工   C、个体工商户或者自由职业者  D、农民 

E、农民       F、学生             G、其他 

 

2、您的户籍所在地？ 

A、城市县城   B、乡镇农村 

 

3、您的家庭主要收入来源？ 

A、工资收入   B、经营性收入        C、转移性收入      D、财产性收入 

 

4、您知道我国有关拆迁的法律吗？ 

A、不知道     B、知道一点          C、知道            D、熟悉 

 

5、对于拆迁您持什么态度？ 



A、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主动拆迁 

B、主要赔偿在合理范围，愿意拆迁 

C、拆迁迫不得已，不得不拆 

D、留恋乡村，不愿意拆迁 

E、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注明原因） 

 

6、您对当前的拆迁政策了解吗？ 

A、非常了解    B、比较了解    C、一般     D、比较了解    E、非常不了解 

 

7、您认为目前拆迁政策存在的问题？ 

A、补偿标准低  

B、透明度不够 

C、拆迁存在威逼利诱的现象 

D、拆迁过程不合理 

E、对弱势群体照顾措施不周 

F、拆迁政策不统一 

 

8、如果对您的住所实行拆迁，您是否会去了解拆迁的各项法规？ 

A、认真查找相关法规 

B、碰到问题再去查找资料 

C、不会去关注法律法规 

 

9、您希望以何种方式进行赔偿？ 

A、就地安置     B、货币补偿    C、其他 

 

10、如果发生拆迁补偿纠纷，您倾向于采取哪种解决方式？ 

A、接受相关部门调解 

B、诉诸法律 

C、上访 

D、暴力阻扰 

E、通过网络媒体引起关注 

 

11、若在房屋拆迁中没有得到满意的补偿，您会坚持不拆迁吗？ 

A、如果补偿不满意，坚持到底 

B、视周围的邻居拆迁情况而动，如果大多数拆了，也就不坚持了 

C、在满足基本生活保障的情况下，听从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