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点
2023年5月13日 星期六 责编/周德庆 美编/建隆 校对/惠琴

A03
智

慧

海

都

智 慧 海 都
95060

多地现私拆承重墙乱象

谁来守护房屋安全“顶梁柱”？

近日，哈尔滨某居民楼租户私拆承重墙事件引发社会关注。据悉，
相关责任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哈尔滨私拆承重墙事件并非个案。广州、杭州、武汉等地均出现因
承重墙被砸造成破坏的现象，威胁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多地相关部门
对记者表示，私拆承重墙属于赤裸裸的违法行为，必须得到严惩。

据悉，哈尔滨已委托国
家和省级权威检测机构开展
调查、鉴定、处置等全面技术
工作。根据检测机构和专家
组意见，对拆改墙体采取局
部支护等应急处置措施，防
止结构构件损伤及变形进一
步发展。下一步，将依据技
术报告制定相应方案。

多位建筑学专家表
示，经历野蛮施工后，房
屋结构的安全性和稳定
性很难完全复原。“承重
墙被砸掉后，其余结构就
要分担受力。即使将墙
体复原，也不一定能恢复
承重墙的作用。这就好
比碗砸碎了粘起来，很难
恢复如初。”一位建筑工
程专家告诉记者。

丁兴峰等律师认为，
要进一步落实对私拆承
重墙行为的制裁，加大处
罚力度。同时，行业主管
部门应建立和完善赔偿
制度，明确损失由谁来承
担，让砸墙者充分了解可
能面临的法律风险。

如果遇到哈尔滨这种
涉及面较广、赔偿金额可
能较大的情况，北京金诉
律师事务所主任王玉臣告
诉记者，业主可从三方面
入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第一，可视情况通过
民事诉讼，直接到法院提
起相关的侵权诉讼，在诉
讼过程中，可以将具体侵
权人列为被告，同时还可
以视情况将物业公司列

为第三人或被告，要求其
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二，
可以针对违规装修本身向
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进行举
报投诉，或者提起相关的
违法查处申请。第三，还
可以针对这个事件中可能
涉及的刑事问题依法报
案，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

上海交通大学住房
与城乡建设研究中心主
任陈杰认为，应进一步完
善建筑质量监测、检验、
评定机制，加强对建筑工
程及装修公司的全过程
监管，细化并严格落实主
要施工方的报备流程。

多名受访者认为，物
业管理公司需切实承担
监督责任，相关部门应加
大对物业履职不力的提
示和惩罚力度。

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研
究总监严跃进建议，加强对
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培
养，建立建筑行业人员和
物业管理人员信用档案，
对不遵守规范的从业人员
进行惩罚和从业限制，尤
其要派专人管理房屋结构
图纸，监督工程，将承重墙
的安全红线划得更加清晰。

在多起案例中，很多
业主都反映向物业公司
投诉后被置之不理。上
海市住建委有关负责人
提醒业主，装修如出现异
常情况，可向所属街镇、
城市热线或警方举报，加
大民间监督力度。

“承重墙的存在，保证
了建筑物整体结构的稳定
性和承载能力，是建筑物和
居民安全的‘守门员’。”中
建八局上海公司的一位结
构工程师告诉记者，承重墙
是支撑建筑物地基、楼板、
梁柱等主要荷载的墙体，在
地震等自然灾害发生时具
有承受冲击的重要作用。

这位工程师指出，一旦
承重墙被破坏，建筑物的承重
能力将大幅降低，房屋风险大
大增加，可能导致结构变形、
墙体开裂、地面下沉等问题；
甚至导致整个楼栋坍塌，造成
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以普通住宅为例，承重

墙包括部分外墙和内隔墙、
柱子和墩子，以及楼板下方
的部分墙体等多种构件。
除承重功能外，承重墙还承
担着隔音、隔热和防火等重
要功能。“可以有效隔绝声
音和热量的传递，同时在一
定程度上可以防止火势蔓
延，对保障居民安全意义重
大。”中南建筑技术管理部
副总经理张军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明确指出，建筑物的基础、承
重结构、外墙、屋顶等基本结
构部分属于共有部分。

承重墙属于住宅建筑

共有部分，私自拆除属于违
法行为，若使整栋楼变成危
楼，则涉及危害公共安全
罪。上海创远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丁兴峰表示，故
意毁坏承重墙，造成危害后
果发生的，可以按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相
关人员刑事责任。

丁兴峰认为，在哈尔滨
私拆承重墙事件中，业主、
租户、装修公司、物业需要
分别承担相应损害赔偿责
任。业主作为房屋产权人
对房屋有管理义务，要承担
一定责任。租户和装修公
司的相关人员甚至需要承
担刑事责任。而物业对小

区装修有监督管理义务，应
及时制止野蛮施工，并监督
业主和施工方完成相应的
装修报备和手续。

近年来，因违法拆除承
重墙引发的纠纷屡见不鲜。
记者查阅多份法院判决文书
发现，因野蛮装修私砸承重
墙造成严重事故，不少业主
方和施工方等相关责任人被
处以三年以上刑期并附带经
济赔偿，物业管理公司等也
承担了一定的民事赔偿责
任。如在四川省一起判决
中，主要施工方被判处有期
徒刑四年六个月，房屋所有
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
月，总赔偿金额达33.6万元。

记者采访多家装修公
司发现，私拆承重墙的原因
多集中于改变房屋格局、增
加使用空间或安装设备管
道等。一位经营十余年的
私营装饰公司老板说：“多
数情况下，都是装修公司为
满足业主获得更大使用空
间而造成的结果。”

作为业内人士，装修企
业明知可能产生恶果，为何
还要铤而走险？“装修行业
门槛低、竞争激烈，你不干
总有人干。”一家小型装修
公司的业务总监表示，为争
取客户往往要顺从业主意
愿。“有些小公司甚至只能
称为装修队的‘草台班子’，

没有资质，更缺乏专业知识
和规范操作。”

记者调查发现，动迁安
置小区、老旧小区因空间功
能设计过时，不能满足业主
时下新要求，成为承重墙非
法拆除的“重灾区”。“老旧
小区房屋经历数十年风吹
日晒，整体较为脆弱，‘牵一

发而动全身’。”上海市政工
程设计研究总院一位资深
设计师表示。

还有业内人士反映，当
前对装修行业的监管不够
严格。记者在网络上搜索
发现，“‘拆承重墙’就找某
某装修公司”的广告随处可
见。

近期，哈尔滨一小区因
租户私拆承重墙，导致涉事
楼栋多个楼层出现墙壁开
裂，多户居民被紧急疏散安
置。从网传视频看，房间中
的承重墙大面积被砸。

记者注意到，多地出现
类似案例：

今年 4 月，广州市白云

区某小区一业主在装修过
程中，私自拆除结构梁、破
坏承重剪力墙，楼上邻居房
屋出现地板下沉、墙体开裂
等问题；今年2月，杭州市一
小区的二楼住户违规装修，
破坏承重剪力墙，多家住户
墙体开裂；2022年5月，武汉
一住户私砸承重墙，不少住

户家中墙壁出现裂缝，涉事
人遭到业主集体声讨……

“私拆承重墙后果不堪设
想。轻则需要投入巨资加固、
修缮，严重的不仅造成房屋整
体脆弱，甚至会造成坍塌。”一
家建筑央企的房建负责人说。

民法典明确规定：业主
行使权利不得危及建筑物的

安全，不得损害其他业主的
合法权益。建筑法也规定，
涉及建筑主体或者承重结构
变动的装修工程擅自施工
的，责令改正，处以罚款；造
成损失的，承担赔偿责任；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既然明令禁止，为何还
屡屡发生私拆承重墙现象？

“保卫”承重墙
需多方发力齐抓共管

业内：承重墙承载人员与房屋的双重安全

调查：安置小区、老旧小区成“重灾区”

现状：国家明令禁止仍屡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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