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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幢别墅 !#幢被改建，有的还对外出
租，一幢住进三四十户人家，比开旅馆还夸
张！”在“拆违办主任接热线”行动中，市民朱先
生打来的电话，把在场不少人都惊着了。
记者随即来到松江区九杜路 $$弄的翠亭

别墅小区，正如朱先生所言，小区里的房子果
然没有一幢重样的，每家每户都风格各异，高
度从 %层到 $层不等，外墙颜色有白的、红的、
黄的，绕着小区转一圈，仿佛置身“万国别墅博
览群”。
除了“长高长胖”，有十多幢别墅还被改造

成了“集体公寓”对外出租，每层楼少则四五个
房间，多则八九间，放眼望去，外墙上全是防盗
窗和空调外机，窗台上则挂满了租客的衣物，
此情此景，已让人很难将其与别墅画上等号。
原本整齐划一的别墅小区，缘何成了违法

搭建的乐园？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首先，在违法搭建初期，由于基层不具备

相应的执法力量，让巡查机制成了摆设，第一
道“即时发现，即时制止”的防线轻易失守；

其次，等在建熬成了存量，执法人员不得
不陷入“走流程”的持久战，让不少违法建筑赢
得了“生存空间”；

最后，由于每月能牟取七八万元的“群租
费”，面对巨大的收益，前脚刚拆除，后脚又搭
了起来。

在本报现场调查后，&%!&'城建热线已将
翠亭别墅小区的拆违工作列为重点督办案件，
松江区拆违办也承诺尽快启动执法程序。但愿
这次督办，能真正遏制住小区里的搭违之风。

本报记者 房浩

! ! ! !“%'((万（平方米）)&*((万（平方米）+,""(万
（平方米）”越减越多-. 如此令人摸不着头脑的算术
题，却实实在在地存在于本市的拆违工作中。家底
不清，常让群众百姓有着“违法建筑越拆越多”的疑
问，常让有关部门陷于“违法建筑越拆越多”的尴
尬。记者从相关部门独家获悉，被称为史上最严格、
最细致的“无证建筑普查”工作已然全面铺开，上海
将用“互联网/”和“大数据库”为其助力。

前三次普查
违法建筑越拆越多

据了解，早在数年前，市拆违办就意识到了
普查工作的重要性，%(&&年至 %(&,年，本市曾对
违法建筑展开过三次普查，通过市民投诉、城市
网格化巡查、街镇一线巡查、物业企业发现等多
种手段，梳理违法建筑总数和分布情况。但事后
来看，每次统计结果都不尽如人意。比如，%(&&
年，全市普查出违法建筑约 &(((万平方米，拆违
部门当年拆掉 *,0万平方米，%(&%年又拆 ,*%万

平方米，按理说，应该刚好拆完了，可 %(&1年再
次普查后，违法建筑不降反升，达到了 %'((万平
方米。随后两年，全市又加大拆违力度，共拆除
&*((万平方米违法建筑，但去年底的普查结果还
是如出一辙：违法建筑攀至 ,""(万平方米。

违法建筑为何越拆越多？唯一的解释是，先
前的普查结果“缩水”了。究其原因，从主观上来
说，当时的普查工作缺乏有效的动员和有力的组
织，基层单位担心普查结果可能与今后的拆违任
务“挂钩”，因此有意瞒报漏报。从客观上看，违法
建筑分类不科学、界定标准不统一、普查人员不
专业，都影响了统计的准确性。

第四次普查
无证建筑一网打尽

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今年，市拆违办部署了
一次更为全面、细致的普查行动，市建管委、市规
土局、市房管局、市城管执法局和各区县共同参
与，各街镇负责具体实施，力争将违法建筑的底

数彻底摸清。
相比以往，本次普查颇多亮点，一是科学定

位，改“违法建筑”为“无证建筑”，明确普查范围
是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无证建筑物和构筑物，以方
便基层组织操作，缓解当事人的对抗情绪；二是
便于操作，普查方案中制定了详细的普查标准和
表格，明确了分类科学、便于普查的统计口径。三
是后台支撑，建立了“可查询、可统计、可更新”的
数据库系统，方便无证建筑的后续管理工作。四
是更加精准，严格核查、抽查，普查结果汇总后，
对每个区县抽取一定量的无证建筑点进行核查，
对准确率不合格的区县，要求重新普查，并予公
告通报、考核扣分。

记者在一张普查表上看到，普查内容既有业
主名称、地址、照片编号、统计时
间、建筑面积、所属街镇等基本
信息，也有区域类型、使用状况、
建筑形态、搭建场所等详细信
息。普查人员在调查过程中，需

做到“一处一表、一处一照片、内容详细”，不走形
式，不留死角，确保普查结果全面、真实、准确。

据市拆违办介绍，今年 ,)*月，徐汇区虹梅
路街道、闸北区大宁街道、奉贤区奉浦社区、金山
区金山卫镇四个街镇已先行开展普查试点工作。
根据目前掌握的试点数据分析，各街镇上报的登
记数据均比 %(&,年的增加了 &倍以上。试点街
镇的相关负责人也反馈说，无证建筑的定位有利
于工作开展，分类登记表看似繁琐，但直观易懂，
更便于统计。下一步，市拆违办将根据试点情况，
进一步完善细化实施方案，并在全市推开。年底，
由市、区拆违办分层组织普查结果的验收、分类、
录入和上报，同步建立违法建筑数据库。

本报记者 房浩

! ! ! !违法建筑又被称作“城市囊肿”。然而，
再难治的顽疾，也终有对症下药的方法。连
日来，记者走访多区，也试图梳理和归纳来
自一线的“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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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留缝 大联勤

做法!建立以区拆违办为主体!区城管"

规土"房地等支撑!街镇托底!消防"公安"水

电煤等多部门合力!无缝衔接的大联勤机制#

实例"""

普陀区：在治理府村路、静宁路一带的
城中村时，区公安分局，城管大队、消防支
队、市场监督管理局、教育局、街道等共同出
击，在各自执法范围内取缔无证经营场所、
牵引违法滞留车辆、打通消防通道等，让违
法搭建者只能搬离或自拆。目前，2*(((多平

方米违法建筑中，已有 ,((((多平方米被拆除。
"

不留空 黑名单

做法!区内城管"房管"规土等执法力量下

沉至街镇!形成及时发现"及时预防"及时制止

的快速处置程序! 极大压缩违建冒头的时间和

空间$

将搭违数据库与区内%一门式&服务中心共

享!使违建者在办理各项业务时处处受限!剥除

违建的获利空间$

实例"""

奉贤区：一家超市在人行道上肆意扩建，打
算将搭建部分出租给他人开店谋利。然而搭完
后却发现，打算出租的门面在“一门式”服务中
心既通不了水电煤，也不可能办出营业执照，权
衡利弊后，搭建人只得自行拆除。

"

不留情 严问责

做法!启动最严厉的%问责&制度!党

员干部%谁搭违"谁护违"谁推诿!就拆谁

的位&$

实例"""

闵行区：对新建违法建筑，责任单位
接投诉后 "天内必须拆除。如第 0天还
未处置违建，区拆违办将发出催办单，并
抄送区监察局跟踪。责任单位在全年考
核中将被扣分。如两周后依然没有进展，
区拆违办将开出督办单，并移送区纪委，
启动问责程序。

奉贤区：公职人员提拔任用前，都将
通过搭违数据库调查其名下房产。为避
免徇私舞弊，调查时隐去姓名，只看地
址，一旦查实，不仅不得提任，纪委还将
约谈当事人。

"

有底数 违建者请入数据库

做法!对区内各处违法搭建的地址"

面积"类型"当事人"搭建时间全部记录在

案!形成数据库!精准打击$

实例"""

徐汇区：根据摸底情况，确定区内 11处
集中成片的违法建筑，目前其中 "(3已开始
拆除，1(3已完成拆除。

奉贤区：接到市民投诉后，工作人员都
会比对数据库，若是记录在案的存量违建，
将按计划逐步推进；若是新增违法搭建，则
必须快速处置。一旦发现摸底中有人瞒报，
相关责任人将被严肃处理。

"

有底线 设质量与防控底线

做法!设置%质量底线&!把影响公共安

全"严重扰民的违法建筑列为整治的首要任

务!与绩效考核"个人评定直接挂钩'设置

%防控底线&!形成街镇托底"居民自治的防

控机制$

实例"""

徐汇区：与各街镇签定“拆违质量承诺

书”，如在测评中被发现以“数量”充“质量”，
“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将被问责。区内所
有基层骨干都必须到拆违办挂职轮岗，同时
发动弄管委等居民自治力量，让阿姨妈妈们
成为“啄木鸟”，发现违建“苗头”立即上报。

"

有底气 综合使用法律行政手段

做法!综合运用法规的力量!采取对违

法建筑施工单位与设计者追责"查封违法建

筑"对违法建筑断水断电等依法行政手段$

实例"""

嘉定区：惠平路铁路立交桥桥孔被人非
法占用，搭建了 1(多个单元后层层转租，形
成面积达 &4&万平方米的住宿、仓储、经营
“三合一”场所。在整治中，江桥镇拆违部门
首先依照《实施意见》，对存在非法牟利行为
的违建断水断电，再根据《消防法》查封存在
安全隐患的违法建筑，承租户被有效“逼”
退，目前该地块已全部清理完毕。

本报记者 曹文清

! ! ! !在这份看似不错的“成绩单”背后，热线开通
&%天里，&%1&'仍接市民来电 %*2(&个，受理违
法建筑投诉 &"'&件。而来自 &%1,*市民服务热
线、&%1&'城建热线的报告显示，违法建筑在各区
县群众反映的城市治理顽疾中，投诉量依然“高
居第一”。

一方面是有关部门的雷霆出击，但另一方面
是违法建筑的不断冒头。一线巡查：看不到；发现
违建：拆不掉；死灰复燃：管不了……面对一连串
的尴尬与难题，本报记者深入调查，试图探寻“治
本”之道。

一线巡查!看不到#

!"#以上违法建筑信息来自投诉举报

第 5次踏入浦东巨峰路上的东源丽晶别墅
区，记者眼前的景象依旧未改：三层楼横里长胖、
竖里长高，俨然成了座小小的城堡；露台上 12(

度全景阳光房高高矗立；公共绿地被悄悄圈进了
“私家丽宅”……从 %(&(年“夏令热线”至今，市
民对此始终怨言不断，而每次的现场调查，也让

记者心塞不已。“从最初的几家到现在 '(3住户
搭违建违，这眼皮底下的事，难道就没人看见
吗？！”

其实，为了掐住违建源头，本市已推出区
（县）、街道（镇）、居（村）委会三级发现受理机制，
各级拆违部门可通过部门发现、网格化巡查发
现、市民投诉举报发现、物业发现、居（村）委会发
现等多种方式锁定违法建筑，但遗憾的是，目前
超过 '(3的违法建筑信息，都来自市民投诉举
报，相关部门主动出击并发现上报的违建线索少
之又少。

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基层部门缺乏责任意
识，有些巡查人员会认为即使发现了违法搭建，
也没有能力去制止，索性“少管闲事”；还有部分
基层工作人员可能与小区里的违建当事人相熟，
碍于情面，对他们的违法行为采取了选择性“失
明”，故意瞒报漏报。试想，假如当初物业、居委会
等能够把好第一道关，一冒头就上报，一搭违就
处理，违建还会泛滥成灾吗？

市城管执法局副局长徐志虎表示，将加大违
法建筑巡查发现力度，落实物业服务企业发现报
告职责，发挥网格化综合管理平台优势，强化问
责机制，从而构建一张“天罗地网”，让违建“无所
遁形”。

明确违建!拆不掉#

启动执法程序留下每个环节的执法痕迹

“已实际解决。”&%1&'城建热线督办单上，是
闸北区有关部门白纸黑字的回复。“根本没拆
掉！”记者听到的，却是居民对市第三康复医院违
法搭建的反复投诉。记者赶到现场时，只见医院
楼顶几处违建依然矗立。

而就在去年，本报曾曝光闸北区江场西路
%%(号一工业园区无证施工，建起了 %(((多平方
米的违法建筑，&%1,*市民热线随后也召开督办
协调会，明确要求闸北区相关部门整治违法建
筑。但如今，当记者再次回访时，违法建筑“安然
无恙”，不少企业已进驻。
“看到了、投诉了、督办了，可却拆不掉！”这

是群众最怨最气的事。
《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违法建筑治理工作的

实施意见》等明文规定，对于在建违法建筑，拆违
部门可启动快速查处拆除机制，最快可在一周内
处置完毕。对于存量违法建筑，可按发现受理、立
案调查、责令限期拆除、作出强制拆除决定、实施
强制拆除等步骤，积极推进。对于那些存在安全
隐患或是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的违法建筑，还可联

合公安、消防、工商、食药监等部门进行执法。
虽然，有法可循，有规可依，但碰上“硬骨

头”，查处流程一长、违建者一闹，有些基层拆违
部门就失去了依法行政的勇气，甚至对市民的一
次次投诉充耳不闻，对一个个督办件敷衍了事。

市建管委城市管理处相关负责人坦言：“只
要启动执法程序，哪怕时间再长，没有拆不掉的
‘违’！关键要有敢于启动执法程序的信心和行
动，要让老百姓看到每个环节上的执法痕迹。”

死灰复燃!管不了#

将违法建筑纳入个人信用信息系统

“侬看，刚拆掉五天，又搭起来了！”在闵行
区都市路 %*(&弄金铭文博水景别墅小区内，颛
桥镇拆违办工作人员指着 1%1号连连摇头。记
者向上望去，在四层小楼之顶又搭出了一层砖
混结构的房屋，足有 &((多平方米。翻开执法记
录，果然，这里的违建刚刚在快速执法流程中被
拆除。
为啥搭建者的“违法冲动”丝毫不减？为啥违

法建筑总是“春风吹又生”？记者查阅相关法规发
现，违法建设当事人在拆违实施部门作出和送达
责令限期拆除决定后，拒不拆除或逾期不拆除
的，拆违实施部门应当依法实施强制拆除并处以
罚款，强制拆除的施工费用由违法建设当事人承

担。设计、施工单位未按照规划条件、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等进行设计、施工，造成违法建设的，由
规划国土部门分别按照设计费和施工管理费的
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一百处以罚款。施工单位未
取得施工许可证擅自施工的，由建设管理部门处
以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违法建设当事
人擅自在耕地上建房的，由规划国土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并可处耕地开垦费二倍以下罚款，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但在现实操作中，对于违建当事人的处罚往
往流于形式，而且相比于“搭个房子值百万，出租
房子就来钱”的巨大经济利益，这点罚款根本不
值一提。正因为如此，违建当事人才敢顶风作案，
等风头过去了，马上卷土重来。

要真正“管得了”违法建筑，必须从违建者入
手，“提高其违法成本、遏制其违法冲动”。市拆违
办表示，他们将联合征信部门对违建当事人加强
信用管理，将违法搭建纳入个人信用信息系统，
一旦搭建人留下不良记录，将对其就业、出国等
带来不利影响；对违法建筑采取注记注销制度，
如果违法搭建当事人拒不整改，将报房管部门冻
结房产上市交易。此外，对于违法建筑用于生产
经营活动的，工商、食药监等部门不予办理相关
许可，甚至可采取断水断电断气的方式，限制其
经营。通过各项法规层层剥除违建者的既得利
益，让违法建筑不再死灰复燃。

本报记者 房浩 钱俊毅

!史上最严的拆 违新规"实施一周年#市民投诉热点未变

违法建筑投诉 量为何依然高居“榜首”？

!解决方案" 祭出“三不三有”摘除“城市囊肿”

37幢别墅
36幢被改建
没有一幢房子
是重样的

!最新消息"

“互联网+”和“大数据库”助力
“史上最严最细的无证建筑普查”

! ! ! !去年 !月 "#日#!史上最严的拆违新规"$$$%关于进一

步加强本市违法建筑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正式出台'意见实

施一周年之际#本报携手市建管委(市城管执法局(市拆违办(

$"%$&城建热线等于 !月 $'日至 !月 (!日共同发起 !拆

违办主任接热线"行动'从最新采集的数据来看#这一年里#全

市共拆除违法建筑 $$)%*+,万平方米# 仅在本次行动期间#

又有 (++多万平方米违法建筑已开始拆除'

# 嘉定区上海原封养犬场拆违 $ 府村路拆违现场 $ 张江最牛违法建筑被拆除 本版摄影 陶磊 陈梦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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