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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物权法和住宅法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保障人的基本生存权，这就要求它们应当有一个共同的基
础，即以人为本。
从西方法律的发展来看，这两个法在这个共同目标和共同基础的问题上，曾经处理得不好，导致社会
矛盾的激化。
我国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谐社会构建的实践，要求我们要有一个提前的制度安排，避免西方国家曾
经因此而发生的社会动荡。
住宅权是一项基本人权，这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1997年10月，我国政府签署参加《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该（公约）第11条第1项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享有为其本人和家庭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
包括足够的食物、衣着和住房，并能不断改进生活条件。
各缔约国将采取适当的步骤保证实现这权利，并承认为此而实现基于自愿同意的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这一措辞直接引自《世界人权宣言》第25条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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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住宅立法研究》一书的出版发行，必将极大的推进我国住宅立法工作的进程。
让我们以“十七大”精神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强住宅立法，建立多层次的住宅保障制度体系，保
障广大人民群众住宅权利的实现，共同构建一个“居者有其屋”，人人有好屋的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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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住宅问题与住宅保障　　第一节　住宅与住宅问题　　一、住宅的概念与特征　　（一
）住宅的概念　　要给住宅下个定义，恐怕很难，原因在于：无论住宅的构造，还是功能，都在不断
的发展变化之中。
《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住宅即住房，供人居住的房屋。
《房地产大辞典》解释为：住宅是以家庭为单位，满足家庭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建筑物；住宅的物质客
体就是生活用房。
我们认为：从现代人的角度讲，住宅是人们居住的房子，是人类有意识建造的供经常性生活休息的固
定空间，是人们得以生存和生活的最基本的物质基础。
在构造上，住宅是一座四面墙壁，再加上地板、房顶，可通风避雨的房屋。
建筑（住宅）最基本、最原始的单位是单个房间。
　　（二）住宅的特征　　（1）住宅用途的特定性。
住宅是用来居住的，是人们生活、休息和社会交往的场所。
住宅的这一特征使其区别于一般的建筑物。
而且，住宅用途的特定性也意味着住宅的不可替代，任何人都无法离开住宅而正常地生活。
　　（2）住宅的发展具有区域上的差异性。
就我国住宅的建筑材料而言，从新石器时代的穴居与半穴居开始，到后来木架建筑得到充分发展，以
及明朝以来窑洞式穴居、地面上的拱券式住宅和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客家的高层夯土墙住宅的产生，都
与各地区的建筑材料具有密切关系。
例如，华北与东北等地由于气候干燥及雨量较少，才使用各种坡度平缓的麦秸泥屋顶，并在屋顶上用
碱土或黄土内掺拌碱水和盐水的防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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