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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年来，在房地产市场得到空前发展的同时，相邻建筑物之间的采光、日照纠纷也随之明显增加
。
由于这类案件涉及成员多、利益广、问题新，但法律、法规对如何调整此类纠纷并没有明确、具体的
规定，因此，当仁不让地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案件之一。
　　本书是国内第一部由资深法官撰写，全面总结采光、日照关系纠纷审判经验的专著，填补了这一
新类型案件在我国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领域的空白。
将审判理论与实务操作贯通融合，并广泛收集各级人民法院近年来受理的相关案例，以案例解读采光
、日照关系纠纷。
从证据、调解、法官自由裁量、司法政策适用等多方面疑难热点问题切入，对采光、日照问题涉及的
房地产、相邻纠纷、特殊侵权行为、群体性案件，以及有关行政、民行交叉案件的处理具有很好的参
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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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一）其他天然光线受遮挡构成采光妨碍之要件 此类采光纠纷属于太阳光直射光线以外的
天然光线受遮挡引起的采光纠纷。
其请求权构成要件同上文所述的四项内容并无本质差异，但在妨害构成的判断标准上与可以获取太阳
直射光的南侧窗户受遮挡仍有相当大的差别。
需要读者注意的是，此类案件情形多有个案特殊性，加之我国缺乏对住宅其他侧面（东、西、北侧）
采光、日照的最低标准的具体规定，因此，并不能按照大寒日或冬至日满窗日照的最低标准进行判断
，只能由法官根据具体情况和日常生活经验，适用利益衡量原则对妨碍程度是否超出“社会一般人的
忍受限度”作出综合判断。
但“社会一般人”标准无疑是将具体裁量权交由个案裁判的法官行使，法官个体的认识差异无疑将影
响案件的具体认定。
下面我们来看这样两起一、二审认识截然相反的具体案例。
 第一个案例出自广东佛山。
居民李某与欧某父子是邻居，李某的住房原属某供销社所有，欧某父子于1991年租用与该房屋相邻
的10平方米土地搭建星瓦棚用作小卖店经营，并征得供销社负责人的同意，借用该房屋西山墙搭建星
瓦棚使用至今。
2005年12月，李某向某供销社购买了该房屋，与欧某相邻而居。
李某认为，欧某父子借用其房屋西山墙搭建星瓦棚属侵权行为，影响了房屋的通风、采光和正常使用
，要求予以拆除。
双方经协商并经有关部门调解未果，李某遂于2006年8月9日向法院起诉。
一审法院认为，欧某父子的行为征得原房屋所有权人的同意，一方面，影响李某房屋西山墙上两个窗
户的通风采光和正常使用已成为历史事实；另一方面，李某购买该房屋时，应当知道该事实的存在仍
发生买卖关系而没有异}义，视为接受该历史事实的存在。
故对李某请求拆除搭建在其房屋外墙的建筑物的诉请未予支持。
二审法院认为，欧某父子搭建的星瓦棚与李某房屋西山墙距离50厘米，其星瓦屋面与李某房屋西山墙
连在一起，影响了李某西山墙上两个窗户的通风、采光和正常使用。
李某主张欧某父子拆除搭建于其房屋西山墙的用于支撑星瓦屋顶的三角形角钢屋架，排除妨碍，是有
法律依据的，故支持了李某的该项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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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采光、日照纠纷案件裁判精要》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分着重理论阐述和实践经验总结，下部分为
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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