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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11月18日发布了《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
规定》）。
对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正确适用有关法律规定规定，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随着案件数量的快速增长，疑难问题越积越多，其中许多都具有共性。
比如，协助其他机关办理房屋登记的可诉性问题、诉连续转移登记案件的受理问题、复印件、影印件
的举证和证明力问题、民行交叉的审理程序和判断权限问题，等等。
长期以来令法院倍感困扰，有必要研究并制定符合法律精神并切实可行的方案。
上述问题不仅制约着人民法院的审判质量和效率，也制约着房屋登记制度功能的发挥，从而对人民群
众的财产利益乃至社会的和谐稳定产生重大影响。
为了实质性解决房屋登记行政纠纷，实现“司法为民”宗旨，应当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案。
在此情况下，有些地方法院自发开展了房屋登记案件的专题调研，发布了一些指导性意见。
不过，这种方式只能在局部发挥作用，要想从根本上改变房屋登记审判的被动局面，解决具有共性的
疑难问题，实现与《物权法》的无缝衔接，统一司法标准，最好的方法就是制定一部司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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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大光，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
国政法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
1973年在通化矿务局参加工作，1977年调入法院工作，历任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审判员
、副庭长。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助理审判员、审判员、副庭长、庭长。
从事审判工作三十多年来，主审参审了很多具有重大影响的行政案件，具有丰富的审判经验。
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期间，主持或主笔多部重要司法解释、司法政策的起草制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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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若干疑难问题研讨第四部分 物权登记案件的判决一、登记合法的判决二、登记违法的判决三、不
履责案件的判决四、若干具体问题研究第五部分 物权登记机构赔偿责任研究一、不动产登记机构赔偿
比较研究二、不动产登记机构赔偿性质三、不动产登记机构的赔偿责任第六部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解读一、《规定》的起草背景和指导思想二、受案范围三、原告
资格四、起诉和受理五、审理和判决六、行政赔偿七、司法解释的适用范围附录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
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批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
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机关
根据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实施的行政行为是否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批复最高人民法院
研究室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涉及军队房地产腾退、拆迁安置纠纷案件的答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
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贯彻执行《关于复查历史案件中处理私人房产有关事
项的通知》第二条中的几个问题的电话答复最高人民法院、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关于复查历史案件
中处理私人房产有关事项的通知》行政规章、规范性文件房屋登记办法房屋权属登记信息查询暂行办
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房屋权属证书、登记证明填写说明》的通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关于印发《房屋登记簿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中国房地产研究会房地产产权产籍和测量委员会关于印
发纸介质《房屋登记簿》参考式样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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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综上，连带责任无法解决登记机构与民事侵权人之间的责任分担，并且在主要因申请人或第
三人的欺诈行为导致登记错误的场合，不考虑当事人的主观恶意，不加区分的适用连带责任对登记机
构而言是不公平的。
不真正连带责任虽然考虑当事人主观恶意而确定责任终局承担者，但登记机构承担责任后的追偿权难
以实现导致登记机构可能为终局责任人承担替代赔偿责任。
补充责任没有相关法学理论和现行法律法规的支持，是一种有失偏颇的认识。
按份责任是目前司法实践主要采取的方式，但是法院的自由裁量权过大，随意性太强，可能有失公允
。
因此，有必要对混合过错的不同情形进行具体区分，通过以后的立法予以规范。
（2）责任划分的几种情形鉴于登记机构和当事人的混合过错导致损害情形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单一
的采取任何一种责任分担原则无法应对纷繁复杂的客观事实，应当针对不同的情形，灵活的适用一种
或多种责任分担形式，做到公平、合理分担责任。
①当事人与登记机构的共同故意即恶意串通，或共同过失导致登记错误情况下的责任分担因当事人与
登记机构的共同故意或共同过失造成登记错误，进而引起赔偿责任的情况下，由于登记机构和当事人
对登记错误均存在共同故意或共同过失，因此可依下列顺序确定赔偿责任：首先，登记机构与当事人
对受害人的直接损失承担连带责任。
由于当事人的申请登记行为与登记机构的审查登记行为对错误的产生均存在故意或过失，属于共同侵
权的范畴，当事人和登记机构对受害人的损失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即受害人可以选择任何一方要求承
担全部赔偿责任，若该方履行了全部赔偿义务，则该共同侵权行为在受害人和加害人之间的请求权即
告消灭。
若一方无力承担全部损害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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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物权登记与司法审查及新司法解释解读》是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度重点调研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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