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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十多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
与此同时，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也有很大的进展。
除了刑事审判和民事审判外，又逐步开展了经济审判、行政审判、交通运输审判。
全国法院每年审结各类一审案件已达300万件左右。
审判程序日趋完善，审判工作质量不断提高。
我们认为，有必要系统地选编法院审判案例，向海内外介绍中国审判实践的情况，展示中国法制建设
的成就；同时，也为中国司法工作者、立法工作者和教学、科研人员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为此，中国高级法官培训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共同合作，从1992年起逐年选编一部审判案例综
合本，分别收入前一年审结的案例。
每部分为刑事审判案例卷、民事审判案例卷、经济审判案例卷“、行政审判案例卷，共四卷。
由于交通运输审判案例数量少，不足以独立成卷，故按案例性质分别编入经济和刑事卷。
书名定为《中国审判案例要览》。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对案件事实、审判过程、裁判理由、处理结果等，都完全尊重办案实际，具
有客观性、真实性。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具体的审判过程，收入了各审级的审判组织、诉讼参与人、审结时间、诉辩双方的
主张、认定的案件事实、采信的证据和适用的法律条文。
为了使读者易于理解适用法律的理由和涉及的法学理论观点，由编者写了解说，并对裁判的不足之处
，加以评点，有的版本还以附录形式加了少量的必要的法律名词解释。
　　我们奉献给读者的这部案例要览，希望能够对读者有所帮助，得到读者的喜爱。
这是我们的初次尝试，疏漏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诚恳地欢迎各界人士提供宝贵的意见，帮助我们改进
编写工作，以使今后出版的案例要览日臻完善。
　　我们在编写工作中，得到了各级人民法院的领导与工作人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师生和有关方
面的关心和帮助，美国福特基金会及其驻中国办事处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在此谨致谢意。
　　　　　　《中国审判案例要览》编审委员会　　　　199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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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对案件事实、审判过程、裁判理由、处理结果等，都完全尊重办案实际，具有客
观性、真实性。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具体的审判过程，收入了各审级的审判组织、诉讼参与人、审结时间、诉辩双方的
主张、认定的案件事实、采信的证据和适用的法律条文。
为了使读者易于理解适用法律的理由和涉及的法学理论观点，由编者写了解说，并对裁判的不足之外
，加以评点，有的版本还以附录形式加了少量必要的法律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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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一审定案结论　　湖南省邵东县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一条、
第七十二条、第七　　十五条之规定，判决：　　驳回邵东县房地产管理局要求被告聂贱求补交房屋
租金的诉讼请求。
　　坐落在邵东县房地产管理局办公楼右侧一楼一套三间房屋的产权归聂贱求所有，聂贱求对县房地
产管理局现有的公共厕所和该住房的共用围墙继续享有与过去一样的使用权。
　　本案诉讼费500元，其他诉讼费300元，向邵东县房地产管理局负担500元，聂贱求负担300元。
　　（六）二审情况　　1．二审诉辩主张　　一审判决宣判后，邵东县房地产管理局不服，向邵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邵东县房地产管理局上诉称：一审法院审理本案时认定事实错误，判决不当。
1978年为聂贱求建房的费用不是从聂贱求的退休安置费中支付的，是部队支付了建房经费，所签订的
建房合同条款中也未标明该房的产权是属于聂贱求的，依照当时的政策房屋也不能为聂贱求私人所有
。
故房屋产权不能确认为聂贱求所有，请求改判。
　　聂贱求辩称：建房费用是用被上诉人的退休安置费支付的，依照政策和法律规定，产权应属被上
诉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公正，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二审事实和证据　　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上诉人上诉后，经审理查明：聂贱求系邵东县
界岭乡人，1965年应征入伍，在部队担任连长职务，聂贱求因公伤造成二等乙级残废而于1978年从部
队退休。
退休时，其所在部队派干部刘有乾到邵东县为聂贱求联系退休事宜。
部队当时准备在邵东县界岭乡为聂建房，并汇款3891．42元到邵东县界岭乡信用社。
后考虑到聂贱求生活和治伤的需要，刘有乾于同年8月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81814部队与邵东县原两市
镇革命委员会房产管理办（现邵东县房产局）联系为聂贱求在邵东县两市镇建房事宜，并与该办签订
了“建筑退休军人住房合同书”。
随后，刘有乾把原汇在邵东县界岭乡信用社的资金划拨到邵东县房产局。
该局收到此笔汇款后，依合同将坐落在邵东县武装部对面的一栋住房座宫右侧一楼第一套间的房屋确
定给聂贱求居住，经刘有乾和聂本人验收后支付给聂贱求居住至今。
聂在居住期间，邵东县房产局按公房出租标准收取了聂贱求的房屋租金到1991年8月。
后因房租提价，聂贱求拒付房租才酿成纠纷。
邵东县房产局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聂贱求付清拖欠房租。
聂贱求则在答辩的同时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该房屋的产权归其所有。
　　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1)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记录。
　　(2)证人证言。
　　(3)建筑退休军人住房合同书。
　　3．二审判案理由　　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所争执的房屋，在中国人民解放
军81814部队与邵东县两市镇革命委员会房产管理办公室签订的“建筑退休军人住房合同书”中已明确
约定，系为被上诉人聂贱求兴建。
且建房经费是从部队给聂的安家费中提取，房屋建好后又一直由聂居住，对此现81814部队亦已出面表
示，聂贱求所住房产权应归其本人所有，部队无意将其房屋列入房改之列，因而原判房屋产权判归聂
贱求所有是正确的。
现邵东县房产局主　　张该房屋的产权和收取租金没有法律依据。
对邵东县房产局原已收取的租金，聂自愿放弃返　　还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
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4．二审定案结论　　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
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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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审诉讼费800元，由上诉人邵东县房地产管理局负担。
　　(七)解说　　本案是一件特殊的房屋确权纠纷，处理本案关键要把握好以下三个问题：　　1．所
讼争的房屋是81814部队为解决退休干部聂贱求的住房，由81814部队委托邵东县房地产管理局为聂贱
求所建，双方当事人并无异议。
1978年8月29日所签订的“建筑退休军人住房合同”中已明确载明，事实上，聂贱求自该房建成以后，
从1978年至今，一直占有和使用该房屋。
　　2．从本案的证据看，建房费用是从聂贱求的退休安家费中提取的。
因此，聂贱求本人用本应归自己所有的安家费所建的房屋，其产权应毫无疑问归聂贱求所有。
从本案的建房过程看。
建房工作是由刘有乾联系完成，建房款由部队直接拨付，这只是部队为妥善安排伤残退休干部的过细
的工作，所支付的建房款只是退休费中所提取的一部分，从一开始邵东县房地产管理局便对该房没有
所有权。
　　3．由于邵东县房地产管理局始终未取得该房的所有权，因此，邵东县房地产管理局没有政策和
法律依据向聂贱求收取房屋租金，已经收取韵，聂贱求有理由要求返还，在诉讼过程中，聂贱求自愿
放弃自己的权利，这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应依法准许。
　　(谭云华)　　16．谢曼靡等诉闽西宾馆、龙岩市房地产　　管理局房屋确权及给付拆迁补偿费案
　　(一)首部　　1．判决书字号　　一审判决书：福建省龙岩市人民法院(1995)龙民初字第21号。
　　二审判决书：福建省龙岩地区中级人民法院(1995)岩民终字第258号。
　　2．案由：房屋确权及给付拆迁补偿费纠纷。
　　3．诉讼双方　　原告(上诉人)：谢曼靡、林秀珍、谢毅雄、谢永雄、谢庆雄、谢宝惠、谢无痴、
谢无闷、谢无忌、谢无奇、谢曼英、连翠娇、谢无恙、谢无乏、谢无虞、谢无缺、谢曼秋、曾纪豪、
曾慧陵、曾慧卿，除谢曼靡现住台湾省外，其余均居住龙岩市。
　　诉讼代理人(二审)：江国存，龙岩市正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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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十多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与此同时
，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也有很大的进展。
除了刑事审判和民事审判外，又逐步开展了经济审判、行政审判、交通运输审判。
全国法院每年审结各类一审案件已达300万件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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