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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不断攀升的成交量和
刷新纪录的成交额； 一边是 “交
了钱难过户 ” “拿着房本没法
住” “有了房没学上” 等不时曝
出的纠纷案例 ， 近期围绕法拍
房， 热度和问题交织并存。

拍卖 “后遗症” 的根源在哪
儿？ 如何擦亮双眼选择法拍房？
理性健康的法拍房市场又该如何
培育？ “3·15” 之际， 记者带着
这些问题展开调查。

“拍下法拍房， 原房主
住在楼上违建中”

记者通过查阅分析裁判文书
网相关案例了解到， 当前法拍房
纠纷类型大致包括以下几种： 原
房主腾退难， 是我的房子我却住
不了或者住得很别扭； 买下法拍
房却发现需要补缴大额税费； 法
拍房 “失能”： 落不了户、 上不
了学。

近期， 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
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公布的一起案
件显示， 2018年， 黎某通过司法
拍卖购得了一幢三层房屋， 并办
理了不动产登记证书。 但该房屋
楼顶却被原房主李某私自加建了
砖混房屋两间， 属违章建筑。

“由于这两间房没有产权
证， 不在拍卖范围内， 对方认为
依然有在此居住的权利。” 黎某
无奈只得诉至法院解决。 后法院
判决李某拆除楼顶房屋两间， 买
受人才得以装修入住。

“此事暴露了被执行人财产
混同 ， 腾退中财产界定难的问

题。” 北京盈科 （杭州） 律师事
务所律师甘海滨说， 特别是在房
屋租赁 、 承包等腾退执行案件
中， 有的被执行人在使用房屋过
程中对房屋进行了装修或添置了
设施 ， 为后续的纠纷埋下了隐
患。

法拍房后续的 “大额税费”
也往往让买受人始料未及。 2019
年， 杭州一家企业通过网络拍卖
平台拍得一处不动产， 价格高达
6800余万元。 但在办理产权过户
过程中才得知， 土地增值税须按
“清算征收” 方式计， 加上其他
“增值税” “印花税” 等合计近
4000万元。

这家企业负责人表示， 当初
拍卖公告并没有明确披露这些信
息， 但按照公告涉及产权过户产
生的一切税费由买受人全额承
担。 “这么高额的税费严重超出
企业承受能力， 所以过户手续一
直耽搁至今。”

除了担心税费， 还有意向购
买者表示 ， 由于法拍房户口复
杂， 学位也难有保障， 所以只能
让他们望而却步。

拍卖 “后遗症” 的病根
在哪儿？

业内人士介绍， 一般法拍房
起拍价为评估价的七折， 如果流
拍将在此基础上再打八折， 因此
相对于新房和二手房， 法拍房有
成为价格洼地的可能； 此外， 部
分城市未将法拍房列入限购名
单， 也在一定程度推升了市场热

度。
阿里拍卖数据显示， 自2017

年司法处置全面推广网上拍卖开
始， 法拍房数量呈现上升态势 ，
从2017年的24.22万上升到2019年
的47.45万。

受访专家和业内人士表示，
实际法拍房产生的纠纷占比并不
高， 但因为市场热度高、 涉及金
额大、 绑定事项多， 许多纠纷容
易成为舆论关注焦点。

———腾退难、 协调难： 法院
执行面临顽疾。 记者了解到， 按
照最高人民法 院 司 法 解 释 规
定 ， 执 行 法 院 有 腾 房的义务 ，
然而实际情况中， 法拍房的腾退
始终是基层法院执行工作面临的
难点。

此外司法实践中还面临法院
拍卖异地房产的情况， 后续房产
过户、 买受人居住等可能需要法
院与异地职能部门对接， 实际执
行过程中， 存在协调难度。

———信息分散难以穷尽。 司
法实践中， 法拍房涉及信息较为
分散， 比如各种税费拖欠、 非司
法纠纷、 违建等， 分属于多个部
门管理掌握。

甘海滨表示， 当前法院 “案
多人少” 的局面仍然普遍存在，
在执行部门情况更加明显。 许多
信息核查仍需要法官 “登门临
柜”； 同时有的问题法院也无权
认定， 导致信息难以完全披露。
比如在一些房屋租赁、 承包等腾
退执行案件中， 被执行人曾对被
执行房屋进行装修， 甚至大量违

建 。 “因为涉及当事人实体权
利， 执行程序中法院无权作出处
理认定。”

———市场秩序有待完善。 记
者调查发现， 一些城市的法拍房
市场存在 “黑中介”， 他们打着
服务司法拍卖的幌子， 向购房者
收取几十万元保证金， 再通过为
其办理虚假产权证， 或是声称房
屋竞拍失败 、 定金不退还的方
式， 将钱款直接占为己有， 导致
购房者 “房、 财两空”。

上海澜亭 （杭州） 律师事务
所主任律师鲍乐东说， 此外， 近
期法拍房市场火爆背后， 一些炒
房客的进入也让市场秩序受到影
响。 “一些违规购房的行为也蔓
延到法拍房领域 。 比如 ‘倒按
揭’ 的方法： 先借钱全款拍下法
拍房， 办证交完房后， 去银行将
房子抵押申请企业贷款或者经营
贷款。 这种把房子抵押给银行的
利率， 比正常按揭还低。”

健康理性市场仍需各方
协同努力

针对法拍房市场过热， 近期
全国多个城市陆续出台政策， 将
法拍房列入限购范围， 也反映出
地方对法拍房市场监管的关注和
重视。

“完善法拍房市场应进一步
规范各方行为。 竞买人应该秉持
更加理性审慎的态度选择法拍
房， 了解交易规则和潜在风险，
例如须缴纳的税费等。 遇到专业
问题， 可以求助法律工作者。 职

能部门应进一步打通数据， 为买
受人扫除 ‘信息盲区’。” 鲍乐东
说。

此外， 鲍乐东还建议， 房产
监管等有关职能部门应加大对一
些黑中介、 违规炒房客的打击力
度， 净化市场环境。 比如对宣称
“只有通过中介才能买法拍房 ”
“受法院委托” 胡乱收取中介费、
借法拍房推高周边二手房价格等
行为进行处罚。

记者了解到， 为了提升司法
拍卖的透明度和公正性， 浙江省
改变以往执行法官上门查询等传
统模式， 通过打通部门间数据，
实现拍卖前 “一门联审”： 由法
院牵头， 自然资源、 税务、 综合
行政执法等10余个相关主管部
门， 共同对拟处置不动产的各类
情况进行详细核查， 建立严格预
审机制， 从而降低 “问题房” 上
线拍卖的可能性。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
监严跃进认为， 健康理性市场的
培育建设仍需各方协同努力， 让
法拍房回归到司法拍卖的初衷，
即处置相关人的财产和维护社会
公正。

“法拍房交易市场健康发
展， 有助于化解司法纠纷和债务
问题。 后续应该建立一套部门联
动的管理机制， 真正让此类住房
减少风险、 杜绝炒作， 回归住房
属性。 若是做得好， 也可以成为
购房者解决住房问题的一种房源
渠道。” 严跃进说。

据新华社

法拍房如何才能放心拍、舒心住？

更多人主动戴口罩
为防控疫情， 世界各国纷纷

出台 “口罩令”， 要求在某些场
合强制戴口罩。

“戴口罩对我来说是一件大
事。” 韩国首尔市民刘昇基接受
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 由于鼻
炎 ， 戴口罩曾让他感到难以呼
吸。

但如今他逐渐习惯了戴口罩
的日常， 如果哪天出门忘记戴还
会被别人盯着看 ， “感觉很尴
尬”。

口罩让人们面对面交流的体
验大打折扣， 但越来越多的人相
信 ， 戴口罩是 “科学的 、 正确
的” 抗疫措施。

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
贝巴居民布鲁·伊洪贝莱看来 ，
戴口罩虽然是一种限制， 但这是
为了更多人的利益。 伊洪贝莱希
望所有人都能一直严肃对待疫
情。 疫情刚暴发时， 大家都严阵
以待， 但如今一些人似乎放松了
警惕， 这令他感到担忧。

更多人愿意打疫苗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本月早些

时候发布调查报告说， 去年11月
至今年2月在14个国家开展的抽
样调查显示， 民众对新冠疫苗的
接受度在一半以上国家都呈上升

趋势， 多数国家受调查者对疫苗
副作用的担忧呈下降趋势。 总体
上近58%的受调查者表示他们愿
意接种新冠疫苗， 英国受调查者
的接受度最高， 今年2月的调查
显示达到近77%。

参与该调查项目的帝国理工
学院教授奥劳·达尔兹说， 民众
对新冠疫苗的接受度在提高， 但
数据也显示一些国家还需做更多
工作来给人们信心， 消除他们在
接种方面的担忧。

英国国际医生协会全国主席
钱德拉·坎内甘提接受新华社记
者采访时说， 接种疫苗是抗击疫
情的一个转折点。 自从开始接种
疫苗后， 可以观察到病毒传播趋
缓， 发病率下降， 需要入院治疗
的病例数也大幅减少。

阿根廷纪录片导演阿古斯
丁·拉克雷斯说， 医学研究已经
表明新冠疫苗是有作用的， “如
果有机会， 我一定会接种， 任何
一款都行”。

更多人适应“云”生活
由于疫情防控需要， 人们在

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能外出度假，
没有公共活动， 无法聚会， 一些
父母甚至不得不劝说在外工作的
孩子不要归家。

拉克雷斯说， 最让他难以接
受的是不能任意旅行， 因为家人

离他非常远 ， “我非常思念他
们”。

现居英国的达妮卡·安杰拉·
马科斯是一家国际非营利机构的
员工。 疫情给她带来的一个很大
冲击是亲人去世时不能陪伴左
右。 她的爷爷去年年底在美国去
世， 由于疫情， 她和家人无法参
加葬礼。

“我们在视频会议软件上观
看爷爷的葬礼， 整个过程感觉很
艰难。” 她说。

英国雷丁大学水文学教授汉
娜·克洛克感慨， 所有东西都被
新冠疫情影响了： “我的科研工
作、 授课、 日常生活， 我的幸福
感以及我的健康都受到很大冲
击。”

疫情也促使人们探索生活和
工作的新方式 ， 如今已离不开
“云”。 克洛克说， 她相信大家都
能逐渐找到新的应对方式， 如在
线工作意味着能更容易与一个远
方的人展开对话。 现在人人都在
学习如何通过在线方式做好自己
的事、 如何最大限度利用这一新
机遇。

坎内甘提也说， 不同行业都
在审视新的工作方式， 这些趋势
带来的影响是逐步显现的 ， 等
到 疫 情 结 束 时 就 会 形成新常
态。

据新华社

———各国民众点滴感悟

那些抗疫带来的改变

3月14日， 新冠逝者的照片在纪念活动上被投射到美国纽约布鲁
克林大桥上。 当天， 美国纽约市举行纪念活动， 悼念该市超过3万名
新冠逝者。 新华社发

美国纽约市悼念超3万名新冠逝者

周末聚餐已不是休闲首选， 街头人潮已成昨日风景……一年多来， 新冠疫
情改变了人们原有的生活和工作习惯。 “理智战胜情感”， 世界各国越来越多
的民众正在适应抗疫带来的变化， 这背后是人们早日战胜疫情的期盼。

新华社电 缅甸国防军总司
令部15日发布消息说， 国家管理
委员会已决定在仰光更多地区实
施军事管制。

据缅国防军总司令部网站消
息 ， 仰光新增加北德贡 、 南德
贡， 德贡港和北奥卡拉帕4个镇
区实施军事管制。

此前， 缅甸国家管理委员会
在14日晚宣布在仰光莱达雅和瑞
必达两个镇区实施军事管制， 以
有效维护安定与法治， 由仰光地
区军事长官负责行使行政和司法
权力。

缅甸去年11月举行联邦议会

选举， 全国民主联盟 （民盟） 获
半数以上联邦议会席位。 缅甸军
方与民盟围绕大选结果产生分
歧 ， 军方认为大选存在舞弊行
为， 要求选举委员会展开调查，
并推迟召开新一届联邦议会会
议。

今年2月1日凌晨， 缅甸总统
温敏、 国务资政昂山素季及民盟
部分高级官员被军方扣押。 缅甸
军方随后宣布实施为期一年的紧
急状态， 国家权力被移交给国防
军总司令敏昂莱。 2月2日， 缅甸
国家管理委员会成立， 敏昂莱任
委员会主席。

缅甸仰光更多地区实施军事管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