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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拆承重墙乱象频现私拆承重墙乱象频现，，怎样守护房屋怎样守护房屋““脊梁脊梁””
■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

在2005年央视春晚小品
《装修》里，“大锤80（元），小锤
40（元）”的台词深入人心。

现实中，有些锤子“锤”出
了美好生活，但有些则“锤”得
左邻右舍紧急撤离。这一锤后
果之所以如此严重，是因为砸
的是承重墙。

据了解，承重墙相当于房
屋建筑的“脊梁骨”，起着支撑
上部结构和承受荷载的重要作
用。私拆承重墙会危及楼房的
整体结构安全，甚至可能导致
楼房倾覆或倒塌事故发生。

私拆承重墙要承担哪些责
任？普通居民如何辨别承重
墙？除了承重墙，居民楼房屋
中还有哪些墙不能动？

可通过扒开墙皮
或看图纸辨别

装修时，业主们为了达到
某种装修风格，往往会改变房
屋格局，但并不是所有墙体都
可以被私自改动。前不久，黑
龙江省哈尔滨市一栋居民楼发
生的事故，就给人们上了一课。

4月末，哈尔滨市松北区
城市管理和行政综合执法局接
到群众举报，利民学苑小区一
房屋发生擅自拆改承重墙的
问题。

根据网友发布的视频显
示，施工方将工程器械开进了
室内，并拆毁了多面墙体，其中
一面墙体由大量钢筋支撑。这
一做法导致楼体出现裂缝，200
户左右居民被要求紧急疏散撤
离。事件发生后，引起了广泛
关注和讨论。

无独有偶。5月，湖北省武
汉市一住户私砸承重墙，同楼
不少其他住户家中墙壁出现裂

缝，涉事人遭到业主集体声讨；
4月，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某小
区一业主在装修过程中，私自
拆除结构梁、破坏承重剪力墙，
导致楼上邻居房屋出现地板下
沉、墙体开裂等问题……

中国城市报记者梳理发
现，近年来因拆除承重墙引
发的纠纷乃至刑事案件屡见
不鲜。

“承重墙一般位于整个楼
房结构的重要位置，如楼层中
轴线上、楼梯或电梯井周围
等。”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商
务工程师柯超在接受中国城
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些位
置是整个楼房荷载传递的重
要部位，承重墙起主要的支撑
作用。

柯超称，承重墙上通常不
开门窗等大型洞口，或者洞口
较少。这是因为洞口会大大减
弱墙体的承载能力和抗震性
能。只有在必要时才会开设少
量洞口，并做好加固措施。

“现在大多居民住宅都是
剪力墙结构。”某大型房企工程
师、一级建造师张昌睿在接受
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说，“最
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内墙皮扒
开，里面若是混凝土结构基本
就是承重剪力墙，如果是砌体
结构（加气块、砖）一般就是非
承重墙。这种方法虽然不完全
准确，但可作为判断大部分剪
力墙结构住宅墙体是否承重的
直观依据之一。”

张昌睿提到，承重墙选用
的砖块或混凝土块抗压强度
高，从而使承重墙的刚度远大
于普通墙体，能够有效抵抗楼
房上部结构的荷载。

“或者直接联系物业要图
纸，图纸能分出来。一般来
说，建筑图纸中剪力墙在图纸
上是实心标注（混凝土），非承

重墙中间没有实心填充。当然
有结构图纸更加直观。”张昌睿
表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第四十九条规定，涉及建筑主
体和承重结构变动的装修工
程，建设单位应当在施工前委
托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资
质条件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
方案；没有设计方案的，不得
施工。

情况严重时
或将追究刑事责任

既然承重墙这么重要，那
为何部分装修公司还要“顶风
作案？”

“业主经常会拿着社交媒
体上的图给设计师，要求拆掉
承重墙以达到某种装修效果。”
一位装修公司设计师在接受中
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拆
不拆墙不应由业主决定，而应
是设计师在看过房屋结构图纸
后，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该设计师表示，负面事件
频发，也给业内敲响了警钟。

“首先，对于装修公司来说，在
招聘设计师时就应该招有相关
专业背景的人；其次，做室内设
计的从业人员自身要遵守规
范，而不是业主只要给钱就干；
最后，从事室内设计工作及施
工人员，都应该考取相关资格
证书。”她说。

上海交通大学住房与城乡
建设研究中心主任陈杰认为，
应进一步完善建筑质量监测、
检验、评定机制，加强对建筑工
程及装修公司的全过程监管，
细化并严格落实主要施工方的
报备流程。

私自拆除承重墙要承担哪
些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筑法》第七十条，违反本法规
定，涉及建筑主体或者承重结
构变动的装修工程擅自施工
的，责令改正，处以罚款；造成
损失的，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
指出，建筑物的基础、承重结
构、外墙、屋顶等基本结构部分
属于共有部分。

这也意味着，私拆承重墙
有可能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中的“危害公共安全罪”，
导致严重后果的可以追究刑事
责任。

比如在四川省的一起相关
判决中，主要施工方被判处有
期徒刑四年六个月，房屋所有
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
月，总赔偿金额达33.6万元。

需要注意的是，在实际事
件中，涉事主体有装修公司、装
修人员、物业、业主，甚至还有
租户，那各方责任应如何划分？

上海创远律师事务所高级
合伙人丁兴峰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表示，在哈尔滨私拆承重墙
事件中，业主、租户、装修公司、
物业需要分别承担相应损害赔
偿责任。业主作为房屋产权人
对房屋有管理义务，要承担一
定责任；租户和装修公司的相
关人员甚至需要承担刑事责
任；而物业对小区装修有监督
管理义务，应及时制止野蛮施
工，并监督业主和施工方完成
相应的装修报备和手续。

北京市金诉律师事务所主
任王玉臣的看法是：“租户和施
工方很可能要承担主要的责
任，毕竟他们是直接的侵权实
施主体。同时，租户聘请的施
工方是否具有相关资质，在责
任分担上至关重要：如果聘请

的是正规的、具有相应资质的
装修公司，那么相关的法律后
果主要由装修公司承担；如果
聘请的施工公司不具有资质，
那么租户和装修公司都要承担
相应的法律后果；如果租户聘
请的不是装修公司而是个人，
那么主要的法律责任由租户
承担。”

还有哪些结构不能动

如果承重墙已被拆除，那
房屋安全该如何保证？

“承重墙已经被拆了的话，
后续措施相对复杂。”张昌睿
表示，经过专业机构鉴定后如
果损伤程度较为轻微，可以采
取碳纤维等加固措施加固受
损区；如果损伤程度较大，则可
能破坏受力体系，此时需由专
业机构进一步鉴定。“网传的灌
实心混凝土方法可能会改变受
力荷载，非专业鉴定不可轻易
使用。”

据悉，在哈尔滨私拆承重
墙事件中，当地已委托国家
和省级权威检测机构开展调
查、鉴定、处置等全面技术工
作。根据检测机构和专家组
意见，对拆改墙体采取局部支
护等应急处置措施，防止结
构构件损伤及变形情况进一
步加重。

值得注意的是，房屋结构
中，除了承重墙外，还有几个部
分不能被私自改动。

近日，北京市住建委发
布《关于加强住宅拆改承重结
构管理的紧急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明确严禁变动住
宅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并指
出了几类具体违法行为，包括
改变房屋的基础、承重墙体、
梁柱、楼盖、屋顶等房屋原始
设计承重构件，扩大承重墙
上原有的门窗尺寸，以及拆
除连接房屋与阳台的墙体等
行为。

与此同时，《通知》明确了
住宅产权人、使用人、管理人的
职责，并提出相关主体需要加
强房屋使用过程中的检查、巡
查。一旦发现住宅存在变动
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行为时，
应及时劝阻，劝阻无效或已造
成后果的，应及时报告业主委
员会或居委会、街道办事处、
乡镇人民政府。违法拆改承
重结构行为对居民人身安全
造成严重威胁的，要依法从严
进行处罚。

“如果人们发现邻居违法
施工，要及时提醒，并向物业
公司投诉；如果依旧没有停
止，可以直接向当地城管部门
进行投诉举报，必要的时候甚
至可以直接拨打110报警。”王
玉臣说。

买房“负首付”实为陷阱

近期，有房产中介声称买房可以做到“负首付”，

例如房产价格是520万元，买家却可以贷款570万元，

相当于额外拿到50万元“装修款”，而且无需首付。

看上去，这番操作可以减少买房者的资金压力，还有

“装修款”拿，好处多多。其实不然，其背后是业内俗

称的“高评高贷”。“高评”就是抬高房子的评估值，“高

贷”就是贷款额高于房子的真实交易价格。“高评高

贷”操作隐藏着多重风险。对购房者而言，“负首付”

并不是真的无需支付首付，而是通过“神操作”转移了

首付环节而已，因为借来的每一分钱都是要还的。购

房者因没有首付实力，于是抬高杠杆购房，不仅面临

高额还贷压力，还加大了断贷违约风险。

对于此现象，买房者务必擦亮眼睛，看清楚“负首

付”背后的风险，不要看到短期“划算”，就一头扎进

“陷阱”。

中新社发 尹正义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