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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介绍，在房
屋买卖中，因政策或
双方协议等原因，常
存在签订买卖合同、
支付购房款后未能及
时办理房屋过户的情
形，这便为一房二卖
甚至一房多卖留下了
操作空间。例如在该
案中，尤某想要取得
房屋的产权登记，必
须先起诉确认陆某和
王某签订的《无锡市

存量房买卖合同》无
效。而在一房二卖或
多卖情形下，因为串
通行为大多较隐蔽，
尤某要举证证明后买
受人存在恶意，进而
构成恶意串通往往存
在一定难度。

法官还提到，对
于此类纠纷，虽然法
律没有明文规定适用
推定理论，但司法实
践中，法院通常会结

合主、客观要素，观察
交易样态及其交易过
程在整体上是否合乎
正常的社会交往和商
业交往规则、是否超
越了合理的竞争秩
序，来综合认定其目
的是否违背了善良风
俗。如该案中，陆某
与王某的交易过程有
违常理，价格也明显
不合理。

（晚报记者 甄泽）

住了多年的房子
怎么突然成了别人的？
买房后应及时过户
以免给“一房多卖”留下操作空间

市民尤某曾购买了新吴区某小区的一套安置房，一
家人也在里面住了近9年，谁知突然被告知房屋已过户
到了别人名下，自己一家也被要求搬出去。昨从新吴法
院获悉了这么一起案件，那么，房屋到底该归谁所有呢？

案涉房产位于新吴
区某小区内，房屋的原主
人为陆某。2010年9月，
陆某的父亲以陆某的名
义与尤某签订一份房屋
买卖合同，将这套房屋卖
给了尤某。合同签订后，
尤某按约支付了购房款
并居住至今，不过因为当
时的政策原因，房屋一直
没办理过户手续。

2017年8月，原房主
陆某和杨某签订了一份
房屋买卖合同，约定陆某
将这套房屋卖给杨某，双
方还办理了抵押权人为
杨某的抵押登记，同时为
杨某出具了公证授权委
托书。仅仅一个月后，杨
某以陆某代理人的身份
又与王某签订房屋买卖
合同，约定王某以104万
元买下这套房屋。随后
该房屋被过户至王某名
下，王某也立即向银行付
款102万元，约定收款人
为杨某。

交易完成后，王某认
为这套房屋现在归其所
有，于是要求在屋内居住
的尤某一家立刻迁出。
双方协商无果，尤某只能
起诉要求确认王某签订
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记者了解到，法院在审理该案时，发
现了几处蹊跷的地方。在王某和杨某的
交易中，王某是知道这套房屋内住着其
他人的，但当时的说法是“陆某父亲和别
人有债务纠纷”，但具体是何纠纷，王某
则表示不清楚。而在被告知房屋被人

“占用”所以不能看房的情况下，王某依
然同意买下了这套房屋。此外，在诉讼
中，王某、杨某认可房屋市值为150万元
至160万元，尤某则主张为170万元，但
王某购房的实际成交价仅为103万元，
这一成交价明显属于不合理的低价。

法官介绍，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恶意
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的，合同无效。根据证据可以确认，无论
是陆某与杨某的交易中，还是王某购买
房屋时，原房主陆某都是知道房屋早已
出卖并交付给尤某的事实的，所以陆某
在该房屋上已无权再获取额外利益，并
负有配合办理过户的义务。但陆某为了
谋取非法利益将房屋二次出卖，主观上
恶意明显。

同时，王某方面在买房时也没尽到
合理的注意义务，在明知房屋被他人占
用所以不能看房的情况下，王某不作进
一步深究，该行为有违正常的交易常理、
常识。法院认为，王某和杨某没有实地
看房，也不去核实、了解他人占用的原
因，是在故意回避与前一购房人尤某见
面，直至变更完成产权登记再上门要房，
目的应当是为了顺利取得房屋的所有
权。所以，陆某与王某买卖房屋的行为
有恶意串通损害尤某利益的嫌疑，最终
法院判决该买卖合同无效。

举证有难度，买房前应详尽了解房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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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钱买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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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

本报讯 23日，在以陶瓷文化为特色的宜兴市丁蜀
镇，西望村周菊英等寻常人家的院落上了“最美陶文化院
落”评比候选名单。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沈旸等有关
方面专家组成的评委会，按丁蜀陶式生活主题，根据院落
整洁度、美观度、设计实用度等因素进行综合评分，遴选出
20家入围最终评比。

陶瓷是丁蜀镇传统产业，当地陶瓷产业从业人员在社
会总人口中占比较大。丁蜀镇陶瓷产业集群的密度和规
模以及陶瓷文化的丰富形态，构成了当地旅游服务产品的
基本要素。其中，陶瓷人家的生产生活场景，犹如“裹着璞
玉的紫砂原矿石”，是呈现丁蜀特色旅游服务面貌的内涵
素材。陶瓷人家的院落蕴含丰富的陶瓷文化，成为群众生
活文明、富庶的重要体现。在当天产生的“最美陶文化院
落”候选对象当中，陶瓷人家为自家院落取了“拈花小筑”

“静心小院”“漾艺空间”等名字，整体上体现了“陶式生活”
的社会氛围。

下一步，当地将进一步激活“百馆（百家陶瓷艺术场
馆）千店（千家规模型陶瓷门店）万家作坊（陶瓷创作生
产）”的陶文化资源，使陶都丁蜀镇的陶瓷文化骨架紧致、
血肉丰匀。“宜兴陶瓷工业的遗址遗迹，以及活态的采矿选
矿、制作生产、艺术加工等等，在丁蜀镇有着全方位的展
示，有空间布局，有时间跨度，形同大型场景式陶瓷文化露
天博物馆。”丁蜀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伍震球透露，眼下，原
宜兴紫砂工艺二厂作为工业文创基地，将利用9栋历史建
筑及相关工业遗存，全方位展示上世纪八十年代苏南乡镇
企业的风貌，融入当代陶艺元素，建成具有“国际范儿”的
中国陶瓷艺术展示窗口。丁蜀镇黄龙山矿业遗址将被打
造成独一无二的宜兴紫砂矿藏科学场馆，通过内涵发掘，
立体呈现宜兴陶瓷文化艺术的独特魅力。

（何小兵/文、摄）

“最美陶文化院落”
尽显“陶式生活”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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