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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砸的是自己家
的墙，为什么还要赔偿全
楼的人？”有网友提出类
似的疑问。那么需要明
确的一个法律问题是，承
重墙属于共有部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
提到，建筑物的基础、承
重结构、外墙、屋顶等基
本结构部分，通道、楼梯、
大堂等公共通行部分，消

防、公共照明等附属设
施、设备，避难层、设备层
或者设备间等结构部分
也应当被认定为共有部
分。

我们普通住户在日
常生活中，首先要做的是
先保证自己在装修房屋
时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不
能随意做敲承重墙等违
法行为。王玉臣提醒，装
修的时候除了承重墙，还
有几个地方是绝对不能
拆的，包括承重柱、承重

梁、门头梁、墙体的钢筋、
阳台边的矮墙等。

“如果发现邻居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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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臣表示，如果邻居的违
法施工给自己的房屋造
成了损害，还可以视情况
提起相关的民事诉讼。

(中新网)

哈尔滨某居民楼承重墙被砸！

11..6868亿损失之亿损失之““重重””，，谁来谁来““承承””？？

“离婚的时候东西都
让你搬走了，家里就剩下
我和承重墙了。”喜剧小
品中的一句调侃让人捧
腹，但小品都不敢“搬走”
的承重墙，现实生活里却
有人动了心思。

近日，哈尔滨某居民
楼租户私拆承重墙导致
全楼被疏散安置的事件
引发广泛关注。支撑建
筑的“脊梁”为何会被砸
成“筛子”？难以负担的
巨额损失之“重”，又该由
谁“承”？

几天前，有网友发文反映，
哈尔滨松北区一小区一栋 31
层高的楼，因有租户在3层私
自拆改房屋承重墙，导致楼体
出现裂缝，200户左右居民被
要求紧急疏散撤离。

该事件很快引发广泛关
注。5 月 1 日，哈尔滨松北区
城市管理和行政综合执法局
通报：4月 28 日，该局接到群
众举报后立即到达现场，责令
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对当事
人进行立案调查。同时，会同
相关部门对拆改的墙体进行
安全支护，组织专业机构进行
安全鉴定，制定拆改墙体恢复
方案，并切实做好群众服务保
障工作。下一步将依法依规

从重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曾经在小品《装修》里，有

“大锤八十，小锤四十”的经典
台词。但在这一现实事件中，
却直接“锤”出了1.6个亿。

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室
内多面墙体、构造柱被拆除，
其中还有一面已被拆除的墙
体内部钢筋缠绕，装修时使
用了钩机、铲车等大型设备
进行拆除作业；不少业主自
家房屋的墙体已经出现了明
显的墙皮脱落，醒目的缝隙
蔓延开来。另有居民对媒体
透露，“目前的消息是希望定
价赔偿，所涉的 240 多户业
主，总计损失大约一亿六千八
百多万元。”

“从网上拆除后剩余钢筋
的图片可以推测，这次拆除是
个野蛮施工过程。”注册结构工
程师“山顶大树”对记者介绍，
一般改造结构时，拆除结构构
件要采取静力切除，也就是采
取水钻或者水锯等切割钢筋混
凝土，目的是减少拆除产生的
震动，因为这种震动会引起相
邻混凝土构件开裂，造成内部
损伤；本次事件中则是直接将
混凝土震碎，留下了钢筋，危险
性可见一斑。

这面已经被凿成“筛子”的
承重墙，还能否补救？从事多
年建筑装修行业的于先生对记
者表示，在理论上是存在修复
方法的，比如用钢柱、千斤顶等
结合，千斤顶给到一个向上撑
起的力，让钢柱吃上劲，从而使
上方的荷载传到下层。

“但在实际施工上是非常
困难的，一是能不能顶动、要多
大力很难确定；二是房子结构
已经大伤，墙和其他楼层不连

续了，在抗震等安全性能上大
打折扣，后续加固等问题也非
常多。”于先生表示。

“因此从现实看，我们倾向
于这面承重墙已经补不回去
了。砸完后重力就已经按刚度
分配到其他承重结构上了，不
可逆的应变已经发生，补回来
它也不是承重墙了。”于先生解
释道，比如我们想象一个积木
塔，破坏掉下面承重的一个积
木块，它发生变形但没有倒塌，
即使我们再试图把这块积木放
回原位，它也很难像之前一样
稳固了。

“山顶大树”同时提出，目
前当务之急还是要尽快对结构
做好排危措施，至少应做好局
部支撑，减少上部楼层进一步
开裂的可能。“楼体变形越严
重，其重心会愈发偏离原支撑
受力合力点，这又产生了附加
的倾覆效应，即楼房越歪斜就
越容易在自身重力作用下加剧
歪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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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2021年，杭州
一楼房业主野蛮装修，私
自敲掉所在楼层的承重
墙，导致房屋墙体开裂，房
体倾斜，整栋楼房变成了
危房。据当地警方后续透
露，因涉嫌过失以危险方
式危害公共安全罪，该户
业主、包工头已被采取刑
事强制措施。

本次事件中，因为涉
及房屋出租问题，相关主
体也更为复杂。北京金
诉律师事务所主任王玉
臣律师对记者表示，业
主、租户、装修公司、物业
需要分别承担相应的损
害赔偿责任。如果情节
和后果都比较严重，承担
主要责任的主体还可能
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及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
全罪，是否需要承担刑事
责任需要相关司法机关
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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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臣解释道。

同时他指出，业主作
为房屋产权人对房屋有管
理义务，也要承担一定责
任；物业对小区的装修也
有监督管理义务，比如应
当及时制止如此粗暴的施
工改造，以及监督完成相
应的装修报备和手续。

侵权事件中，相关的
鉴定费用、楼体加固维修
费用，包括整个楼其他业
主的直接损失等都属于损
害赔偿范畴。本次事件

里，居民提到的1.68亿元
的巨额损失也尤其吸引眼
球。如果当事方确实赔不
起，应如何解决呢？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
事务所全球合伙人郭韧律
师表示，司法实践中确实
存在责任人无法全部履行
赔偿责任的情况。一般会
在诉讼前就采取一定措
施，查封、冻结责任主体名
下的财产；案件进入执行
阶段后，也会要求法院强
制执行其名下的财产；如
果被执行人名下有房产、
股权等，则进入拍卖程序。

“如果穷尽所有方式
依然无法完全履行全部义
务的，比如这次高达1.68
亿元的金额，普通人确实
很难履行完毕。可能未来
相关政府会出于保护居民
考虑出台相关措施。”郭韧
表示。

王玉臣认为，如果当
事方确实赔不起，可能会
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也
可能因为情节严重，后果
严重，受到刑事处罚。

损失或超1.6亿元，已立案调查

“野蛮工程”能否补救？

巨额损失，谁该担责？

如何维护“公共的承重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