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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关于《顺义区房地一体的宅基地确权登记
工作方案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

的起草说明

开展房地一体宅基地使用权确权登记是党中央部署的一项

重要任务。按照国家关于农村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的

系列部署及要求，为稳步推进我区房地一体宅基地确权登记工

作，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顺义分局和北京市顺义区农业

农村局共同起草了《顺义区房地一体的宅基地确权登记工作方案

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现作如

下说明：

一、起草背景

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是维护农民权益、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

现实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始终高度重视，历

年中央 1 号文件对宅基地确权登记工作均有明确要求，国家先后

印发系列文件进行部署安排，要求加快推进。我区历史情况较为

复杂。1992 年开展了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确权登记，颁发了《集

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涵盖了原顺义县 90%以上农户。但因

当年丈量、收费使用及后续建房等影响，红本与实际现状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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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较多，且存在 1992 年未确权宅基地缺少权属来源材料的情

况。为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规范和指导各镇开展宅基地确权

登记工作，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顺义分局和北京市顺义

区农业农村局在市级指导意见基础上，结合实际起草了实施细

则。

二、起草过程

按规范性文件印发要求，多次组织研讨座谈，深入开展调研，

系统开展重点问题研究，支撑文件起草工作。并广泛征求了区住

房城乡建设委、区委政法委、区委网信办、区委宣传部、区信访

办、区财政局、区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顺义分局、区司法局、

区档案馆、区经管站、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区融媒体中心、各

镇人民政府意见，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实施细则。

三、主要内容

实施细则包括八个部分。

（一）指导思想

介绍了本《实施细则》的指导思想。

（二）工作目标

明确了依法依规开展不动产登记，基本实现“应登尽登”、

颁证到户的工作目标。

（三）工作原则

提出了坚持“尊重历史，兼顾现实”、坚持“公平公正、公

开透明”、坚持“依法依规，实事求是”三个工作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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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程序

包括发布通告、地籍调查、村镇两级确认、不动产登记等四

个环节。明确了村级公示的内容和时间，以及各镇要对没有土地

权属来源材料和没有符合规划或建设材料的出具意见。明确了地

籍调查工作口径，及在村镇两级确认阶段与地籍调查之间工作衔

接内容。

（五）妥善处理疑难问题

为化解历史宅基地管理和登记遗留问题明确了指导性政策，

是本实施细则核心部分，包括九条内容。

一是“户”及“户内成员”的认定原则。

二是关于分户建房条件的认定原则。明确了在确定户内成员

的基础上，该户主张一宗宅基地上存在两户或多户，或者认为符

合分户建房条件的，每户均应符合当时当地宅基地申请资格条

件。为妥善处理历史问题，明确了对分户建房条件按照子女达到

法定结婚年龄的时间进行具体区分的原则。

三是妥善处理“一户多宅”问题。明确了原则上应“一户一

宅”，但符合当地分户建房条件未分户存在“一户多宅”和本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因继承房屋占用宅基地形成“一户多宅”等可

以进行确权的情形。

四是依法确定非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可以确权登记的5

种情形，包括已依法颁发《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的，因易

地搬迁、地质灾害防治、新农村建设、移民安置等按照政府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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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和批准使用宅基地的，因继承房屋占用宅基地的，国办发

〔1999〕39 号印发前城镇居民在农村合法取得宅基地的，以及

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进城落户的。

五是依法依规分类认定宅基地面积标准。通过该条合理解决

超标准面积问题。根据北京市及我区 1992 年确权时对标准面积

的规定，基本原则为 1982 年以前划定的宅基地，按每户最高不

超过 0.4 亩（267 平方米）确定宅基地面积认定标准；对于 1982

年以后划定的宅基地，按每户最高不超过 0.3 亩（200 平方米）

确定宅基地面积认定标准。

六是妥善处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证载总面积与实

测占地面积不一致问题。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结合实

际情况，明确了界址未变化以实测占地为准的情形、对于《集体

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证载错误可以更正的情形以及确属超出

《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证载行为不予确权登记的情形。

七是依规处理宅基地上房屋属于不同权利主体登记问题。规

定了应区分不同情形进行处理，对于符合分割宅基地条件的可以

分宗办理。

八是分类明确房屋符合规划或建设的材料。按时间划分，明

确了房屋符合规划或建设所需要的材料。明确了房屋结构安全问

题应充分利用前期开展的各项房屋安全整治工作成果，对于存在

房屋结构安全问题并已纳入整改范围的房屋，整改完成前不得开

展确权登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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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是没有土地权属来源材料的宅基地处理原则。对于 1992

年未确权的宅基地，明确了应符合镇域规划及村庄规划，按是否

符合当时当地宅基地用地申请条件进行认定的原则。

（六）不动产登记规则

该部分为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登记规则。主要包括申

请登记的权利类型和登记类型、申请主体、申请材料、审核要点、

注记要求。这里要说明的是可以单独对宅基地使用权申请首次登

记，也可以对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申请首次登记。“宅基

地使用权登记原则上按户申请，每户应由一名家庭成员代表本户

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该名家庭成员代表原则上应为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因继承等原因自然人取得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

所有权的，由权利人进行申请”。

（七）不予确权登记情形

明确了不予确权登记的七种情形。

（八）工作要求

提出要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工作成效；强化政策研究，精准

施策落地；恪守政策底线，依法办理登记；做好政策宣传，维护

社会稳定。

正文结尾部分明确了本实施细则仅适用于现阶段以“总调

查、总登记”模式开展的房地一体宅基地地籍调查和确权登记工

作，自印发之日起实施，在专项工作结束后自动失效。在本专项

工作之后，各镇在后续农村宅基地管理工作中，应当按照《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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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现行农村宅基地及房屋建设管理有关

规定执行，对村民申请宅基地及建房的，依法依规办理审批手续，

严格界定申请人身份，严把用地面积。

四、创新特点

在市级指导意见的基础上，细化了户及户内成员认定标准、

分户认定标准等具体内容。

五、工作范围

在顺义区保留自然村落形态的行政村，开展顺义区房地一体

的宅基地地籍调查和确权登记专项工作。

六、新旧政策差异

本实施细则为在顺义区房地一体专项工作中初次制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