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对市政协第 20230236号提案答复的函

尊敬的民革市委会：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优化我市农村宅基地管理工作的相关

建议》（第 20230236号）收悉。农村宅基地用地建房审批管理事

关广大农民居住权益，市委市政府对该项工作高度重视，尤其是

2020年以来，出台了《东莞市农民安居房管理办法》，建立了全

市联席会议、搭建审批平台、提高审批效率、强化违建管控，使

我市宅基地管理工作渐入轨道，提高了审批质效、改善了群众体

验、遏制了新增违建。但因过往种种原因，我市宅基地历史遗留

问题情形多样、利益复杂，其解决之道非一日之功，宜“疏堵结

合”“分类分步”处置。我局作为该提案主办单位，现结合市自然资

源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意见，对有关建议答复如下：

一、对于整合土地资源，重新统一规划、建设的建议

该建议基于更好盘活农村土地、统一农房建设风貌及改善村

容村貌的考虑，建议以村为单位因地制宜地对已建成之农房用地

进行“以地换地”并重新统一规划、建设。我局十分赞同上述建议

的出发点和应对措施，同时基于我市土地开发建设强度高、可利

用土地资源紧缺、已建农房体量庞大、村民对土地利益诉求高、

各镇街过往建设标准不一等实际背景，提出如下回应：农村宅基

地重新整合、规划、建设涉及村民重大利益变动，事关农村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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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大局，暂时不具备全市大规模、大范围铺开的客观条件，也

缺乏统一的主观意愿。但《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赋予了乡镇

人民政府审批宅基地的权限和职责，各镇街可据此法，并结合辖

区土地利用现状、总体规划编制、近期更新改造计划、村组集体

及村民意愿等实际情况，予以统筹谋划、分类分批、规划先行、

试点推进。

二、对于一事一议审批亲属间流转的建议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农业农村部关于进一步加

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通知》规定，“在征得宅基地所有权人同意的

前提下，鼓励农村村民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向符合宅基地申请

条件的农户转让宅基地”“严禁城镇居民到农村购买宅基地，严禁

下乡利用农村宅基地建设别墅大院和私人会馆。严禁借流转之名

违法违规圈占、买卖宅基地”。我市不动产登记部门积极贯彻上述

政策要求，严格按照《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不动产登记暂行

条例实施细则》等规定，办理宅基地确权登记（含转移登记）业

务，并主要对以下事项作审查：该宗宅基地是否有合法的权属来

源依据、是否超出 150平方米宅基地标准面积限制、是否住宅用

途、是否符合现行的规划条件、首次登记的申请人及转移登记的

受让人是否本村村民（继承及离婚析产的除外）。符合规定的农

户，可参照《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四十二条，提交

不动产权属证书或者其他权属来源材料、集体内部转让、赠与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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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等材料向属地不动产登记部门申请办理。不符合规定的，不予

受理或办理。

三、对于“理顺历史问题，补办土地确权”的建议

为分类化解历史遗留问题，2022年 7月 4日，经市政府同意，

我局会同市自然资源局、市住建局出台了《东莞市补办宅基地用

地审批暂行办法》，对存量已建成但用地手续不完善的农房实施

补办用地审批。该办法于 2022年 8月 1日正式生效，有效期三年。

去年，我局组织市自然资源局（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市住建局

有关负责人、各镇街分管领导、镇街主要审批部门负责人、村（社

区）负责人及相关工作人员等约 1750人，以电视电话会议方式召

开了全市补办宅基地审批工作培训会，指导镇村依法依规补办，

务实理顺历史问题，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同时，我局由分管领导

带队前往石碣、万江、企石、麻涌、清溪等镇街召开补办专题座

谈会，传达政策精神、加强业务指导，切实把市、镇、村的思想

和行动，都统一到依法依规补办、合理保障用地工作中来。目前，

全市 32个镇街均已铺开补办工作，所有已收到群众补办申请的镇

街均已启动受理、审批程序。截至 2023年 7月下旬，全市通过补

办审批并向群众发出《宅基地用地批准书（补办）》的宅基地超

400 宗。其中谢岗、塘厦、凤岗、厚街等多个镇街成功补办的群

众，凭上述批准书，已获颁《不动产权证》或通过农民安居房报

建审批，真正吃上了“定心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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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于解决住房困难村民报建的建议

市农民住房联席会已于 2022年 7月 7日召开会议作专题研究

并明确，本村村民名下只有 1宗宅基地，没有其他用于居住的房

屋（包括农房、农民公寓、拆迁安置房、商品房），经核实确实

存在住房困难的，镇街可以通过“一事一议”的方式允许其完善宅

基地用地手续，并按照《东莞市安居房管理办法》的报建要求申

报农房建设，建筑层数原则上不得超过 2层；家庭人员人均居住

面积如低于 30平方米的，允许其建至 3层。因未批先占、未批先

建的做法，根据现时法律规定及土地卫片执法要求，存在违法用

地、违法建设风险，一旦被判定违法情形须作拆除、退地处理，

导致群众利益受损。基于保障村民合理居住需求和合法财产权利

的考虑，各镇街须根据上级有关宅基地管理和执法、我市农房建

设管理等政策，依法完善用地、建设等审批手续后再予实施。

经市委、市政府近年来的大力统筹，目前我市宅基地和农房

建设工作得到了有效规范和改善，但对标我市全面推进“百县千镇

万村高质量发展”、在新起点上构建更高水平城乡融合发展格局等

工作要求，仍有提高空间，仍需不断改进。下来，我们将一如既

往，认真贯彻落实上级有关法律政策，同时结合我市宅基地管理

实际，坚持问题导向，不断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办法，切

实回应和化解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感谢您对我市农业农村工作的关切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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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农业农村局

2023年 7月 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