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亚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三亚市房屋征收补偿安置 

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 

三府规〔2021〕23 号 

 

 

 

各区人民政府，各管委会，市政府直属各单位： 

《三亚市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指导意见（试行）》已经 2021年 10月 28日七届市政府

第 130 次常务会议和 2021 年 11月 9日七届市委常委会第 223 次（扩大）会议审议通过，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三亚市人民政府 

2021 年 11 月 11日 

（此件主动公开） 

 

 

三亚市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指导意见（试行） 

 

 

为了进一步规范三亚市房屋征收补偿安置管理工作，指导市场化安置区建设，保障被

征收人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改善人居环境，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提升城市功能，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国有土地

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海南省征地安置留用地管理办

法的通知》（琼府办〔2012〕97号），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意见。 

一、适用范围 



城镇开发边界内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所有的房屋征收和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上的房

屋征收补偿安置以及安置区的建设管理，适用本意见。 

二、安置区建设原则 

（一）以人为本、保障民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依法依规征地拆迁，维护好被征收

人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利益，切实做到被征收人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

积极探索被征地村民拆迁安置与村集体产业开发建设一体化推进新模式，优化房屋征收补

偿标准，尽可能给予被征收人和村集体经济组织实惠，培育壮大村集体经济组织，引导被

征地村民走产业富民道路，共享发展红利。 

（二）集约土地、集中安置。城镇开发边界外因公共利益依法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宅基

地上的房屋，可在村庄建设用地范围内，按国家、省和市的有关规定依法申请宅基地。城

镇开发边界内原则上采取建设多、高层公寓的方式进行集中安置，实现土地的高效利用。

被征收人原则上在政府指定的安置区进行就近安置，也可按原安置房等值置换原则选择异

地安置。 

（三）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发挥政府的组织引导作用，调动群众参与安置区规划建

设的积极性，充分听取被征收人意见，尊重被征收人意愿，制定科学合理的征收补偿安置

方案，保障征拆、安置区建设等工作顺利进行。 

（四）产业融合、配套完善。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的目标，安置区的

规划建设应融入其适宜发展的产业功能业态和公共配套设施，立足资源优势打造各具特色

的产业业态，促进产城融合。 

三、征收补偿安置方式和标准 

（一）国有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 

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 590号），被征收人可以选择

货币补偿、产权调换、货币补偿和产权调换相结合的其中一种补偿安置方式，具体补偿安

置方式由被征收人自行选定。 

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按被征收房屋的市场评估价值补偿；被征收人选择产权调

换的，按被征收房屋套内面积调换。出让土地上被征收房屋按市场化商品住房进行调换，

划拨土地上被征收房屋按安居房进行调换。征收房屋产权调换比例依据《三亚市棚户区改

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暂行办法》（三府〔2015〕112 号）执行。 

房屋被依法征收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 

（二）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上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 

1.各区政府应当在具体征收补偿方案中明确符合相应安置条件的被征收人选择安置房、

货币补偿的其中一种补偿安置方式： 



（1）选择安置房的，安置标准为建筑面积 60 平方米/人（含公摊）的安置房。 

（2）选择货币补偿的，按安置房面积的团购价格进行补偿。 

征收补偿安置后被征收人不再享有宅基地的使用权。被征收人符合安置补偿条件的房

屋面积比安置房的面积超出部分依据《三亚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管理规定（2013年修

订）》（三府〔2013〕43号）中房屋拆迁补偿标准进行补偿。 

2.村集体产业经营性用房补偿方式和标准 

此意见施行后，依法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上的房屋时，原则上安排村集体产业经

营性用房（商业、旅馆、商务办公、租赁住宅等）保障被征地农民长远生计。村集体产业

经营性用房建筑面积按具有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被征收人 10平方米/人（商业、旅

馆、商务办公）或 25 平方米/人（租赁住宅）的标准计算；村集体产业经营性用房产权归

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涉及村集体产业经营性用房处置需符合集体资产管理相关规定。村

集体产业经营性用房可在安置区范围或被征收土地范围内建设，在安置区范围内建设的可

同安置区一并供地，在被征收土地范围内建设的可结合周边用地一并供地。村集体经济组

织产权的经营性用房，可自主或委托经营，具备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被征收人参与

收益分成。 

意见施行前，已安排征地安置留用地的，不再安排村集体产业经营性用房；意见施行

后，已安排村集体产业经营性用房的，纳入征地安置留用地台账管理，按等值原则抵扣征

地安置留用地面积，即以村集体产业经营性用房（含土地使用权）的市场评估价为基准，

按照同一片区相同用途用地的基准地价（土地单价），等值换算抵扣国有性质征地安置留

用地面积。 

四、安置区建设模式 

（一）市场化安置区。按照政府主导、社会资本参与的原则，以“限房价、竞地价”，

通过“招拍挂”的方式出让国有土地，按安居房的房屋类型办理供地手续。竞得人出资建

设安置房和村集体产业经营性用房，以简装的标准竣工验收合格后按约定价格提供给符合

安置条件的被征收人和村集体经济组织。鼓励三亚市属国有企业积极创造条件参与市场化

安置区项目建设，联合社会资本筹建安置房专项投资基金参与安置房项目的投资建设。 

征收的房屋属于市场化商品住房的，被征收人申请产权调换的，由各区政府补缴地价

款后依法变更安居房的产权和性质，按市场化商品住房进行产权调换和房屋登记。 

（二）过渡安置区。按照土地划拨、财政出资的方式，由各区政府统筹建设一批过渡

安置周转房，用于解决被征收人过渡安置问题。过渡安置周转房的房屋类型为公共租赁住

房，按照城镇住宅用地（公共租赁住房用地）设定土地用途。已被安排过渡安置周转房的

被征收人，征收部门不再安排过渡安置费。 

五、市场化安置区建设流程 



（一）规划选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根据各区政府提出的征拆计划、安置区

建设需求，开展安置区规划选址论证工作，报市政府批准。重点园区可根据急需推进的征

拆计划和安置区建设需求，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征求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意见后，报

市政府批准。 

（二）方案设计。各区政府根据批准的安置区规划选址，组织编制安置区建筑设计方

案，并充分征求被征收人意见后，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审查。建筑设计方案应明确安置

区产业功能、面积、户型、套数以及需配套建设教育、医疗卫生、管理用房等公共服务设

施和水、电、路、气、光等“五网”基础设施，并明确无偿移交或有偿移交的配套设施和

面积。 

（三）方案审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建筑设计方案专家评审后，报市国土空间

规划委员会审议。如涉及规划修改，须按法定程序组织规划修改论证，一并报市国土空间

规划委员会审议。 

（四）土地供应。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会同有关部门按照“限房价，竞地价”方式拟

定土地出让方案，土地出让方案应当明确将建筑设计方案、配套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

施建设移交等相关要求和开发时限纳入土地出让条件；土地评估时一并考虑有偿移交或无

偿移交的配套设施等因素。 

（五）开发建设。竞得人须在合同约定时间内完成项目建设、竣工验收，原则上从土

地出让合同签订至安置房交付使用，时间不得超过两年。土地出让公告和出让合同应当明

确因竞得人原因逾期未交付由竞得人承担违约金等责任，违约金用于支付超期的过渡安置

费用。 

（六）组织团购。各区政府组织被征收人和村集体经济组织团购安置房和村集体产业

经营性用房，由被征收人、村集体经济组织与竞得人签订购房协议，通过建立共管账户的

方式，作为资金来源；选择货币安置的被征收人不再具有团购安置房的资格。在安置房符

合交付条件下，被征收人除因不可抗力在规定时间内不参与选房的，征收部门不再支付过

渡安置费用或安排过渡安置周转房。对采用市场化安置的剩余安置房源，市政府按安置房

团购价格有优先回购权。 

六、其他规定 

（一）本指导意见中“被征收人”指“自然人和单位”。 

（二）本指导意见施行前，原已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的，可按原协议继续执行，各区政

府征收补偿方案由各区政府制定后，国有土地上的征收补偿方案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备

案，集体所有土地上的征收补偿方案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备案。 

（三）其他未尽事宜按《三亚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暂行办法》（三府

〔2015〕112 号）、《三亚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管理规定（2013 年修订）》（三府



〔2013〕43 号）、《三亚市征收集体土地青苗补偿费和征地经费包干管理暂行办法》（三

府〔2011〕208号）规定的标准补偿执行。上述文件有修订的，从其规定。 

（四）本指导意见施行前已经公布施行的规范性文件与本指导意见不一致的，按本指

导意见执行。本指导意见的具体应用问题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解释。 

（五）市场化安置房的交易办法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另行制定；农民集体所有宅基

地上符合安置补偿条件的房屋面积认定办法和村集体产业经营性用房补偿细则由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另行制定。 

（六）本指导意见自 2021 年 12 月 16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4年 12月 31日。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应当在有效期届满前 6 个月向市政府上报实施情况的评估结论和处理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