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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沪闵府复字（2024）第 2340 号

申请人：李某

被申请人：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永丰村民委员会

申请人因不服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宅基地和建房规划许

可申请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处理的行为，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

议。本机关于 2024 年 9 月 14 日收到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

并于当日决定依法受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称，其于 2024 年 7 月 7 日以 EMS 邮政速递的方式

向被申请人提交《农村宅基地和建房规划许可申请书》及相关

材料，经查询得知被申请人在同年 7 月 9 日签收申请人邮寄的

申请材料，但被申请人至今未张榜公示，也未将其申请材料上

报至浦江镇人民政府审核。其认为被申请人在收到其提交的宅

基地和建房规划许可申请后，未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处理，违反

了《上海市农村村民住房建设管理办法》第十七条之规定，侵

害了申请人的合法建房权益，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被申请人称，根据《上海市农村村民住房建设管理办法（沪

府令 16 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具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农户，不得申请宅基地新建住房，或者对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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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住房进行改建、扩建或者翻建：……（二）已有宅基地上存

在违法用地、违法建筑等情况，未按照相关规定完成整改

的；……”。该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新建房屋

竣工后，不按规定拆除原有房屋、退还宅基地的，按照非法占

用土地处理。”另根据《浦江镇农村村民住房建设管理实施细

则》（闵浦府（2023）13 号）第三条第三款规定：“各村(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负责对村民以户为单位的建房

申请材料的收集、受理、初审，负责集体讨论、公示申请上报。

协助村民进行建房申报，对建房活动进行全面监管。”另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

释》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

委员会依据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行为

不服提起诉讼的，以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为被告。”《中

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村民

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

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该法第十条规定：“村民委员会及其成员应当遵守宪法、法律、

法规和国家的政策，遵守并组织实施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

执行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决议，办事公道，廉洁

奉公，热心为村民服务，接受村民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农村村民申

请宅基地的，应当以户为单位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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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设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应当向所在的村民小组或者村

民委员会提出申请。宅基地申请依法经农村村民集体讨论通过

并在本集体范围内公示后，报乡（镇）人民政府审核批准。”

一方面，本案中，2024 年 7 月 8 日，申请人向其邮寄提交《农

村宅基地和建房规划许可申请书》等书面材料，同年 7 月 9

日，其收到后及时予以审核，其经过初审后，认为申请人存在

上述《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第（二）项规定的“不得申请宅基

地新建住房，或者对原有住房进行改建、扩建或者翻建”的情

形。原因在于：2016 年 9 月，申请人及其前夫钱某曾申请过

翻建，后批准，翻建过程中，当时申请人的前夫钱某称因翻建

导致其暂时住房困难，故于 2017 年 9 月 22 日书面承诺东面 1

间小屋暂时不拆，到新房造好后保证拆除，但是申请人翻建完

成后并没有兑现当初的承诺，至今该小屋仍在，应认为该行为

是《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中规定的“新建房屋竣工后，不按

规定拆除原有房屋”，属于“非法占用土地”的情形。鉴于以

上情况，其于 2024 年 7 月 15 日形成书面《初审意见》一份，

并于同年7月23日通过中通快递向申请人寄送该《初审意见》，

明确向申请人告知存在应拆未拆房屋情况，暂时不符合申请建

房报送条件，并将申请材料予以退回，待申请人满足要求后重

新申请。经查询，显示上述书面答复于 7 月 24 日由申请人签

收。另一方面，村民委员会在宅基地审批工作中作出的受理、

组织开会、审议、报批等行为属于对本村集体所有土地进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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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管理的行为，不属于依据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履行行政

管理职责的行为，不应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因此申请人提

出的行政复议申请中被申请人的主体并不适格。综上所述，其

认为，第一，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中被申请人的主体不

适格；第二，申请人提出农村宅基地和住房规划的许可申请，

因存在应拆未拆房屋的情况，故暂不符合报送条件；第三，其

已经在收到申请人的材料后及时审核，并且已明确告知给申请

人，给予申请人书面回复，已经履行了法定职责，并不存在申

请人所称的“行政不作为”行为。

本机关经审理认为：

经查，2024 年 7 月 8 日，申请人通过邮政快递向被申请

人邮寄提交《农村宅基地和建房规划许可申请书》等书面材料，

被申请人于同年 7 月 9 日签收。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提交的上

述申请材料并经初审后认为，申请人存在《管理办法》第十六

条第（二）项规定的“不得申请宅基地新建住房，或者对原有

住房进行改建、扩建或者翻建”的情形，于 7 月 15 日作出《初

审意见》，内容为“你户申请建房资料我村已收悉，经过初审，

按照上海市人民政府第 16 令第五章（法律责任）第三十九条，

新建房屋竣工后，不按规定拆除原有房屋、退还宅基地的，按

照非法占用土地处理。第二章第十六条（禁止建房的情形）规

定，（二）已有宅基地上存在违法用地、违法建筑等情况，未

按照相关规定完成整改的。故你户存在应拆未拆房屋情况，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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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不符合申请建房报送条件，申请材料予以退回，待你户满足

要求后重新申请。”7 月 23 日，申请人将《初审意见》通过

中通快递邮寄给申请人，物流追踪信息显示上述邮件已于 7

月 24 日被签收。

被申请人为系争行政行为提供了《闵行区浦江镇村民个人

建房申请表》《浦江镇村民原房、新建房屋平面示意图》、违

建实地照片、钱某的书面承诺书、《初审意见》、中通快递底

单、中通快递签收查询单等，本机关对上述证据与事实予以审

查确认。

本案中，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在收到其提交的宅基地和

建房规划许可申请后未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处理，侵害了其合法

建房权益。本机关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复

议申请，应当符合法定申请条件，属于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

释》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

委员会依据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行为

不服提起诉讼的，以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为被告。”《中

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村民

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

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该法第十条规定：“村民委员会及其成员应当遵守宪法、法律、

法规和国家的政策，遵守并组织实施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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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决议，办事公道，廉洁

奉公，热心为村民服务，接受村民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农村村民申

请宅基地的，应当以户为单位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出申请；

没有设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应当向所在的村民小组或者村

民委员会提出申请。宅基地申请依法经农村村民集体讨论通过

并在本集体范围内公示后，报乡（镇）人民政府审核批准。”

《上海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在集体土

地上进行农村村民个人住房建设的，村民应当向村民委员会提

出个人建房申请。村民委员会受理后，应当在本村公示三十日。

村民委员会同意建设的，应当将建房申请报乡、镇人民政府，

由区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委托乡、镇人民政府核发乡村建设规划

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接到农

户建房申请后，应当在村民所在的村民小组，将农户成员人数、

建房位置、宅基地和建筑占地面积、建筑方案等相关信息张榜

公布，公布期限不少于 30 日。公布期间无异议的，村民委员

会应当在申请表上签署意见后，连同建房申请人的书面申请报

送镇（乡）人民政府；公布期间有异议的，村民委员会应当召

集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本案中，申请人请

求被申请人履行宅基地和建房规划许可申请处理的法定职责，

要求被申请人张榜公示并将申请材料上报至闵行区浦江镇人

民政府审核。但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村民委员会在宅基地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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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作出的受理、组织开会、审议、报批等行为属于对本村

集体所有土地进行自治管理的行为，不属于依据法律、法规、

规章的授权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行为，不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

围。故申请人据此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不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三条的

规定，本机关决定：

驳回申请人李某的行政复议申请。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政府

2024 年 10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