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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老江和妻子长期在西宁周边的县城生活，女儿小楠在西

宁成家后，老两口想随小楠在西宁定居，便将县城唯一的住
房变卖后在西宁买房。因买房还需借款，老两口准备先贷款
偿还借款再慢慢还贷，但因二人退休不具备贷款条件，便以
小楠的名义贷款买房。

2008年5月，小楠与案外人王某签订购房合同，以44.5万
元购买王某位于本市的房屋，老江夫妇一直居住其中。6月，
小楠向银行贷款18万元，女婿小何作为共同借款人共同偿还
房贷。2017年5月，小楠与老江签订二手房买卖合同，将房屋
以30万元出售给老江，老江并未实际给付该购房款。2020年
5月，小何与小楠离婚，后小何认为案涉房屋是夫妻共同财
产，小楠无权擅自处分，遂将小楠和老江诉至法院，请求确认
小楠与老江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合同无效。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小何与小楠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了

案涉房屋，且小何与小楠为购买房屋共同进行了贷款，案涉
房屋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小楠未经小何同意，与老江签订
二手房买卖合同，约定价格明显低于原购房价格将房屋出售
给老江，且老江也未向小楠支付购房款，故一审法院认定小
楠与老江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合同无效。

老江与小楠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老
江、小楠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小楠支付的购房资金来源于老
江夫妇的积蓄和向亲友借款。小何陈述购房款来源是其与
小楠的积蓄，但并未提交证据。案涉房屋购买时，小何、小楠
尚有房贷要偿还，老江夫妇已经退休，有退休后与女儿一起
生活的需求，以自身名义购房并办理贷款存在困难，借名买
房存在合理性。综合考虑双方间的亲属关系，购房资金来
源、房屋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情形，以及房屋权属证书等情况，
二审认为老江主张与小楠存在借名买房约定的事实具有高
度盖然性，遂改判驳回了小何的诉讼请求。

【法官说理】
《民法典》第二百零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

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
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不动产登记具有权利推定的效
力，登记记载的权利人应当被推定为法律上的权利人，在登
记没有更正也没有异议登记的情况下，只能推定登记记载的
权利人就是物权人。

在借名买房纠纷案件中，借名买房事实审查是此类案件
审理的重点，若当事人之间存在书面约定，则一般可认定存
在借名买房事实，但借名人与出名人之间一般具有如亲属等
的特殊关系，因此借名买房多数是口头形式少有书面约定，
所以重点查明以下内容：首先是当事人借名买房的原因，审
查借名人对借名原因的解释是否符合客观事实、是否具有合
理性，借名买房除基于双方之间的信任关系之外，一般还存
在借用出名人享有的房屋贷款、特殊性质的房屋购买资格等
原因，出名人则会以借款、赠与等理由抗辩，法院会依据常
理、常情进行合理性判断；其次是购房款支付，购房款由借名
人出资是认定借名买房关系存在的重要依据，故借名人应对
其出资承担举证责任，如果购房涉及贷款，还应审查贷款偿
还情况；再次是房屋实际占有使用情况，占有、使用、收益是
不动产所有权的重要权能，因此房屋的实际占有使用也是判
断借名事实的重要因素，借名人对此应当承担举证责任。

借名买房往往发生在亲属、朋友之间，不动产登记具有
权利推定效力，借名人主张房屋权利，需要提供充分证据证
明其与出名人之间存在借名买房的合意。借名人与出名人
之间的借名买房约定并不
足以对抗善意相对人，如果
善意相对人取得房屋所有
权，则借名人只能向出名人
主张返还购房款以及赔偿损
失等。而将不动产登记在真
实权利人之下可以避免此类
争议的发生，建议大家在购
房时谨慎借用他人名义购房
（案中人名均为化名）。

（文字整理 记者 李雪）

开局好，信心稳！
一 季 度 ，西 宁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GDP）462.48亿元，同比增长7.5%，分
别高于全国、全省3.0、2.4个百分点，对
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8.8%，增速高于全省 14.3 个百分点，
连续26个月保持在20%以上。

新动能表现亮眼，高技术产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 141.1%，占全市比重
57.3%，比2022年提高23.5个百分点。

……
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开局之年，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
的重要一年，一季度西宁交出亮眼

“成绩单”。
“一季度实现‘开门红’，既夯实了

‘全年稳’的基石，也积蓄了‘稳中进’
的后劲。成绩来之不易，应当倍加珍
惜。”市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如是说。

“面对多重压力、多重挑战，今年
随着疫情防控平稳转段，我市认真落
实省市抢抓机遇促发展‘1+9’系列行
动部署，扎实开展助企暖企春风行动，
深入落实‘七问’‘七项机制’要求，以
精准举措助企纾困。随着政策措施落
地显效，增长动力不断增强，生产需求
企稳回升，经济运行开局良好，呈现量
质齐升的积极态势，一季度实现了‘开
门红’。”市发展改革委负责人说。

GDPGDP增长增长77..55%%，，诸多指标走在全诸多指标走在全
省前列省前列

“一季度我市 GDP 增长 7.5%，诸
多指标走在全省前列，经济运行呈现
恢复增长态势，西宁为全省经济恢复
增长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市发展改
革委相关负责人说。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
果，一季度，西宁市地区生产总值为
462.48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
7.5%，高于全省2.4个百分点。分产业
看，第一产业增加值为8.75亿元，增长
0.3%；第二产业增加值为175.74亿元，
增长19.6%；第三产业增加值为277.99
亿元，增长1.8%。

今年以来，我市各地区各部门深
入贯彻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调研西宁
工作时的工作要求，坚持稳字当头、稳
中求进总基调，强化省会担当，自觉履
行“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上走在前作

表率”的责任，以开局就是决战、起步
就是冲刺的奋斗姿态，全力以赴抓生
产、推项目、促消费、优服务，大力提振
市场预期和信心，经济运行呈现恢复
增长态势。

工业答卷工业答卷：：连续连续 2626 个月保持在个月保持在
2020%%以上以上

这是一组亮眼的工业答卷：
一季度，我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28.8%，高于全省增速14.3个
百分点，拉动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14.4个百分点，连续26个月保持在20%
以上。

从地区看，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3%，
拉动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30.9个
百分点；区外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下降6.7%。

同时，我市产业升级步伐加快，高
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1.1%，占
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57.3%，比2022
年提高23.5个百分点。

据介绍，今年以来，我市狠抓机遇
促发展、全力推进助企暖企春风行动，
推进实施工业扩规增产行动，成立工
作专班，落实41户重点企业包保服务，
强化生产要素保障，“一站式”协调解
决西宁特钢、高景等企业生产经营问
题60余条，确保亚洲硅业、青海铜业等
重点企业稳定生产，一季度规上工业
开复工率达95%。加快推进弗迪电池
年产 5GWh 新型动力锂电池、泰丰先
行16万吨高能密度锂电材料、天合光
能年产35GW直拉单晶项目等63个项
目建设。加快培育优质企业主体，培
育中小微企业110户，完成省定目标的
110%。

开门红背后开门红背后：：““三驾马车三驾马车””齐发力齐发力

一季度，西宁经济运行开局良好，
投资、消费、出口作为拉动 GDP 增长
的“三驾马车”，在持续齐发力。

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消费市场逐
步回暖，进出口贸易增长强劲！

项目投资加力推进，一季度，我市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8.7%，增速高
于全国 3.6 个百分点，高于全省 0.1
个百分点。工业投资拉动显著，工
业投资增长 7.9%，占全市总投资的
38.2%，拉动全市增长3.0个百分点。

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
资同比增长6.4%、6.7%。

消费市场逐步回暖，一季度，
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33.0
亿元，同比增长1.1%。文旅市场
加速复苏，全市累计接待游客
426.8万人次，同比增长23.5%，恢
复至2019年同期98.8%；实现旅游
总 收 入 41.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0.2%。

进出口贸易增长强劲，一季
度，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 10 亿
元，同比增长47.4%，占全省比重
79.4%。

“西宁答卷”里，一组组实
打实的数据，表明随着政策措
施落地显效，西宁经济呈现全
面复苏，供需两端主要指标呈
现明显积极变化，市场主体预

期逐步好转。
新年一开局，我市就举办“幸福西

宁 惠购暖春”“助企暖企惠民家电促
消费”等联合促消费活动，一季度，累
计发放惠民消费券183.9万元，带动消
费1740.8万元，发放购车补贴资金699
万元，拉动购车消费 7.6 亿元。发放

“暖冬惠民、畅享西宁”文旅消费券100
万元，带动消费400万元，推动文旅产
业复苏。

支出力度加大支出力度加大，，民生红利实实在在民生红利实实在在

“今年以来，我市大力提振市场预
期和信心，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生产经
营状况好转，就业物价总体稳定，财政
收支稳定增长，经济运行整体呈现全
面复苏、快速增长的良好态势。”市发
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说。

一张得来不易成绩单背后，彰显
的不仅是“如何发展”的质量，更体现
了“为谁发展”的温度。

据财政部门统计，一季度，全市地
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45.9 亿元，同比
增长 3.3%，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71.3 亿
元，增长 5.7%。民生支出力度持续加
大，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城乡
社区、公共安全支出分别增长21.6%、
7.2%、15.2%、10.9%。居民就业稳中有
进，全市城镇新增就业8702人，农村劳
动力转移就业 11.28 万人次。保供稳
价有力有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累计
上涨1.5%。

据国家统计局西宁调查队统计，
一季度，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9129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2%。其中，
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
为 10771 元和 4825 元，分别增长 2.3%
和6.2%。

据介绍，一季度我市组织开展“春
风行动就业援助月”“春暖农民工”等
线上线下招聘会64场次，提供就业岗
位5.2万个，帮助9070人实现就业。同
时，积极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项目，完善社区基本养老服务网络设
施。一批民生实事项目开工建设。

（记者 小言）

GDP增长7.5%！西宁开局良好量质齐升
借名买房，“买”出烦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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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抓机遇促发展抢抓机遇促发展··西宁在行动西宁在行动

单 位
大通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场监管窗口

城北区-卫生健康局-城北区中医院
城北区-卫生健康局-大堡子卫生院

城东区-卫生健康局-韵家口镇卫生院
城东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退休档案查询窗口

城东区-医疗保障局-咨询窗口
城东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管理科

湟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筑市场管理办公室
湟中区-鲁沙尔镇人民政府-公共服务中心-养老窗口

不满意数
1
1
1
1
1
1
1
1
1

2023年3月1日至3月31日，“西宁评
议”公共服务评议系统共收到群众评议
50054条，其中满意评议49937条，基本满
意评议53条，不满意评议64条（有效评议
12条，电话回访无效评议52条），转办事项
12件，收到回复事项12件。经研判确定有
效事项 9 件，作办结处理，对 3 件予以撤
销。

一、总体情况
从不满意评价总体分布看，各县区不

满意评价数量9条，占比100%。
从不满意评价类型分布看，行政审

批类不满意评价数量 4 条，占比 44.44%，
主要集中在社保、市场监督管理、住房和

城乡建设系统；办理投诉类不满意评价
数量 4 条，占比 44.44%，主要集中在医疗
保障、卫生健康系统；执法类不满意评价

数量 1 条，占比 11.12%，主要集中在城管
系统。

二、不满意评价单位

2023年4月24日

“西宁评议”公共服务评议系统情况通报
（2023年3月1日至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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