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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购墓者而言，笔者采
访发现，大部分人倾向于一次
性缴完所有费用后，永久使用
墓穴。

一些墓园正是抓住了购墓
者这样的心理，在合同上往往
也使用了“永久使用”等模糊字
眼。然而，合同上的“永久使
用”并不一定是丧主所理解的

“永久”。
81岁的陈兴华翻出 20年

前的母亲墓地的《墓地证书》，
上面写着“使用期限为永久使
用”，盖着“南海市长青投资有
限公司永久墓园管理处”的

章。而该墓园管理方在接受采
访时表示：“永久使用指的是自
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公墓使用期
限届满。政府批给长青墓园的
土地使用期为 1993年至 2043
年，共50年。”

陈兴华对照《购买长青园
墓地登记表》才发现，这块墓地
从2002年3月7日开始使用，算
下来，使用期限实际上只有四
十一年。

在2011年接受新华社采访
时，民政部有关负责人已经明
确表示“墓地使用期限与其土
地性质和使用年限有关，一般

为50年或70年”。
待到墓园方土地使用期到

期后，这块墓地能否通过续交
管理费的方式继续使用？墓园
方表示不清楚，得看到时国家
规定。

墓地作为一种特殊的存
在，究竟该如何界定最终期限，
一直有争议存在。

“上海 60%的经营性公墓
面临死墓危机，而当初制定的
墓穴管理费又很低，公墓难以
维持下去。为了腾出更多墓穴
用地，墓园甚至拆除园内的植
被等。”乔宽元建议上海墓穴的

合适使用期限为30年。
而中国殡葬协会会长戚学

森则认为，“理论上，公墓用地
的使用期限由国家规定，但只
要墓园在经营过程中土地实际
用途和土地性质一致，那么公
墓土地的使用应该是永久的。
即便墓园破产，其他企业来接
盘，也不能改变公墓用地性质，
丧主只要续交管理费，墓穴就
能继续使用。只是届时国家对
续租管理费可能会有新的调
整。”他相信，“新的殡葬管理
条例和公墓管理办法会对这些
问题做出新的规定。”

首批公墓遭遇“欠费清理”？
过去不久的清明节，一则关于墓园催缴费用的通知被广为转发，有扫墓者甚至发现，很多墓园专雇工作人员，蹲守墓

穴，讨要管理费。1990年代，中国经营性公墓大量涌现，随着20年的缴费期先后到期，墓园和丧主一起，正遭遇着前所未有
的困惑。所谓20年缴费期限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拒不缴费，墓地该如何处理？如果持续缴费，墓地是否可以永久使用？

对于 20年缴费期的问题，
广州市民政局下属的殡葬管理
中心答复，具体墓穴的使用期
限和管理都会按照合同原有规
定履行。

但是囿于时代局限，最初
的公墓出售时，合同往往约定
模糊，没有明确的缴费时间等
概念。1990年代初期，广州市民
彭明（化名）跟亲戚凑了三万
元，在广州中华永久墓园安葬
了长辈。从那之后他们没交过
其他费用，“当初管理方说好永
久的，当然不能再要求续费才
能继续使用。”他说，“选择这
里，就是冲着‘永久’两个字。”

1992年，民政部出台的《公
墓管理暂行办法》第一次明确

规定“经营性公墓的墓穴管理
费一次性收取最长不得超过二
十年”，这意味着墓地可以实施
接续性收费。

待到 1998年，民政部发布
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墓管理
意见》提及：“今后墓地和骨灰
存放格位的使用年限原则上以
20年为一个周期”。

深圳龙山永久墓园与客户
的墓穴使用合同上就写着：“乙
方所购墓穴使用期限为二十
年，使用期限满根据到期后的
国家政策再办理……”这句话
的潜台词也是，20年是周期概
念，并不是墓地的终点。

中国殡葬协会会长戚学森
解释，“之所以定 20年，是借鉴

了过往的经验，从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开始，各地对于骨灰保
管室的期限就有规定，很多地
方确定骨灰寄存一般不超过20
年”。“另一个原因是消费者的
年龄代际标准，一个家庭的殡
葬周期大约为 20年到 25年之
间，以 20年作为一个合同签理
期，能更好地保障合同双方履
约。如果一个人 70岁时为逝世
的家属订立了50年使用期限的
墓穴使用合同，50年满时他得
120岁，这并不符合实际，他能
否履约也存在疑问。另外也考
虑到群众的负担，一次交超过
20年的墓穴管理费对群众来说
是很重的负担。”戚学森说。

除此之外，以 20年为周期

来约定缴费和使用年限，也是
为了尽量减少超期欠费的无主
墓，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

对首批20年合同期到期的
客户，龙山墓园也采用续管理
费就继续使用墓穴的做法。

2012 年发改委和民政部
《关于进一步加强殡葬服务收
费管理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
再度厘清“墓穴20年”之后的问
题，这份文件规定：公墓墓穴使
用合同期满，群众申请继续使
用的，公墓经营单位收取的公
墓维护管理费由各地价格主管
部门依法纳入地方定价目录。

也就是说，20年只是个管
理和缴费的时间概念，与墓地
的使用年限并无直接关系。

尽管总有墓主逾期不按时
缴费，但笔者采访的诸多墓园
中，尚没有一家对未续费的墓
穴进行清理，即便是已经面临
死墓危机的北京八宝山人民公
墓。后者6万多座墓穴已全部使
用，到期和面临到期的墓穴超
过 3万座，而完成续租的只有
6000座左右。

青岛百龄园从 2012年 6月
开始便在官网发布首批墓穴管
理费续费通知，但三年过去了，
仍有一部分首期墓穴未续费。
工作人员告诉笔者，墓园并未
处理这些墓穴，仍保留原状。

墓园方“手下留情”的一个
重要原因是，管理费只是墓园

方利润中的“小头”，相对于水
涨船高的墓穴费，显得“无足轻
重”。如上海福寿园提供的墓地
和殡葬服务中，墓地出售费用
占据整体收益的87%。

但如果超期欠费的无主
墓，数量增加到一定程度，“如
果没有政策变动，墓地持续吃
紧，经营性公墓为了保证经济
效益，很可能对过期未缴费的
墓穴进行清理。理论上来讲，这
种商业合同是平等的，存在霸
王条款，但它毕竟是合法有效
的。”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殡
葬研究专家杨根来分析。

只是基于墓地的特殊性，
墓园方的处理显得异常谨慎。

上海就曾对部分年代久远
的无主墓进行清理。上海理工
大学教授、殡葬行业专家乔宽
元介绍，墓园方多次登报、张贴
公告、打电话，确实找不到亲
属，才处理了这些老墓。“政府
要对无主墓承担责任，处理后
墓穴的骨灰应该进行集中安
置，并举办公祭活动。”乔宽元
说，“上海因为处理得比较谨
慎，没发生过矛盾。”

可与无主墓的处理相提并
论的是超期骨灰的处理。

2012年开始，广州市殡葬
服务中心在官网上公示超期骨
灰处理清单。对于曾经有姓名
和编号的骨灰，在 1997年已过

缴费期，但直到 16年后的 2013
年，殡葬服务中心才敢有所动
作。

这个动作异常谨慎，该市
殡葬服务中心需要先对拟处理
的超期骨灰进行登记造册，制
作公示资料，在网站和中心公
告栏上公告 30天。除了殡葬服
务中心领导的审核，还需要报
广州市殡葬管理处进行备案。

“在公示期间，我们也通过电话
和挂号信的方式再进行提醒。”

而墓穴显然比骨灰格更加
复杂。对 20年使用周期到期却
未续交管理费的墓穴，广州市
殡葬服务中心暂时表示“将坚
持加强催缴费用工作”。

永久有多久？

超期处理谨慎再谨慎

“20年”不是终点
■相关阅读

专家反思高价墓地“死不起”:

莫把墓地当房地产
在殡葬业的“暴利链”中，公墓墓穴

费用是一个主要“暴利点”。在一些城
市，动辄数万元、数十万元的墓地价格
已远远超过房地产的价格水平，令不少
百姓发出“死不起”的慨叹。

4月14日，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
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分析高价墓地现
象表示：“公墓是伴随城市化进程出现
的，是城市必要基础设施的一部分。但
目前，政府还将它看作‘过渡性设施’，
套用经营房地产的方式管理墓地。”金
锦萍认为，这是出现高价墓地的根本原
因，因此让公墓回归“基础设施”是遏制
其“暴利”的根本途径。

据金锦萍介绍，当前虽然有《公墓
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规定，但政府对
公墓性质的认识长期“错位”，没有将公
墓纳入城市发展规划当中。“由于基本
不批公墓用地，公众需求难以得到充分
满足。”她说，“加上土地供应方面非常
不规范，现实中公墓用地的情况比较混
乱，有 70年使用年限的，有集体土地、
林地和其他用地的，容易让人产生‘过
了这村没这店’的感觉，客观上也催生
了哄抬墓地价格等投机行为。”

“如果把公墓看作基础设施，那么
就应该总体上保证它的公益性，而非经
营性。政府应该以‘划拨’而不是‘出
让’的方式，保证这部分土地供给，而不
以赚取出让金为目的。”她建议，政府应
该把公墓看作城市“基础设施”，按照福
利事业用地的情况划拨这部分土地，以
提高对墓地的土地供给，只收取可供维
持基本管理开支的费用即可，“降低公
墓的成本价”。

金锦萍同时强调，保证公墓的公益
性并不意味着排斥营利性公墓，而应该
交给市场自由选择。“但是，国家应该在
政策方面对二者有不同的制度安排，向
非营利性公墓倾斜。”

“倡导公墓纳入城市规划，也不是
意味着大张旗鼓地扩大公墓面积。只
要测算出能够满足 80～100年基本需
要的用地面积，再配合‘可循环使用’的
理念倡导，应该基本能够解决公墓的持
续使用问题。”

此外，金锦萍认为公墓作为“基础
设施”，长期来看还应发挥“城市公共空
间”的作用。“公墓本应是怀念先人、传
承文化的载体，是体验一个城市历史氛
围的重要场地。”她提出，未来中国的公
墓也可以效仿国外，向园林化、生态化
发展，使公墓具有文化功能。“这需要政
府的用心规划、监管和长期的文化引
导。” （据南方周末）

北京
郊区的极
乐 园 公
墓，环境
幽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