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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签发现少了20平方米
计女士家住徐汇区天等路 258 弄阳光

绿园。今年 3月，挂牌售房一段时间后，她等

来了一位有意向的买家，房屋总价 1230万
元。双方随后签订了定金合同，计女士收取

了对方定金 100万元。
按照约定的网签时间，今年 10 月 10

日，双方走进徐汇区房地产交易中心。让人

意外的一幕发生了：房地产交易中心提供的
《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显示，该房屋建筑

面积为 162.02平方米。

但计女士手中的上海市房地产权证明明
白白注明，她家的建筑面积为 182.02平方米。

计女士对记者表示，工作人员曾向她表
示，系统中的数据不能更改，如果她和买家

继续交易，将只能以“162.02平方米”这一面
积交易，新证也只能标注为 162.02。计女士

无法接受：其一，房产证是购房者财产拥有

的证明，具有法律效应，突然缩水 20平方米
于理不合；其二，房屋销售买卖，一般以参考

单价和面积相乘，得出总价，面积无故减少
会给交易双方造成干扰。

22年只知是182平方米
对于徐汇区房地产交易中心系统中突

然出现的“162.02”这个面积数，计女士至今丈

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她说：“所有文件材料中写
的都是 182.02平方米，22年来，我都是按照

182.02平方米缴纳物业费及维修基金的。”
记者仔细翻阅了计女士提供的相关材

料，看到计女士这套位于天等路 258弄的房
产，上海市房地产权证上，“房屋状况”的“建

筑面积”一栏，的确标注的是 182.02。这本产

证的发证日期是 2002年 4月 4日。“我家于
1998年一手买进该房时，是期房；正式交房

是 1999年。当时办的产证上，只登记了我丈
夫（王某某）一个人的名字。2002年的时候换

了产证，加了我的名字，现权利人共 2人。之
前的产证上的面积也是 182.02。”

与先后两份产证对应的是，1999年 8月
17日和 2002年 4月 15日的两份“契税完税

证”发票上，均备注着购入面积 182.02平方
米。该发票有徐汇区财政局盖章。

又据《上海市不动产登记簿》信息（核准
日期为 2002年 4月 4日），该房屋的建筑面

积也是 182.02平方米。

141平方米是暂测数据
在计女士提供的材料中，只有一个数据

与 182.02不统一。但这是允许出现的一个

“偏差数据”。

记者翻阅计女士一家在 1998年与开发

商签署的《上海市内销商品房预售合同》看
到，“甲方暂测该房屋建筑面积为 141.46平

方米，其中套内建筑面积为 135.37平方米，
公用分摊建筑面积为 6.09平方米”。计女士

表示，实际上，141.46并不是一个最终准确

数字。合同中写道，“房屋交付时，房屋建筑
面积以上海市房屋土地管理局认定的测绘

机构实测面积为准”，并约定了甲方暂测面
积与实测面积不一致时的处理方法。

最终开发商告知计女士，实测面积是
182.02平方米。

计女士提供了 1999 年 8 月开发商盖
章、丈夫签字的房屋交接书，上面写明“该房

屋的实测建筑面积为 182.02平方米”，“实测
建筑面积的测绘机构为上海市房屋土地管

理局认定的徐汇区房产管理局产权监理所”。
她不明白，162.02这个数字是何时、如

何出现的？又为什么会有 20个平方米之差。

类似偏差不止一家
10月 21日下午，徐汇区房地产交易中

心约请计女士，并召集测绘部门和登记发证

部门的人员（曾是一家现分属两家单位），反
馈解释相关情况。

计女士告诉记者，据测绘人员介绍，他

们核对了该楼盘的竣工图纸，重新查看了她

家现场，160.02这个面积数据，与实地相符，
是“真实数据”。

那么，产证上的 180.02数据从何而来？这
可能与开发商提交的另一张图纸对应，是个

“错误结果”。对方在谈话中透露，他们查到两
份图纸，其中只有一份有“竣工图”字样，两份

存在些微差异。当年发证部门参照的数据，溯
源图纸可能有问题，造成了数据偏差。而从时

间节点看，交易中心建设数据库并系统联网

是在计女士 2002年重新办理产证之后。
由于这一“历史原因”造成的错误，该小

区并非仅一家。
目前主要是两种操作方法，一是产证面

积与系统数据相统一；二是业主申请新办产
证维持原发证面积。但无论如何，计女士家

的房子面积，系统中是“真实数据”，这个数
据是不能改的。这给计女士造成了很大困

扰：一方面，她是按照 180.02平方米的面积
购房、缴纳和房产相关的其他各种费用的，

这笔损失又该如何计算；另一方面，如果产

证面积调低为 160.02平方米，由此将产生各
种不可测的交易变数。

最终，计女士被告知，若她坚持其他
主张，也可以提请诉讼或申请专家委员会

复测。 本报记者 陈浩

拿着房产证到房地产交易中心系统一查才发现———

住了22年的房子
面积少了20平方米

    家住鞍山路的

市民钱先生向“帮侬
忙”反映，从本溪路鞍山

路口一直到鞍山路鞍山
支路口，多盏路灯经常不

亮，给市民出行和驾驶员
行车带来安全隐患。为

此，急切盼望相关部门尽

快“点亮”这些路灯。
记者在现场看到，鞍

山路鞍山支路口附近的人行道
上，约有 9盏路灯均不亮；而在

本溪路两侧的人行道上，也有
10多盏路灯无法正常照明。不

少市民表示，马路周边的路灯
不亮，仅靠商铺的零星光亮远

远不够，给过往行人尤其是骑

行电瓶车的市民带来交通安全
隐患。采访中，私家车主马先生

也说，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一

段时间了。“由于光线不足，车
子只能以很慢的速度行驶，用

远近光灯交替‘探路’，实在是
让人提心吊胆。”

对此，市民呼吁，相关部门

能实地调查，修复损坏的路灯，
确保行人和车辆的出行安全。

通讯员 周斌
本报记者 徐驰

    好端端地在步道上跑步，没想到

一脚踩空，掉进了臭河浜里！市民查
先生向“帮侬忙”反映，嘉定区一条步

道被小河支流截断，杂草、垃圾等把河

面“铺”得像路面一样，把步道又“接”
了起来，给人错觉，有极大安全隐患。

查先生告诉记者，他在嘉定区阿

克苏路封周路附近一条河道边的橡胶

跑道上跑步健身，突然一脚踩空，掉进
了河里。“水有两米多深，我一下子喝

了几大口黏糊糊的水。”河岸较陡，最
终查先生费了九牛二

虎之力才爬上
了岸。仔细观

察后，查

先生发现，他跑步的那条步道尽头被

河道往旁边岔开的一段支流截断。河
道支流的水面被烂泥和杂草铺满了，

烂泥很臭，堆积的水草很厚。乍一看，
河面就和路面一样，把路又“接通”了，

给人一种错觉。“而河边没有提示，也
没有设置任何防护设施。我回家连着

洗了好几把澡，身上还是有股味道，手

机也报废了。”
事后，查先生向相关部门反

映了这一情况。目前，河面的堆

积物已被完全清理干净。

不过，查先生仍希望通过
新民晚报呼吁，希望相关部门

完善河边防护设施，消除

安全隐患。

本报记者 陈 浩
实习生 张仪玮

直到卖房交易的那一刻，
市民计女士才发现，自己居住
了 22 年的一套复式户型房子
的面积，房地产交易中心系统
里的数据，竟然比房产证上登
记的“缩水”了整整 20 个平方
米！遇到这般离奇情节的，竟
然还不止一户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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