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是在 5 0年代中

后期为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而建立

和完备起来的
。

它是城乡二元结构的产

物
,

也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凝固剂
。

可 以

说
,

在当时的经济社会条件下
,

是不得已

而 为之的
,

在短缺经济时代
,

对保证
“

一

要吃饭
,

二要建设
”
方针的实施是起过重

要作用的
。

问题是后来逐步使这种户籍

制度附加 了许多特殊的社会功能
,

如在

经济困难时期
,

生 活资料短缺
,

通 过户籍

制度 区分城 乡人 口
,

采取完全不 同的标

准
,

发放粮票
、

布票
、

糖票等十几种票证
,

后来又把孩子上 学
、

青年就业
、

复员军人

安置
、

住房分配
、

有病

就医
、

养老保障等等

都同户籍联系起来
,

使城镇非农业户 口 和

农村农业户 口各自成

为一种身份
,

前者享

有特殊的优惠
,

后者

则基本不能享有这些

实惠
。

60 年代以 后
,

通

过各种 条例 和 文件
,

严格限制农业户口 转

为 非 农 业 户 口
。

如

1961 年
,

为 了核实全

国城镇人 口及粮食定

量供应的需要
,

规定

对农业人 口和非农业

人 口 分别进行统计
,

把非农业人 口列入人

口年报
。

后来《公安部关于处理户 口 迁移

的规定》
,

提出要严加控制农业户 口转为

非农业 户 口
,

每年农转非 的指标
,

控制在

现有城市人 口的 1
.

5 %
。

实行计划管理
,

农

转非的审批权归省辖市一级以上的人民

政府(含地区行署 )
,

县和县级市人民政府

无权审批
。

现行的中国特有的户籍管理制度
,

严

格区分了城镇非农业户 口和农村农业户

口
,

径渭分明
,

逐步形成了
“

城乡分割
,

一

国两策
”

的格局
,

即对城市对居民实行一

种政策
,

对农村对农民实行另一种政策
。

19 78 年 以后
,

实行了一系列经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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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职业
,

原来处于地下生产状态 的中小企业纷纷到工商

部 门登记
。

一时间企业数量大幅增加
,

拉动 了全市经济
。

从财政收 人看
,

199 9年是 3
.

2亿元
,

2 00 0年 4. 2 4 亿元
,

到

20 01 年底
,

增到6. 2亿元
,

经济效益综合评估得分名列宁

波市各县 (市 )前茅
。

其三
,

户改有助于公安部门的管理
,

有利于社会稳

定
。

过去许多外来人口在城区务工
,

户口 却在老家
。

村子

里管不着
,

城市也管不 了
。

一落户
,

流动人 口 的管理难题

迎刃而解
,

极大地提高了人 口管理的水平
。

此外
,

以前户籍层层审批的制度也进行了改革
,

现在

只要合乎条件
,

普通民警即可直接办理
,

消除了腐败现象
。

人 口迅速集聚
,

会带动产业和生产要素的集聚
,

从

而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

在记者采访的 10 余个城市

中
,

谈到户籍放开的好处
,

基层干部无不拍手称颂
。

义乌

市是人 口增长最快
、

也是 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城市
。

而历

史上的义乌曾是 一个典型的丘陵农业县
。

198 4年
,

城区

面积仅 2. 84平方公里
,

人 口仅 3万多人
。

从20 世纪 8 0年代

起
,

义乌人提出
“

兴商建市
” ,

以小商品市场吸引外来人

口
,

逐步发展成全国著名的小商品城
。

现在
,

小商品城交

易额已连续 10 多年居全国十大市场之首
。

到去年底
,

义

乌城区已建成面积 3 2. 6平方公里
,

拥有实际居住人 口 62

万多人
。

在全国最具竞争力的 100 个县中
,

名列 第二十

位
,

完成了农业小县到全 国经济大县 的转变
。

顾益康认为
,

放开户籍限制
,

鼓励农转非
,

使农民逐

步解除土地的束缚
,

逐步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
,

有

助 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
,

有助 于推进城市化进程
,

有助

于解决
“

三农
”

问题
。

户籍放开
,

不管是对农村还是城市
,

对农民还是市民
,

对政府还是群众
,

都是双赢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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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方面的改革
,

整个经济
、

社会发生 了历史性的伟大

变化
。

党的十四大以后
,

明确提 出 了要由计划经济体制

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

至今 已经初步建立起 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

原来为适应计划经济体制要求

而建立起来的户籍管理制度
,

虽然这些年来也作了一些

改革
,

如已经允许在小城镇就业
、

居住并符合一定条件

的农村人 口在小城镇办理城镇常住户 口
,

在小城镇落户

的成员与当地原有居 民在入学
、

就业
、

粮油供应
、

社

会保障等方面享受同等待遇等
。

但这种城乡分割的户籍

管理制度并没有根本性的改革
,

还严重束缚着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建设必然要求的社会流动
,

阻碍 了生产力的健

康发展
,

引出了一系列社会矛盾社会问题
。

第一
,

现行的户籍制度
,

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发展和完善的要求
。

农村众多的剩余劳动力被户

口制度 限制束缚在农村里
,

市场配置资源 的重要作用不

能充分发挥
。

全 国2 0( 刃年G D P中
,

第一产业 只有 巧 .9 %
,

t

但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力占50 %
,

这是农民收人不能提高

的根本原因 ;

第二
,

现行的户籍制度阻碍城镇化的发展
。

我国的

工业化已达到中等发展水平
,

但ZQ汉)年城市化率还只有

3 1% (19 96 年世界城市化率为 46 % )
,

城镇化严重滞后于

工业化
,

使城乡关系失衡
,

这是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关系

不协调的主要 根源
。

城市是第三产业的载体
,

城市不发

展
,

第三产业发展不 了
。

2 (X) 0年G DP 中
,

第三产业只占

33
.

2 %
,

低于发展中国家40 % 的平均水平
,

发达国家已达

70 %以上
。

第三产业不发达
,

使数 以亿计 的劳动力不能充

分就业
,

阻碍了我国经疥的健康协调快速发展
,

给人民

的生产生活造成困难 ;

第三
,

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
,

使城 乡二元杜会结构

凝固化
,

城乡间的人流
、

物流
、

信息流不能按社会
,

主义市

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顺畅交流
,

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国家两

个社会
、

两个市场
。

城乡关系不协调
,

城乡差别不断扩

大
。

197 8年农民和居 民收人之比为2 : 2. 37
。

2《X刃年已扩大

为 1 : 2. 79
。

现在占全国总人 口 7 0%的农民
,

只购买3 9%的

消费品
。

这是 目前内需不 旺
,

绝大多

数工业 品销售不 出去的主要原因 ;

第四
,

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
,

是

造成诸如
“

民工潮
”

一类社会问题的

根源
。 “

民工潮
”

涌动已经十多年了
,

潮来潮去
,

给交通
、

公安
、

民政等部

门造成 了巨大的压力
,

形成了许多

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
,

总不能年年

这样涌动下去
。

根本上解决这个 问

题
,

必须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 ;

所 以
,

国务院应责成公安
、

民

政
、

劳动保障等有关部门着手进行

对现行户籍制度的改革
,

制定新的

户籍管理制度
,

以适应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

加快社会主义

现代化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建设
。

具体的操作选择是
:

一
、

取消城镇户 口 背后的 附着利益的功能
,

取消中

国特有的农业户 口和非农业户 口 的规定
,

使城乡人民在

户 口面前人人平等
。

二
、

建立统一的
、

可流动的户籍管理制度
,

任何个人

和家庭 只要在一地有稳定收人的生 活来源或正 当的职

业就有资格在这 里办理 户 口登记
,

取得 居住证或暂住

证
。

并依法拥有当地居 民应有 的权利和义务
,

逐步实现

1954 年宪法中曾提出的公民迁徙 自由
。

使劳动力和人才

能够 自由的流动
,

这是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完善的要

求
。

三
、

新的户籍管理制度
,

要加速证件化管理
,

用居 民

身份证
、

出生证取代户口簿管理
。

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已实行 了几十年
,

涉 及到方方

面面的利益和管理关系
,

改革的难度很大
,

需要有领导
、

有步骤
、

分地区
、

分阶段地逐步进行
。

可选择 1一 2个有条

件的省或地区先做试验
,

取得经验后
,

再逐步全面推进
。

但这项现行的户籍制度一定要改革
,

因为它已成为社会

主义现代化各项事业发展的瓶颈
,

越早改越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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