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識概念圖

A26

【責任編輯：吳欣欣】【版面設計：吳景強】 二○一一年五月二十五日（星期三）辛卯年四月廿三

通 識 中 國通 識 中 國
逢星期一至五出版
熱線：2873 8990 傳真：2873 1451
電郵：edu@wenweipo.com
http://www.wenweipo.com

W E N  W E I  E D U C A T I O N

中國的戶籍制度(俗稱戶口)不單

是人口統計學(Demography)意義上統

計人口數量及提供個人身份證明的基本社

會制度，亦是一種以出生地決定身份來劃分城

市(非農業戶口)和農村(農業戶口)、區別不同地域

及限制人口流動的獨特設計。上述制度的順利實施

離不開計劃經濟體制下各種相關制度的配合。

■作者：鄒忱 浸會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系碩士生

■顧問：陳峰 浸會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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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歷史，毛澤東時代中國所處的國際政治背

景，導致集中力量發展生產非常重要。因此，限

制人口的無序流動有其積極的作用。在改革年

代，人口遷徙的自由度雖大幅提高，但戶口制度

在當今中國社會仍扮演重要角色。

戶口背後所隱含的城鄉之別在改革年代造就由

農民轉化為企業僱工的龐大廉價勞動力人群；而

未有實質改革的戶籍登記亦導致「戶口制度」成

為地方政府在某些特殊情況下限制人口流動的重

要工具。一本戶口本不僅是身份文件，其背後更

牽連醫療、教育及福利等基本權利。學者在《中

國季刊》發表的研究報告指出，戶口制度對人口

流動的控制及對特定人口的社會政治管理仍非常

重要。現存戶口制度似乎已逐漸成為包裝社會分

層及地區發展差異等不公平現象的外衣。

但流動人口和未有實質改變的戶口制度之間的

衝突矛盾引起爭議。去年初，各大媒體關於取消

戶口制度的共同社論反映社會盼望加快改革步伐

的願景，各地也先後推出不同的改革方案。但以

個人能力和財富程度作為取得城市戶口的主要衡

量指標能在多大程度上重塑社會公平值得社會深

思。尋求更可行的改革辦法是當務之急。

自1978年起，中國逐漸走向市場經濟發展軌道，經濟的
高速發展對勞動力的渴求打破架在城市和鄉村之間的流通
屏障。特別是在確立農村生產承包責任制後，富餘的農村
勞動力漸向附近鄉鎮或城市的企業轉移，形成流動人口。
政府對人口流動的嚴控管理也因而開始鬆動。中國戶口制
度進入「半開放期」。

農民工身份尷尬陷兩難
因身份受制於農業戶口，「農民工」這一合成名詞成為

描述那些在城市從事工業勞動、但在戶籍登記中被歸類為
農民的一個特定社會群體。雖然大量進城務工人員為城市
高速工業化提供廉價勞動力，但這不意味他們能順利變身
城市居民。基於「穩定社會治安」等理由，各地方政府都
一直強調戶口管理的重要性。在某些特定時間裡，地方政
府或會限制流動人口數量，如在京奧期間約有100萬外來
打工者被勸返鄉。
有人從現實角度擔心取消戶口制度的操作困難。誠然，

對如北京及上海等人口密度很高的大城市來說，短時間內
將外來打工者吸納為市民在資源供應及配套設施安排上一
定會有難度。

影響教育就業機會
此外，以出生地來劃分戶口進而據此設計各項福利待遇

的做法，亦令不同戶口在同一地點的福利待遇截然不同。
舉例來說，高等院校在分配錄取名額時大多優先考慮本地
學生的需要，即把當地戶口學生數量作為主要的參考系
數。換言之，像北京和上海這些高校林立的大城市考生，
進入本地優質高等學府的機會較大。另在就業方面，為方
便日後安排社會保險或各項福利分配，很多城市招錄公務
員時，都傾向聘請擁有本地戶口的畢業生。

現代中國 城鄉戶口
不合時宜

內地媒體齊發社論
籲廢現制

時至今日，當國家逐步邁向市場經濟的發展軌道、高速
工業化進程亦已促成勞動力由農村向城市大規模遷移，在城鄉之間的人為屏
障─戶口制度是否也應順勢退出歷史舞台？去年兩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
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前夕，全國13家媒體包括《南方都市報》及《重慶
時報》等共同發表有關呼籲廢除《戶口登記條例》的社論，反映各界對戶口
制度和現時社會經濟發展之間衝突碰撞的憂慮。
人口自由流動存在，戶口這項將公民區塊劃分的戶口制度已逐漸演化為導

致社會福利分配不均的誘因。縱使各種改革試點不斷，但戶口制度仍是現時
國家控制人口流動及維護社會穩定的手段之一。

穩定社會秩序 提高工農效能
中國戶口政策的特點是根據地域(城市或鄉村)及家庭情況將公民戶籍登記

分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兩種。除個別情況外，以上兩種戶籍類型不可隨
意轉化─即居民不可在城鄉之間隨意遷徙流動。另外，不同省份地區的戶
籍登記亦不能隨意變更。
自1958年頒布《戶口登記條例》後，全國進入長達廿年的戶籍嚴控期。戶

口本成為居民身份的重要證明文件。居民若要遷移居住地，都必須到公安機
關申請登記。而從一地遷往至另一地，或由農業戶口轉為非農業戶口的途徑
也相當有限，當中以考上大學和參加人民解放軍為相對可行的兩種選擇。同
時，以戶籍管控人口流動在實際運作離不開其他相關社會制度的配合。
這種城鄉二分、嚴控人口流動的思路源於毛澤東時代國家發展需要及國際

局勢重壓的時代背景。上世紀50年代的中國處於內外交困的境地。一方面，
連年戰爭已將國內社會經濟發展基礎破壞殆盡；另一方面，除蘇聯外，中國
在國際社會上孤立無援、受盡打壓。在這種情況下，為鞏固和提高國家實
力，有必要整合利用一切的資源。故自給自足及加速工業化發展成為國家發
展的核心思路。而穩定充足的勞動力資源則是達成一切目標的必要條件。在
當時的國家領導人看來，穩定生產最理想的狀況莫過於農村人口在田裡務
農，城市人口在國有企業從事工業生產。人為架設城市與農村之間的流通屏
障既能預防農村人口無序流向城市、減少城市就業壓力，也可保證工農業生
產的穩定。戶口政策在建國初期對穩定社會秩序、提高工農生產效能有一定
效用。

功 能
1. 穩定社會秩序

2. 管控人口流動

3. 提高工農效能

弊 端
1. 社福及就業不公平

衍生群體

農民工

2. 影響經濟活動

改革措施
滬：藍印戶口政策

粵：積分制

戶口定義
戶口是一項戶籍人口的政策。中國
以出生地來劃分城市戶口和農村戶
口，進而據此數據作為國家設立公
共設施及提供社會保障的重要參考
系數。

中國戶口制度

 

   

何謂戶口？
戶口是一項戶籍人口的政策。國家以戶籍登記資料

作為獲取人口資訊的基礎指標。而相關戶籍人口數據

則是國家和地區設立公共設施、提供社會保障的重要

參考系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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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工子女進城上學需支付「借讀費」。 資料圖片

■考上大學是入戶城市的其中一種途徑。 資料圖片

入戶城市途徑─唯賢唯財
當地戶口改革措施的主要思路大致相同─唯賢唯財。只要在一

定程度上對當地社會經濟有貢獻的人，就可順利取得在當地居住就
業的權利。而成功獲國有企業或事業單位聘用仍是改變戶口類別的
主要途徑。

博士獲准定居全國
另外，隨㠥內地經濟對高素質人才的渴求，高學歷人士特別是擁有

博士學位者基本上有權利在全國各地定居。而擁有相當財富的人群也
相應獲得更多的遷徙自由。如上海在上世紀90年代推出的藍印戶口政
策─介乎正式戶口和暫住證之間的戶籍，旨在吸引有能力投資或購
買商品房的外來人士而推出優惠待遇。

粵設積分吸外來人才
近年，入戶積分制是各地吸納外來人士的一種主要途徑。舉例來

說，廣東省的積分制是通過學歷、技能等個人素質、社會貢獻及當地
產業所需人才缺口等數十項設置入戶的積分。但對擁有巨額財產的人
士來說，戶口已不構成任何意義上的限制。

1. 中國為何推出戶口制度？試舉兩個原因，並加以說明。

2. 你認為戶口制度是否適合現今的國情？何以見得？

3. 你認為流動人口是資源或負擔？為甚麼？

4. 有人說：「若戶口制度不改革，內地貧富懸殊將會加劇。」你對此說有何看法？

5. 你對中國以財富和學歷作為入戶城市的重要因素的做法有何意見？
 

   

流動人口是市場經濟體

制下勞動力重新分配令人

口大規模遷移而產生的人群。到一年春運

時，龐大的返鄉客流不單是一個交通意義

上的名詞，也是折射城鄉之間人口密集流

動的一個風向標。據統計，中國的流動人

口數量龐大，約有2.1億。

舉家遷移比例漸高
上世紀90年代起，人口遷移逐步呈現家

庭化趨勢，舉家遷移比例越來越高。一般

來說，流動人口在城市特別是沿海經濟發

達地區的居留意願強。但若非受過高等教

育或擁有相當財富的人士，一般在城市就

業的外來工作者很難獲得城市戶口。他們

在城市的身份僅是暫住(即暫住證)和「工

作寄住」(既工作寄住證)。故即使同在城

市就業居住，外來工作者無法享受與城市

居民相若的各項福利(如外來人口子女在當

地學校上學需支付「借讀費」)。

？

 

   流動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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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浸會大學中國研究課程

成立於1989年，至今已培養

近兩千名本科生，為香港歷史

最悠久的中國研究課程。香港

文匯報與浸大中國研究課程合

作推出通識專欄，以專業的角

度，深入淺出地探究中國在社

會民生、城市規劃、經濟轉

型、外交政策等多方面的最新

發展，為本港高中生提供具權

威性的「現代中國」通識科單

元學習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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