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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与新闻

户 籍功能的历史与现代考察
Ｘ

——

以政策为视角

王跃生 ．

【提 要 】 户籍是政府掌握家庭户及其成 员信息 、 实施人 口 管理的基本工具 。 从历 史和

现实角度着眼 ， 其功能主要有三个方 面 ，

一是通过户 籍将民众束缚 、 固 定 于特定居住地 ，

由此获得统治所需人力和物力 资源 ，
传统社会强调这一功能 ；

二是为 户籍人 口提供不 同水

平的生存帮助 ， 并维护其应享有 的权益 ， 屏蔽投机行为 ；
三是借助户 籍对常住和流动人口

个人特征信息有基本掌握 ， 维护 治安秩序 。 从古迄今 ， 户 籍制度的 功能既有
一 以贯之得到

维持的一面 ，
也有随着时 间推移 而逐渐弱化 、 甚至消 失的 另

一面 ，
还有些功 能传统社会没

有或不显著 ， 当代
一些阶段凸显 出 来 。 当 代户 籍制度的 改革应 以减 少 户 籍 中 对身份平等和

机会平等有 负 向作用的 内容 ， 更有利于民众正常迁移流动和经济发展 。

【关键词 】 户籍制度 功能 历 史与现代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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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制度是中 国从古至今得以延续的
一项基来源 ， 其征派的基本方式是借助户籍所登录的

本制度 。 不同时期政府投入很大的人力和财力设信息 。 可以说这是政府 ， 特别是传统时代政府

置 、 管理和整顿户籍 ， 就在于它有功能 ， 或者说建立 、 管理和整顿户籍的主要动力 。

它对政府治理国家有用 。 中国 目前正值户籍制度 1 ． 税赋功能

改革之中 ， 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探讨户籍制度 ，近代之前 ， 政府税赋的主要部分来 自辖区

特别是其功能在不同时期的强弱变化 ， 或许会有内家庭户 、 户财产 （以土地为主 ） 和户 内丁 口
，

一些启发 。 对历史时期的户籍的类型及其功能巳这意味家庭及其人 口 、 财产是赋税的基础 。 只

有
一

些研究 ，

0 ）但对户籍功能的整体性分析、 将户有户籍人 口才会成为征缴对象 。 可见 ， 户籍制

籍功能的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的研究尚 比较少见 ， 度的这项功能最为突出 。

由此户籍功能演变的脉络尚不很清晰 。 本文拟在

不当之 ？处 ， 家指 ＊ 基金项 目 ： 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
“

制度人 口学
”

（批准号 ：

0 4 ＢＲＫ 0 0 0 3 ） 结项成果之
一

。

—

、 户籍的功能类型及时期变动① 参職著 ： 《相人口誠衰与对策
一

巾Ｓ封建社会人 口

政策研究 》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 9 9 5 年版 ； 王威海 ：
《 中

（

－

） 政府征派和获取人力物力资源的功能国户籍制 度
——历史与政治的 分析 》 ， 上海文化 出 版社

赋税和徭役是国家维系所需物力和人力的
ｆｔ

务印书馆 2 0 0 3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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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期 间赋从 田 出 的制度继续实行 。 解放弱势和应获尊敬群体的生活性援助 。 这些工作

后 ， 特别是集体经济期 间 ， 生产队通过交公粮由地方州县官员以户籍人 口为基础来落实 。

来完成这
一

农业税 。 当时农业税与家庭户 的关以户籍制度 为基础 、 使多数民众都能获得

系不大 ， 或者说不是直接关系 。 当然 ，
2 0 世纪的广义的社会福利是中 国当代社会的产物 。

8 0 年代初土地承包制实行后 ， 农业税分摊至承中 国当代社会福利 的户籍依赖表现为 ， 福

包者身上 （ 2 0 0 6 年取消 ） ， 只有有农村户籍的家利给予或落实者为地方政府 。 没有户籍者 、 主

庭户才有资格获得承包土地 。要是没有本地户籍者往往被排除在外 。

户籍的税赋功能在唐以前最受重视 ， 税赋由于当代公共福利水平存在 明显的地区差

标准和家产和人丁数量有关 ， 故 当 时不断推出异 ， 这种差异与地区发展水平 、 地方政府的财政

整顿户籍之政 。 宋以 后 ， 在税赋的户等标准确投人能力和支付水平有关 ， 不 同地区民众的人均

定中 ， 土地的份额逐渐 占据主导地位 。 至清代福利受益状态便有高下之别 。 目前的制度特征是 ，

中期 ， 甚至将丁税摊入 田亩之中 征收 ， 并且增相对高福利水平地区政府为保证本地区民众的 已

加丁数不再承担赋税 。 政府通过户籍征收税赋有福利水平不降低 ， 基本做法是以本地户籍居民

的功能因而降低了 。作为福利服务对象 ，
而外地人 口即使在本地工作

2 ． 徭役征派功能居住多年往往也难以纳人其体系之中 。

徭役是劳动年龄人 口 定期为 国家或特定时这
一

制度所表现出 的不公平已受到广泛诟

期政府所尽无偿劳作义务 （
一

般为
一

年内服役病 ， 改革路径一是强化 中央政府在全民福利建
一

定时 日 ） 。 传统社会不少时期公共工程兴建 、 设中所承担的责任 ， 其应负担的福利份额扩大 ，

军事戍守等活动 多 由百姓 以服徭役方式完成 。 以此减少不同地区户籍者的待遇差异 ；
二是对

由于服徭役有具体的起始和终结年龄 ， 故户籍在流入地工作超过
一

定年数并承担 了缴纳基本

是百姓应役和免役的依据 ， 也是应役者负担水养老保险义务者 ， 应纳人本地医疗和养老福利

平的依据。 没有户籍制度 ， 国家徭役将难以 落覆盖范围 ， 减少迁移流动者的福利盲点 ；
三是

实 。 唐代学者颜师古对汉朝
“

傅
”

民之政解释在公共福利享受上弱 化缺少激励的户籍身份 ，

说 ，

“

傅 ， 著也 ， 言著名籍 ， 给公家役也
”

。

① 一 以在本地有纳税经历且超过
一

定时限作为 困难

语道破户籍的本质 。救助 、 失业援助的条件 ；
四 是在经济发展政策

当徭役需由符合特定年龄者 （男性青壮年上 ， 制定对落后地区有所优惠和倾斜 的财政 、

为主 ） 亲身服役的时期 ， 户籍编审受到高度重贷款 、 税收措施 ， 加快其发展 ， 缩小区域差异 。

视 。 秦汉时期至隋之前即是如此 。 唐代整体上 2 ． 灾害救济功能

仍保持着应役之人亲身服役这
一

基本要求 ， 但户籍制度的灾害救济功能表现为 ： 对受灾
“

庸
”

中 已出现可以交钱代役的做法 ， 即有
“

双民众的直接救助要有基本的 户籍人 口 信息作为

轨
”

制 的形式 。 宋 、 元都有这种特征 。 明 中期灾害水平评估和救济需求的基本依据 。 遇到灾

前则全面实行户赋和丁银分别征收之制 。 可 以荒 ， 政府对应救济人 口 的规模有基本了解 ， 以

说 ， 无论是亲身服役 ，
还是允许交钱代役 ， 均 便筹集和调拨救济粮款 。

以户籍编审人丁为基础 ， 即户籍的徭役功能保传统时代户籍的这些功能为政府所重视 。

持着 。 但至 明 中后期 ，

一条鞭法实行 ， 丁银与宋代保伍之籍就能发挥
“

水旱赈济 ， 皆可按籍

户赋等合并征收 。 至清代中期 ， 则丁银摊入 田而知
”

的作用 。

亩征收 ， 人丁编审的意义失去 。当代社会中 ， 水旱 、 地震等灾害发生后 ，

（
二

）
民众获取社会福利 、 政府救助和发展政府也主要借助户籍登记系统把握受灾人 口 规

机会的功能模 ， 确定救济对象 。

1
． 社会福利功能 3 ． 教育考试功能

传统时代 ， 针对特殊困难群体如鲧寡孤独教育考试功能主要表现为当教育机会相对

的救济制度和帝王对高龄者的赐赏制度均具有


狭义社会福利特征 。 它是政府利用公共资源对① 《汉 书 》 卷 1 《高帝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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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缺或存在地区差异时 ， 通过户籍将区域外人然存在 。 1 9 8 6 年国务院发布 《 国营企业招用工
‘

员排斥在外 。人暂行规定 》
， 其中第 1 2 条为 ，

“

企业招用工

（ 1 ） 近代之前户籍制度在进学和考试中 的人 ， 应当在城镇招收 。 需要从农村招收工人时 ，

功能除国家规定的以外 ， 必须报经省 、 自 治区 、 直

科举考试以不同层级的行政区域为考试和录辖市人民政府批准
”

。
②

取单位 ， 故而具有本地籍贯成为一项基本要求 。乙 、 地方政策对外地户籍人 口 就业行业 的

平民子弟都有资格参加考试 。 出示乡贯 （即户籍排斥

地 ） 证明是参加考试的必要条件 。 迁移者须在迁 2 0 世纪 9 0 年代以来 ， 中国劳动者就业进入

入地入籍一定时间 ， 方有资格参加考试。大流动时代 。 在福利水平较低的行业和私人企

（ 2 ） 户籍制度与现代教育考试业 ， 户籍制度的约束 巳 明显减少 ， 而正规企事

户籍在当代教育 中 的作用较之传统时代更业单位用工仍强调具有本地户 口 。 有的用工单

大 。 目前我国正规的小学和中学在入学资格上位虽不强调有本地户 口 ， 但同时不负担解决聘

均强调户籍在学校所在地 。 省属 （包括 自治区用者的户籍迁移问题 。 在购房 、 子女上学等强

和直辖市所属 ） 大中专学校以招收有本行政区调本地户籍的环境下 ， 这些员工难以享受完整

户籍的学生为主 。 大学招生考试严格按户籍所的本地居民待遇 。

在地报名 和录取 。 而考试 以省 （ 自治区和直辖 （
三 ） 社会秩序维护功能

市 ） 为 录取单位是对户籍制度的另一种强调 。 1 ． 治安功能

由于各省级单位教育资源 （学校数量和录取学不同时期 ， 治安秩序建立和维护的基本前

生能力 ） 不同 ， 教育资源丰富的直辖市往往录提是对区域内所居住人口 状况的了解 ， 进而对

取率高于一般省份 ， 考生所获得的升学机会不可能的犯法之人有所约束和控制 。 户籍是实现

同 。

一

些随父母流动至外地的高 中生尽管通过此项 目标的基础 。

上私立学校等方式得与父母同城生活 ， 但却因传统时代 ，
比较普遍的做法是 ， 实行户籍

户籍迁移受阻而不得不返回户籍地参加高考 。连坐或邻里连坐 ， 形成邻里相互制约机制 。

（ 3 ） 就业服务功能最早实施这一政策的政权为战国时的秦国 。

户籍制度与就业要求和机会相联 ， 它是当秦献公十年 （公元前 3 7 5 年 ）
， 推行户籍相伍

代户籍的独特之处 。制 。

③ 孝公时商鞍变法中有
“

令民为什伍 ， 而相

甲 、 农业与非农业户籍的就业差异收司连坐
”

。

④ 通过这种牵制 和监督措施 ， 达到

2 0 世纪 5 0 年代 中期集体经济制度建立以约束民众越轨行为的 目的 。

后 ， 政府的就业制度
一

直强调农民以务农为主 ， 1 9 4 9 年以后 ， 户 籍由公安机关负责建立和

城镇国营和集体企业用工以招收具有市民户 口管理 ， 其治安功能非常明显 。 政府通过户籍制

者为主 ， 这是城乡二元社会形成的重要因素之度掌握每个公民包括性别 、 年龄 、 居住地 、 家
一

。 直到 8 0 年代初期当城镇允许个体经济发展庭关系 、 职业等基本信息 ， 有助于处理城乡 居

时 ， 仍强调 申请者须具有城镇户 口 。 根据 1 9 8 1民的纠纷事件和约束违法行为 。 对于离开户籍

年 《国务院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所在地者 ， 则通过流动人 口制度进行管理 。 按

性规定 》 ： 凡有城镇正式户 口 的待业青壮年 ， 都照 1 9 5 1 年 《城市户 口管理暂行条例 》
， 其制定

可以 申请从事个体经营 。

0 1 9 8 3 年 ， 按照 国务的宗旨之
一

就是
“

维护社会治安 、 保障人 民之

院 《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 》

的补充规定 ： 个体工商业户请帮 手、 带学徒 ，

① 国务院法制局编 ： 《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汇编

应按 《规定 》 办理 ， 在城市不准招聘农村户 口（ 1 9 4 9￣ 1 9 9 4 ） 》 上册 ， 中国法制 出版社 1 9 9 6 年版 ， 第 Ｍ 5
̄

人员 ； 在集镇 （含城关镇 ） 可以招聘农村户 口 3 4 6 ？。

人员 ， 但不得改变其农村户籍 ，
国家不供应 口

② 鉴》 （ 1 9 8 7 年 经济管理出版社 1娜年版 ’

粮 。 2 0 世纪 8 0 年代中期以后 ， 尽管国营企业用③ 《史记》 卷 6 《秦始皇本纪》 。

工制度已有灵活之处 ， 但农业户籍者的限制仍④ 《史记 》 卷 6 8 《商君列传 》 。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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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

而对流动人 口
， 在第 6 条中规定 ： 来办理证件等事项时 ， 需向 相关机构提供身份证

客住宿超过三 日者 ， 须向公安派 出所报告 ；
第 7明

；
还有个人之间进行商业性交易 时 ，

也需彼

条 ， 旅栈 、 客店均须备旅客登记簿 ， 于每晚就此有省份证 明 。 个人 口说不足为信 ， 只有 户籍

寝前 ， 送当地人民公安机关检阅备查 。

？ 1 9 5 8部门或权威机构出具的规范证件才有效力 。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 口 登记条例 》 第 1 5 条规 1 9 4 9 年以后 ， 有相当长时间 内 ， 政府没有

定 ： 公民在常住地市 、 县范围 以外的城市暂住身份证制度 。 居 民若出外或结婚 、 求学 ， 需证

三 日 以上的 ， 由 暂住地的 户主或者本人在三 日明身份时 ， 农村 由村庄 （集体经济时代为生产

以内 向户 口 登记机关申报暂住登记 ， 离开前申大队 ） 开具证明信件 ； 在城市 ， 居民户 口
‘

簿是

报注销 ； 暂住在旅店 的 ， 由旅店设置旅客登记公民依法履行常住户 口登记义务的凭证 ， 具有

簿随时登记 。 第 1 6 条 公民 因私事离开常住地证明公民身份状况以及家庭成员间相互关系的

外出 、 暂住的时间超过三个月 的 ， 应当 向户 口登法律效力 。 1 9 8 5 年 《居民身份证条例 》 颁布 ，

记机关申请延长时间或者办理迁移手续 ； 既无理它要求满十六周岁公民应当 申请领取居 民身份

由延长时间又无迁移条件的 ， 应当返回常住地 。证 。 其登记项 目包括姓名 、 性别 、 民族 、 出 生

2 ． 证明身份的功能日期 、 住址 。 公民 向户 口所在地的户 口 登记机

（ 1 ） 近代之前户籍的身份功能关申请领取 。 它还规定 ： 公安机关在执行任务

近代之前 ， 户籍证明身份的功能有多种表现 。时 ， 有权查验居 民身份证 ， 被査验的公民不得
首先 ，

民籍有军 、 民 、 匠 、 灶之分和士农 拒绝 。
2 0 0 3 年 《居 民身份证法》 颁布 。 它 明确

工商之别 。 虽然他们同在平民之列 ， 有些朝代 规定了身份证的使用范围 ：
（ 1 ） 常住户 口 登记

则有地位高低 、 义务之不同 。 如汉至隋唐时对项 目变更 ；
（ 2 ） 兵役登记 ；

（ 3 ） 婚姻登记 、 收
商籍者有歧视规则 ；

还有朝代对军籍者本人及 养登记
；

（ 4 ） 申请办理出境手续 ；
（ 5 ） 法律 、

其子女的行为限制颇严 ， 如只能在军籍内部择 行政法规规定需要用居 民身份证证明身份的其
偶等 。 其次 ， 民籍之外则有贱 民之籍 ， 杂 户 、 他情形 。 需要

一

提的是 ， 中 国 1 9 5 8 年 以后城乡
驱 口 、 丐户 、 世仆伴当等 ’ 还有贱业 ， 如倡优 “

二元
”

户籍管理制度建立 ， 农业人 口 向非农业
隶卒等 。 这些身份差异在户籍上多有标识 ， 或 人 口转变受到很大限制 ， 甚至说存在着户籍藩
被分别编籍 。 即使在混居 的 区域 内 ， 彼此也清

篱 。 两者在 口粮供应方式 、 义务教育水平 、 非
楚各 自身份 ； 在科考 、 婚姻等法律对有特定身 农就业机会 、 退休金享有等方面存在着很大差
份有约束的方面 ， 不同身份者形成监督 。

异 。 这些差异很大程度上都源 自户籍身份差异 。

另外
：

传统社会中 ， 民众 因经
＾
等而有流似ｎ流动 、 且民众与陌臥＾生社会 、 经济

动或迁移行为时 ’ 需 由本地官府出不证明身份
关系增多的当代社会中 ， 身份证具有居民个人主要

＝
文书印

，
等 。 只

＾

“

本地户籍居 民 出外时 ， 官
丨ｆ—、

＾八能職户籍簿 ， 赫ｉ蛇是户聽的衍生物。

总体来看 ， 近代之即 以农业为主的社ｓ
ｒ中 ，

 3 ． 出仕为官的 回避功能
民众长期固定于－地生活 ， 形成熟人社会 ， 彼对多数人来说 ， 户籍地为其成长之地 ， 祖

＾＾＾ 、＾
、要耗费财力 印制 由个人＿ 父母 、 父母及兄弟姐妹等近亲聚居区域 ， 还是

社会关系 网络 主要覆盖之地 。 为使官员少受这

ＥＬ ｍ Ｉ＾ ． 1ｙｒ
种关系掣肘 ， 降低其为亲族谋私的概率 ， 近代

． 5
？户籍和职业贵贱之别得以在法 之前官员任职回避制度应运而生 。

＋ 田 丁 由 丨 丨 浓此 Ｕ＿ ＿Ｕ 卞 ｎ＋ｎ这一制度在汉代即开始实行 。 唐代的规则
近代以来 ， 中 国工商业逐渐壮大 ， 不同规

模的城市兴起 。 求学 、 择业 、 经商等人口 迁移

流动增多 ， 来 自 不 同地区 、 行业者的经济交易
①

＾

中国

＾＾ 1

鉴 》 （ 1 9 8 5 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 9 8 6 年

行为也在增加 。 乡土熟人社会变为市镇陌生人 ② 《中国人口年鉴 》 （ 1 9 8 5 年 ）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 9 8 6 年

为主的社会。 当个人遇 到求学 、 择业 、 求租、版 ， 第 7 9
？

8 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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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跃生 ：
户籍功能的历史与现代考察

一

以政策为视角


是回避本贯州 县 。 北宋 以 3 0 驿为限 （约 9 0 0需指出 ， 尽管各个时期政府希望通过户籍

里） 。 明朝时期继承了这些原则 。 清朝规定 ： 如建立稳定的赋役征派体系 ， 但王朝在不同阶段

人户于寄居之地置有坟庐逾二十年者 ， 准人籍的赋役水平往往随时变动 ， 若对外 、 对 内发生

出仕 ， 令声明祖籍回避 。

① 一般为于祖籍或籍贯战事 ， 或帝王频举各种工程 ， 则会加重 民众赋

以外 5 0 0 里任职 。役负担 。 因而 ， 民众设法脱离户籍体系 ， 或隐

当代社会中则基本上没有这类限制性规则 。漏 ， 或逃亡 。 这使赋役落实出现困难 ， 故政府

（ 四 ） 户 口统计的功能不得不经常进行整顿户籍的活动 。

户籍所具有的相对完整的家庭及其成员信总之 ， 传统时期 ， 为了赋役征派这
一

基本

息是政府进行户 口统计的基础 。 无论传统时代 功能 ， 户籍管理是一些颇花费财力人力的工作 。

还是当代均是如此 。 2 ． 户籍的
“

给予
”

功能较弱

传统时代不 同形式的户 口 统计 （三年 、 五传统时期 ， 社
宅
福利较少 。 绝大多数民众

年等不同 间 隔的
“

大 比
， ，

之制 ， 或年度汇总 ）
的生 、 老 、 病 、 死行为及其花费 由家庭户 自 己

可以说完全建立在户籍人 口 基础上 ， 可以说 ，

负担 。 只有少数錄寡孤独者会被有限的养济院 、

没有户籍就无法周知地区和全国人 口数量 。 当 育婴堂所收纳 。 可以说 ， 社会福利
“

给予
”

功

然有些时顏方胥吏为？ ， 存在贿户麵胃巾

随意
“

编造
”

的现象。Ｐ 巾

就当代而言 ， 户籍人口是户 口统计的主要对
突出 。 科举时

■

代利■ 考分
＾
个层级 ， 其中的考试

象 。 2 0 0 0 年以来 ， 人口普查时对离开户籍所在地
进学 、 脘试和乡试均以行政 区域 （县 、 府和省

半年以上者纳人流人地统计 ， 借此反映不同年龄
级 ） 为录取单位 ， 只有属本地户籍者

｜
有^

ＳＡ口因上学 、 就业等而发生的迁移流动状况 。 ，
但它并未改变以户籍人口为主要统计对象的膽 。

象难以避免 ， 因而户籍也具有屏蔽舞弊者的功能 ，

二 、 户籍功能的时代特征以此使同
一区域内学子有相对公平的科考机会 。

3 ． 高度重视户籍的社会秩序维护功能

中国户籍制度 自建立以来 ， 其功能有较强的时户籍的治安维护功能在传统时代可谓仅次

代特ＳＬ 大体上可分为传统和现代社会两个阶既于赋役征派 。 乡邻之间互相监督 、 出事后连坐 ，

（

－

） 近代之前户籍的功能特征被秦汉以来多个王朝所实施 。

1 ． 户籍的赋役功能较强至于身份认定更是民众之间存在等级和身

近代之前中国的传统社会实际是以农业为主份差异时期户籍的主要证明功能 。

导的社会 ， 除个别区域外 ，
工商业整体而言并不在我看来 ， 禁止官员 于本贯州县任职也建

发达 （隋唐以前尤其如此 ） ， 从业者有限 。 国家税立在户籍基础上 。 它意在减少官员受地缘 、 亲

收主要来 自农业经营者 。 农业生产又多以小 自耕缘关系圈的影响 ， 降低其谋私的可能性 。 这一

农家庭为单位 。 将家庭户成员 固着于土地上 ， 以规则本质上具有维护统治秩序的作用 。

获得稳定的赋税成为户籍制度的主要功能 。（
二

） 当代户箱的功能特征

传统国家有大量的公共工程需要人力去完 1 ． 户籍的赋役功能大大弱化

成 ， 边防保卫和地方治安也需要人力投入 。 而就当代而言 ， 户 籍的赋役功能明显弱 化 ，

农耕活动又有较强的季节性差异。 农闲 时期征甚至消失 。 可以说 2 0 世纪 5 0？ 8 0 年代初集体经

调青壮年劳动力参与政府的建设项 目 ， 要比提济时代 ， 户籍本身已不具有税收征派功能 。 当

高赋税水平 、 然后政府再雇佣其他人承担更符然 ， 土地承包制实行后至 2 0 0 6 年 ， 农业税需承

合社会实际 。 在农耕社会中 （与工商业相对发达包者缴纳 。 而兵役承担
一般由 少数适龄者承担 ，

的时期不同 ） ， 服役者的机会成本相对较低 。 而要 并获得相应优待 ； 多数人得以免除兵役 。

将劳役指标落实到具体家庭户的青壮年头上 ， 周


而复始 ， 递相更替 ， 户籍人丁登记就必不可少 。① 《清史稿 》 卷 1 2 0 《食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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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户籍

“

给予
”

功能增多前这一功能比较显著 ） ； 二是为在籍人 口提供不

当代户 籍人 口 可以享有的利益明显增加 。 同水平的生存帮助 ， 并维护其上学 、 考试和就

但这些利益往往存在城乡 之间 、 地区之间 的差业等具有短缺性的机会 ， 屏蔽投机行为 ；
三是

异 。 因而通过户籍限制身份和城乡变动成为户对常住和流动人 口 的身份 、 职业及个人特征信

籍的一项基本管理职能 。息有基本掌握 ， 控制越轨现象 ， 稳定统治秩序

户籍与中小学人学学校划分 （城市尤其如和治安秩序 。 从古迄今 ， 户籍制度 的功能既有

此 ） 、 中等和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等密切 相连 ， 成
一 以贯之得到维持的

一

面 ， 如 户 口 统计、 治安

为
一

项较具刚性的限制 。维护 、 贫困和受灾者救助 、 人学和考试资格的

3 ． 户籍的社会秩序维护功能依然保持认定 ； 也有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弱化 、 甚至消

当代户籍社会秩序维护功能中治安功能仍是失的另
一

面 ， 如通过户籍编审人丁 、 征派徭役

最重要方面 ， 但其中的邻里连坐规定已被废除 。则因清朝雍正年闾实行摊丁入亩制度而消失 ；

就总体来说 ， 当代户籍制度的进步表现为 ， 有些功能则 为传统社会没有或不显著 ， 在当代

政府通过户籍来对民众实施义务管理的做法减少 ，

一些阶段凸显出来 ， 如计划经济时代 口粮供应 、

人身束缚降低 。 但户籍人 口存在城乡
“

二元
”

福就业安排等与户籍挂钩则是传统社会所没有的 ，

利和地区差异 ， 成为
“

农转非
”

和地区之间人 口还有
一

些福利提供也只具有较强的户籍依附性 ，

迁移的一个重要障碍 。 尽管 2 0 世纪 8 0 年代之后当然还有待改进 。 当代户籍制度的改革应以减

这
一

限制在逐渐弱化 ， 但尚未发生根本改变 。少户籍中对身份平等和机会平等有负 向作用的

结语 ： 户籍制度是政府掌握家庭户及其成内容 ， 更有利于民众正常迁移流动和经济发展 。

员信息 、 实施人 口管理的基本工具 ， 其功 能可

概括为三个大的方面 ，

一是借助户籍将民众束本文作者 ： 中 国社会科学 院人 口 与 劳动 经

缚、 固定于特定居住地 ，
以便从家庭户及其成济研究所研究员

员身上获得统治所需人力 和物力资源 （近代之责任编辑 ： 马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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