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务院日前印发《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

意见指出，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改进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城

市现行落户政策，建立完善积分落户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

度。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和由此衍生的蓝印户口等户口

类型，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体现户籍制度的人口登记管理功能。建立

与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相适应的教育、卫生计生、就业、社保、住

房、土地及人口统计制度。

刘媛媛

取消农业户口，是自2006年彻底取消
农业税以来，又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
革举措。从今往后，至少从身份上，中国
再无“农”和“非农”的区别。改革在扭
转城乡差距、改变因户籍导致的权利不平
等现象上，迈出了至为重要的一步。

割裂城乡的二元户籍管理模式，其诞
生有特定的历史背景，但延续多年所造成
的负面影响，人多共知。习近平主席在13
年前的论文中就已提出，政府应“大胆进
行户籍制度改革，坚决剔除粘附在户籍关
系上的种种社会经济差别，彻底消除由户
籍制度造成的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

而近十年来，每年全国两会期间户籍
改革也都是热议话题。只是总体而言雷声
大雨点小，改革始终无法取得实质性突

破。重要原因在于，户籍改革的背后，是
万分复杂的权利和利益关系调整。从基本
的政治权利到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
太多的个人权利和户籍绑定，客观而言，
改革难以一步到位。

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取消农业户口
的改革更显勇气和价值。城乡之间的权利和
福利鸿沟，确实不可能一日填平。但改革的
方向对了，迈步就比什么都重要。从制度上
先取消城乡之间的身份差异，再分类消弭城
乡之间的各种差距，显然就更顺理成章。

当然，在改革意见发布之后，也有不
少人表达疑虑，户籍改革远非转换称呼这
么简单，若仅仅是纸上身份的改变，而没有

“农”和“非农”背后附着的权利和福利真正
平等，改革的意义究竟有多大？公安部副
部长在答记者问时，也坦诚户籍改革的难
点之一，就是“许多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

政策长期与户籍直接挂钩，难以剥离”。
这些实质问题的解决进度，的确是进

一步验证改革价值的关键。事实上，这次
户籍改革的意见，也充分考虑到可能面临
的困难，比如对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
市、特大城市的落户政策，提出了不同的
要求。总体方向是放开，即便是对人口形
势严峻的特大城市，也明确提出要建“积
分落户”的通道。而诸如“优先解决存
量，有序引导增量，合理引导预期”等新
鲜提法，也是对现实的一种积极应对。

同一个国家里的公民，诸多个人权利
应生而平等，而不能因出生地的城乡之别，
某些人生来就是“二等公民”。取消农业户
口拉开了“平权时代”的序幕，但要实现真
正意义上的城乡“平权”，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平权时代”何时真正来临，要看传统

“农业”身份者的具体感受和权利变化。

吴江

长期以来，一纸户口的确决定着太
多的命运。仅仅因为户口本上农业与非
农业的差别，不仅人的际遇将完全不
同，就算是比邻而居，也同样不得不接
受截然不同的权益。现实中，因为户籍
二元化所带来的隔离与权益分化，更是
影响着人们对于公平的感受。

不可否认，无论是超大城市所面临
的人口压力，还是人口大范围流动对公共
服务以及人口管理所带来的挑战，对于户
口这一人口刚性制约规则的依赖，当然也
不难理解。只不过，城乡户籍二元化所带
来的城乡差距与分野，因为户籍差异所形
成的权益壁垒，不仅阻碍了人才资源的自
由流动，农业人口城市生存的重重障碍，
更是形成了极大的不公。一方面，人口的
流动，其实并未因为户籍而得到有效控
制；另一方面，即便是到城里打工，却因为
户籍原因而被很多行业和就业机会拒之
门外。从这个意义上说，取消农业与非
农业户口区别，城乡同户籍的人口管理
改革无疑有望弥合城乡人口身份上的差

异，其对于城乡差距的弥合，实现公民
权利均等化，更值得期待。

不过，户籍毕竟只是个标签，真正使
其对城乡居民的生活乃至城乡的发展产
生深远影响的，其实并非因为一个叫法不
同的标签，而是缘于标签背后的差异化权
利。正是因为被贴了不同户籍标签，便不能
享受同等的待遇，同等的权利，才加大了城
乡差距，也拖累了农村的发展与农业户籍
人口生活与权益的改善。而按理来说，既然
取消农业与非农业户口区别，大家身上的
标签都一样了，这样的差别应该也不复存
在。然而，尽管人口管理改革的目标在于实
现更均等的权利，但假如认为户口本一样
了，便真的意味着从此再也分不出城里人
和农村人，恐怕仍然是过于乐观了。

事实上，在统一城乡户籍上，早有
地方做过尝试，例如，广东中山市焕发
了统一的《居民户口簿》，并统一登记为

“中山市居民户口”，但户籍登记管理制度
改革前为农业户口的人员，却要被标注

“农业人口”，以确认其户籍登记管理制度
改革前“农业户口”身份，而户籍管理制度
改革后，原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

不改变其身份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权
利与义务。不难看出，所谓城乡同户籍，其
实仍然拖着一条尾巴。既然被标注了“农
业人口”，同户籍之下其实仍然可能对应
着不同的身份，被特殊标注出的“农业人
口”，继续履行过去的户籍差异化的使命，
恐怕也是大概率事件。那么，牵涉诸多利
益的同户籍改革，究竟是会彻底干脆，还
是会拖泥带水，也就仍需拭目以待。

此外，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
口，要想真正落实为权利的均等化，也
绝非换个户口本这样简单。除了赋予人
们迁徙和流动的自由之外，过往对于城
乡户籍人口不对等的公共投入与服务，
同样应当实现均等化。言下之意，每个
人的权益不再因为其户籍而又差异，而
是享有同等的权利，包括教育、医疗、
就业、公共交通，都应无差别的对待，
公共投入的均等化，显然是必要的前提。

一言以蔽之，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
口是否被真正被取消，其实不只是户口
本看不出差别了，公共投入与权利是否
实现了均等化，更应成为判断其成功与
否的基准。

“取消农业与非农业户口”不只是换个“本”

郎咸平

7月30日，应该会在日后载入中国改
革年鉴，这一天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除
了提出石破惊天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
制度改革的意见》，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
登记制度；还讨论了《不动产登记暂行条
例(征求意见稿)》，这是2013年3月和11月
国务院宣布“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
后，改革落地的关键一环。我认为这项政
策在打击官员收受房屋贿赂、推进新型城
镇化的过程中，都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
用。

地方政府是怎么理解“城镇化”的？
就是“建设、建设，再建设”。数据显
示，我们的城市旧城区总共承载了 7.1 亿
人口，而“造城运动”里的新城区，它们
的承载人口总和也将是 7.1 亿左右。那么
我们到底有多少农民工可以进城呢？我们
惊奇地发现，15—60岁的可劳动人口大概
只有2.62亿，他们是可以进城务工的，这
其中38%住在城市的职工宿舍，还有33%
是自己租房子，10%住在工地里，真正买
房子的人口只有0.6%。这也表示，已经进

城的2.62亿农民工在住房问题上，已经达
到了相对固定的状态，也就是说不需要住
进所谓的新城区。

有人问，2.62亿农民工还有后代，新
一代的农民工会填充农民工的总数。如果
你这么想问题，那就是大错特错。为什
么？我们用数据说话，目前我们的农村户
籍人口有 8.8 亿，占中国总人口 13.5 亿的
65%。我们继续对这部分人群做细分，把
15岁以下和60岁以上的人口去掉，还剩下
6.16亿的人口，其中一半是女性。成年女
性也是劳动人口，但是她们在结婚之后大
多被生小孩、照顾小孩、照顾老人等琐事
占据，使得劳动力大打折扣。因此，真正
有效的农村劳动力只有 3.08 亿男性农民。
再说这3.08亿人，有一部分人是留在农村
的，他们经营餐厅、小卖部等，这需要
3000万到4000万人。把这些人扣除之后，
我们惊奇地发现，就剩下2.62亿可供城市
雇用的农村劳动力。换句话说，未来进城
务工的农民工总数不可能有非常大的增
长。那么“造城运动”产生的能够容纳
7.1 亿人的新城区怎么办？没有人来填
充，这就是地方政府搞建设“大跃进”的

结果，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
各位觉得这就是最终的悲剧了吗？错

了，我总结出的“逆城镇化”一旦发生，
才是最可怕的悲剧。什么是“逆城镇
化”？就是城镇化的质量大幅度降低，它
不仅不会带来正面效果，反而会带来极可
怕的负面效果。这主要是由两个危机造成
的。第一个危机是2.62亿有效农村劳动人
口，这个数字要保不住了。为什么？我们
国家整体的老龄化速度太快，有效劳动人
口下降。拿 2012 年和 2011 年的有效劳动
人口(15—60 岁)数字做比较，下降了 345
万人。

第二个危机是，如此大规模地搞城镇
化，让那么多农村人口迁入城市，但是在
有效劳动人口下降的大背景下，最后是谁
迁入了城市呢？就是老弱妇孺。接下来需
要考虑的是，我们拿什么安置这些人。

我得出的结论就是，习主席提出的
“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是讲到了问题的核
心，我们接下来应该思考的不是怎么把城
市建得更高、更大，而是思考如何让农村
人口即使还留在农村，也能过得更好。

户籍制度改革与“逆城镇化”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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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言

@莱恩的奋斗生活：以农民作为低收
入人群，根本就是本末倒置，随着人口增
长，无地种粮，无人种粮，那是否转基因，
弱肉强食。感觉不应是支持农民，丢地弃
农，进城务工，而应支持务农，建立好农村
医疗保险，保障农民权益。

@菠萝味的脉动：教育、医疗、养
老、就业国家不能公平的话，改革只是变相
剥夺土地。农转非代价那么大，还不如改善
农村基础环境，促进现代化农业，真正建设
新农村。只改户籍就没意思了，希望后续政
策不要让农民失望。

@人生无限长：政策是好的，就是不
知道到了下面会变成什么样？像12年出台
的非转农，本意是为民着想，但在浙江省武
义县却变成好几档了，什么当过兵的不让
转，后来又说当过兵的退了钱就好转政府却
私下里进行也不公开给大家知道，弄得我们
这些人都糊里糊涂的。

@活着896：现在农村的老一辈的都是
50、60、70 年代的！他们没文化没能力！
（有能力的都去了城市） 现在失去了土地！
他们吃什么喝什么！

如果转出去后拆迁
就倒大霉了

反方

@片儿片儿7：不是农村户口就真的什
么都没了，现在农村户口每人还有两亩地，
连地都没有了，进城只能到工地当苦力，农
村人没有一技之长，只能出苦力。

@齐以朵：为什么不能凭身份证享受医
疗教育，为什么非要把农民变市民，农民也
只是一种职业。

@百景咏成：城镇化进程要随民意，要
铺好条件由农民自己选择。福利、就业、社
保、医保、养老由政府、人大颁布法律使人
民有法可依，不是下达几个政府文件。

@零度以南：说白了还是现在所给出的
前景并不可靠，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农村
户口起码还有土地，城镇户口之后你能保证
生活质量不下降？

@漫漫荷花雨：没有稳定的工作，没有
稳定的收入，没有完善的社保养老体系，城
市的高房价、高生活成本，都是农民不愿进
城的主因。

博议

有一说二

取消农业户口，让平权时代来临

@双马无敌：怎么说，这才是人人平
等的体现，下步再取消公务员，工人，农民
工，哈哈多美好的愿望啊!

缩小城乡差别
体现社会平等

正方

@go9090：虽然我是城里人，但同样
支持政府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切实缩
小城乡差别，才能更好地体现社会平等。我
们都向往人人平等的社会，希望全社会共同
努力，早日实现共同富裕。

@sslc小珊：户籍制度的改革的意见的
出台，这背后肯定凝聚了很多心血。公安机
关和发展改革的部门都不容易啊!

@我在风中驻足：不要老盯着城市户
口拥有的那点待遇，真不如农村过得好，拼
命工作就为了买房，农村不用买房有宅基
地，自己建的房子在城里人来看就是别墅
了，好好在农村呆着，过得轻松身体健康那
才是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