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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晚影响之民生

2001年11月3日，《郑州晚报》一版头题刊发报道，《郑州市
户籍制度改革全面实施》。报道称，11月1日，郑州市人民政府

发布文件，规定从当天起，亲属投靠、新生儿入户、购房入户、工作入户等7种情况可以办
理郑州市区户口。2003年8月，郑州市政府再次发布文件，规定从当年8月22日开始，取
消现行的“农业户口”、“暂住户口”、“小城镇户口”、“非农业户口”，实行“一元制”户口管
理模式，统称为“郑州居民户口”。这种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实行一
元制的户口管理模式，对拉动城市框架、促进城乡一体化和加快经济发
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两次户籍制度改革确定了购买房屋迁入户
口政策，极大地促进了郑州市房地产行业的发展。

郑州流动人
口管理的前世今生

1999 年 8 月 16 日
出版的《郑州晚报》一版
《流动人口管理规范了
——48.6万人办结暂住
证》报道：截至7月份，
48.6万多外来人员办理
了暂住证。1998年初，
市政府成立了流动人口
管理领导小组，公安、计
生、教育等十几个部门
参与，全市启动了48个
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站，
本着“统一牌子、统一胸
卡、统一操作标准、统一
交款账号、统一票据、统
一服务窗口”的八统一
标准，为上门办证的外
来人员办理暂住证。

2003 年国家统一
取消暂住人口管理费。
没了经费来源，相关管
理机构名存实亡、队伍
流失。2006年底，郑州
市公安局将流动人口管
理纳入 2007 年立法规
划。市政府办公厅多次
组织劳动、计生、房管、
法制、税务、财政等相关
部门研讨论证。

2007年初，郑州市
公安局全面开通“流动
人口综合信息系统”，在
全国省会城市中是唯一
的。它实现了内网（公
安专网）与外网数据的
汇合。该系统作为外网
的“社会版”成为一个新
的名词，多指安在出租
屋房东家里的流动人口
登记信息查询系统。

手工报表采集流动人
口信息在郑州成为历史。

2007年 8月至今，
全市共登记暂住人口信
息 225万余条，治安拘
留人员信息 17461 条，
治安案件信息 26285
条。根据郑州市公安局
治安管理大队暂住办的
这个系统上的信息，共
抓捕网上逃犯360人。

户籍改革
拆篱笆郑州敞大门

2001年 11月 20日8时3分，郑州中原公
安分局户籍办证大厅里，一位艾姓男士从工作
人员手中接过户口迁移证，成为郑州市户籍制
度全面改革第一个受益人。他从这天的凌晨4
时就开始等，为的是给孩子解决上学难。

“我整整等了 15年！”那天，人群中传出
这样一句呼喊。家住管城西街的孙富中 15
年前，与一位郑州姑娘结婚，“外地人”的帽子
一直压在他的头上。拿到了户口迁移证，他
情不自禁地拉起陪同而来的妻子的手……

这是当年5个办证大厅正式开放办证的第
一天，在近万名前来办证的人中两个普通的画
面。他们迫切要办理迁移证，将户口迁入郑州。

2001年，被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是郑州户籍
制度改革的“拐点”。2001年11月1日，郑州市政
府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户籍制度改革
政策的通知》，取消了进城控制指标和“农转非”
计划指标，放宽了亲属投靠的落户条件，出台了
吸引人才购房投资兴办企业等落户政策，并将
户口审批权限下放到县（市）级公安机关。

这次户籍制度改革有几个主要内容，比
如男性超过 60周岁，女性超过 55周岁投靠
子女生活的，准予迁入，这在以往的户籍制
度中是没有的。还有，买房就能成为郑州市
民……

这些新规的出现，深层原因则是郑州城
市化进程的必需。城市更为开放的一个标
志，就是向外地人敞开大门，而户籍制度改
革是第一步要做的事情。

2003年8月22日，郑州市政府再次下发
文件，进行又一次的户籍制度改革。目前，郑
州市户籍制度管理就是以 2001年和 2003年
这两份文件为准。更大意义上，2003年的文
件对 2001年是一个补充。而比较引人关注
的是，2003年的文件在全市范围内取消了农
业、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口性质，实行一元制
的户口管理模式，通称为“郑州居民户口”。

2003年户籍制度改革的亮点是对一些外
来务工人员的户籍管理，特别规定在郑务工人员
只要参加社会统筹，凭相关证明即可办理郑州户
口，同时取消了近郊农村和市区之间户口的迁移

限制，居民可以自由双向迁移。
郑州市公安局治安管理警察大队户政大

队长冯建坤告诉记者，这种打破城乡分割的二
元结构，实行一元制的户口管理模式，对拉动城
市框架、促进城乡一体化和加快经济发展起到
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两次户籍制度改革确定了
购买房屋迁入户口政策，极大地促进了郑州市
房地产行业的发展。2001年以来郑州市购房
入户138491人，占总迁入人口的22.46%。

同时，也促进了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引进、吸
纳了不同层次的人才。近年来郑州市大中专毕业
生入户194548人，占总迁入人口的31.56％。这部

分人才引进为郑州经济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
根据郑州新的户政政策规定，在郑务

工人员只要签订劳动合同并交纳社会统筹
金的，就可以办理迁郑户口。现已办理迁郑
户口 16816人，占总迁入人口的 2.73％。从
而进一步促进了城乡一体化建设，对吸纳农
村剩余劳动力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吸引外来人员兴办第二、第三产业，共办
理投资纳税入户 1740人，占总迁入人口的
0.28％。这也加快了郑州经济和城市化发展
的进程，体现出郑州作为一个中心区域城市
的辐射带动作用。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实行城乡分割的
户籍管理制度。

如今，户籍管理已不仅仅是证明公民身
份和为国家提供人口数据，而逐步变成了一些
行政部门管理的载体，公民的学习、就业、社会
保障等权益与户口都紧密相关。“从这个意义上
讲，户籍制度改革不单是一个户口迁移、身份转
换的问题，而是一项牵涉教育、就业、社会保障、
兵役、土地等多项改革的系统工程。”冯建坤说，
目前的户籍制度改革其实仅限于户籍管理和
户口迁移制度的改革和调整，有关部门的配套

政策并没有得到及时调整或调整不到位。
“只有户籍改革和经济社会配套政策同

时进行，户籍改革的目标才可以真正实现。”
冯建坤认为，政府需尽快出台户籍法，规范
户籍管理，解决户口登记、项目变更、户口注
销，剥离其他部门附加在户籍管理上的功
能，还户籍管理本来面目。政府应协调相关
职能部门进行配套改革，逐步剥离教育、房
屋拆迁、征地补偿、事故赔偿、劳动就业等方
面附加在户籍管理中的钳制功能，确保各项
配套政策与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相衔接。

冯建坤建议，未来郑州户籍制度的改革
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为鼓励农村剩余劳动
力向城市转移，吸引更多的外地人员来郑州
投资经商、办企业，实行有利于吸收投资的户
口迁移政策；凡具有一定投资额的投资者，不受
固定住所条件的限制，只需在人才交流中心、社
会劳动保障局存档，就可直接办理迁郑户口；按
照实际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规定户口迁移
条件准入制。凡在郑居住3年以上，持有郑州
市《居住证》，能够及时交纳医疗保险、养老保险
的外来人口，可办理准迁入户手续。

拐点2001

从二元制到一元制

未来继续改革的趋势

本版撰文 晚报记者 牛亚皓

2001年11月21
日的郑州晚报，报道
了户籍改革办证首日
的火热场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