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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二元户籍制度下不公平分配现实的批判与改革’

许玉明

(重庆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研究所、重庆400020)

    [摘要〕计划经济时代，以二元户籍制度作为人口分类管理的依据，由此逐步形成了系列的

城乡人口不公平分配政策，改革开放以后，没有逐步调整改革这种不公平户籍制度，造成城市

户籍演变成一种商品，城市利用它获取利益，同时城市拒绝向在城市多年工作的农民工及其抚

养人口进行国民收入再分配。但是如果要一次性的解决户籍制度，当前的公共财政制度和财

政能力是难以适应的，建议采取两阶段多步骤战略，分阶段有重点推进分配制度公平化，最终

实现户籍制度一元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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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国户籍制度变革的历史轨迹
    (一)中国户籍制度变革的阶段划分

    新中国成立以来户籍管理制度的变化，大致可

划分为 1958年以前，属自由迁徙期;1958年至

1978年，为严格控制期;1978年以后，为半开放期

3个阶段。

    1958年1月9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
过，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户籍制度《中华人民共和

国户口登记条例》，确立了一套较完善的户口管理

制度，它包括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出、迁人、变

更等7项人口登记制度。以法律的形式限制农民

进人城市，以及城市间的人口相互流动，形成了城

乡分离的“二元结构”。使户口登记有了全国统一
完整的法律依据，这部法律在当时的积极作用是不

言而喻的，但同时也形成了一堵无形的墙，使城乡

之间径渭分明，公民的迁徙自由受到一定的限制。

这种农业和非农业二元户口结构的户籍管理制度，

产生了“城里人”与“乡下人”在事实上的不平等，如

“城里人”可以凭城镇户口分发到‘;购粮本”，凭“购

粮本”买到一定数量的平价粮，还可以配发一定数

量的油、肉等的票证等，而“乡下人”就没有这些花

花绿绿的票证。

    1963年，公安部依据是否吃国家计划供应的商
品粮，将户口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

    1964年8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处理

户口迁移的规定(草案)》，该文件比较集中的体现

了处理户口迁移的基本精神，即两个“严加限制”:

对从农村迁往城市、集镇的要严加限制;对从集镇

迁往城市的要严加限制。此规定堵住了农村人口
迁往城镇的大门。

    1975年修正的《宪法》颁布，取消了关于公民
迁移自由的条文。

    (二)中国户籍制度的分析与评价

    1、二元户籍制度产生的原因

    新中国建立，社会制度变迁，一方面传统的农

村非农经济迅速萎缩以后，农村从事非农经济活动

的人口挤向了城市，另一方面城市萎缩服务业，缩

减了就业机会。据统计，从1954年到19_60年，全
国人口迁人、迁出的绝对数波动在2000万到3000

万之间，每年涌人城市的人口高达500万人以上。

大量的人口迁人城市和城市较少的就业机会，这使

得当时的人a问题迅速激化，加速了城乡户籍分

割、区域户籍迁移设限政策的出台。

    2、户籍制度的特点

    (1)法律规定严格有加。中国户籍管理体系最

核心的特点是全面规定了全国人民在居住和迁徙

上所必须遵守的法律性规定。

    其基本精神是:公民从大城市往中、小城市迁

移基本自由，小城市往乡镇迁移基本自由，但反过

来，则要受到十分严格的约束。其中特别是城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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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迁徙权力受到严格限制。1977年由国务院批

转的“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有一段文

字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当时的户籍管理政策，文件规

定:“从农村迁往市、镇(含矿区、林区等，下同)，由

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从其它市迁往北京、上

海、天津三市的，要严加控制。从镇迁往市，从小市

迁往大市，从一般农村迁往市郊、镇郊农村或国营

农场、蔬菜队、经济作物区的，应适当控制。从市、

镇迁往农村，从市迁往镇，从大市迁往小市的，以及

同等市之间、镇之间、农村之间的迁移，理由正当

的，应准予落户;”“与市、镇职工、居民结婚的农村

人口，(包括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应在农村参加集

体生产劳动，不得迁人市、镇，其子女也应在农村落

户;”“市、镇职工在农村的父母，不得迁人市、镇。”

    (2)把户口管理与城市居民的粮油关系死死地

结合在一起。在新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因为粮食

生产的总量不足，城市粮食供给短缺，1953年，我

国实行对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以保证对城市的粮

食供给。此后的二十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几乎每

年都要发布关于严格控制“农转非”人口，控制吃商

品粮人口的文件。直到1979年，《全国粮食会议纪
要》的精神仍然认为，“对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

口，要按照公安部的规定，控制在千分之一点五以

内，不得超过。对于粮农转为吃商品粮的菜农，必

须严格控制。”同时特别强调，“解决粮食问题，要严

格控制非农业人口的增加”。

    改革开放以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户籍

制度的管理仍然很严格。1984年10月 13日，国

务院发布了《关于农民进人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

规定农民可以在自理口粮的前提下，在县以下的小

集镇落户。这标志着我国户籍制度开始松动。

      因此可以说，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是我国城乡

户籍制度走向分割的第一步，同时也是最实质性的

一步。

      (3)户籍制度与社会保障体系紧密连接。正是

由于户籍制度内在逻辑的演化，新中国逐步形成了

一种以城乡户籍为标示的城乡分割，区域分割，行
业分割，核算单位分割的多元公有制体系，即，差别

社会保障体系和差别社会公共资源享用权的多元

社会保障体系。随着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城市内部

的社会保障制度有一定调整，农村以村为单位的社

会保障能力进一步弱化，但与户籍相依附的城乡社

会福利保障分享边界径渭分明。

      (4)公共资源供给与享用城乡分割

      因为城乡的经济发展水平显著差距和公共财

政体制实施城乡二元体制，导致城乡的公共资源和

公共服务配置差距明显，表现在城市的交通、供水、

垃圾等基础设施，科教文卫等公共服务配置与农村

显著差距。同时因为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城乡居民

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二元化管理。农业人口不能

与城市人口共享城市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表现

在城乡人口的收人标准、子女人学、劳动就业、医疗

卫生、社保、福利、高考、升职、培训、军人安置、计划

生育、婚姻、出国等等按照户籍进行归口管理。

    (5)户籍制度与区域国民收人再分配紧紧相连

系。中国的国民收人管理政策，即财政管理体制的

基本是:各个省市自治区的国民收人在中央和地方

进行分配;各个地方根据不同情况接受国家的国民

收人再分配，也在地区内部进行国民收人再分配，

再分配的区域在本地区行政区域内部，分配的对象

是本地区的户籍人口。

    二、当前户籍制度改革的现实与批判
    (一)户籍制度改革的现实

    当前，全国各地本阶段改革的核心是户口登记

制度改革、迁移制度和附属其上的社会福利保障制

度改革，受经济发展阶段制约，城乡二元的社会福

利保障政策无法突破二元化管理，因此城乡户籍也

无法自由流动，所有地区实施的系列改革都是就朝

有利于城市的方向推进。如:在户籍登记管理制度

改革中，农村居民成为了荣誉市民。广东省、浙江

省、济南市、南京、河北省、内蒙古、重庆按照实际居

住地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登记为城镇居民和农村

居民。

    在户籍迁移管理制度改革中，都以有利于城市

的资金、人才等要素聚集为目标。北京户籍制度近

期只是在吸引高学历人才方面，给予有限的户籍管

理松动;上海重点在引进资金上明确户籍管理规

定，对有居住、就业的户籍转移条件比较模糊;广东

省对户籍迁移在学历、财富、投靠亲属等方面设立

准人条件;深圳市先是为拉动房地产，实施住房人

户，后来为吸引人才，做相关迁移规定;浙江省本省

范围户口迁移自由，对流动人口没有做迁移的相关

规定;济南市人口迁移户籍管理将实行条件准人制;

内蒙古、河北省、南京市户口迁移政策以具有合法固

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为基本落户条件。

    在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改革上，针对流动人口制

定了一些不需要财政过多付出的公共服务制度。

广州市蓝色户口可以享受一些公共服务;浙江省对

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扩大到子女就学、计划生育、

卫生防疫、证照办理、科技申报、专业技术职务任职

资格评定等方面基本同等的待遇，提供同等义务

教育机会;内蒙古相关公共服务改革，新型户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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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制度将最大限度地简化审批程序，清理和取消已

没有实际意义的户口迁移附报材料，取消户口迁

出、迁人、出生、死亡、变更、更正、注销户口过程中

的附加条件，逐步实现网上迁移户口，今后，丢失户

籍相关证件后无需再在媒体上声明丢失作废，经本

人申请，可直接补办;河北省相关政策改革，对到建

制镇落户的人员，不受居住年限限制，并可保留其

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对新生婴儿或未落户的未成年

子女，凭医院出生证明即可在父亲或母亲户口所在

地落户，不再受其他任何条件限制，包括计划生育

指标;重庆市制定了《进城务工农民权益保护和服

务管理办法》，就农民工的权益进行了54条规定。

    相关公共服务改革上，也就是在形式上做一些

文章，比如，大多省市进行户口迁移审批手续简化;

对符合条件申请落户的各类人员，办理户白登记

时，严格按照规定的办理户口收费标准收取，不再

收取城市增容费等其它费用等制度优惠。

    (二)户籍制度改革的批判

    当前户籍制度改革，主要户口登记制度改革，

一次性取消农业户口，变为统一的居民户口。对户

籍跨地区迁移和与户籍相关的社会就业和社会保

障政策没有深化改革进程，农民得到的也不过依然

是一顶中看不中用的“荣誉市民”帽子。户籍制度

改革浅表化是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利益博弈的结

果，城市在户籍制度改革中继续获取利益。

    一是，城市户口成为有价值商品，城市在城市

户籍出卖中获取利益。

    改革开放以后，原有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所形成

的多元公有制下的差别社会保障和差别社会公共

资源享用权，成了可以买卖的“商品”，户口买卖成

了城市经营的一大手段。许多城市以城市增容费

的名义销售户口，敛取大量财富。

    二是，城乡户籍围墙是城市无偿占有农村转移

劳动力国民经济贡献的条件。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劳动力要

素市场的逐步开放，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面向城

市转移，切止2006年，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数

量达到 2亿人。根据重庆市调查，农村户均人口

3.2人，家庭有2人外出务工的民工占到总人数的

49.80 ，而有3人及3人以上外出务工的家庭也
占到总人数的25.30肠，而只1人外出打工的则仅

24.90%。因此农村转移劳动力家庭基本的劳动年
龄人口都向城市转移，向沿海地区转移，对城市及

发达地区财政贡献达到30-40%。如重庆市，450

万劳动力每年对主要输出地区(广东、浙江、福建)

财政贡献达到187. 83亿元。因为户籍制度限制，

    24

城市和发达地区占有转移劳动力的财政贡献，却拒

绝向他们及其抚养人口进行再分配，向他们支付社

会福利和社会保障，让他们共享公共资源，转出劳

动力的农村地区承担国民收人再分配。

    三是城市用城市户籍换取城市周边地区农业

人口的一切利益。

    城市经济的迅速扩张，周边地区土地大幅增

值，原来农村的“土地福利”已经转换为“地产资

本”。在这种情况下，城市用城市户口和最低生活

保障换取了农业人口的户口、就业、土地及其附加

在上面的失业保障和养老保障，农民的生活明显下

降，城市边缘区也在全方位蔓延，边缘区问题也逐

步加重。

    (三)二元户籍制度的影响及后果

    计划经济时代，因为这是以准法规的形式在进

人城市的权力面前不平等，按财产拥有的多少把大

多数低收人的老百姓与少数富人区分开，这是计划

经济模式的客观结果，虽然构成对公民合法权益的

侵害，但决策人并不是一种主观故意，改革开放以后

在户籍制度上应该说是一种主观故意构成对公民合

法权益的侵害，对全社会发展负面影响及其深远。

    1、阻碍了农业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发展

    中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经济非农化水平快速

推进，大量农民工成为了城市产业工人，但是，计划

经济时代的二元户籍制度却始终没有打破，农村转

移劳动力成为产业工人多年以后不能居住在城市，

成为城市居民，他们的抚养人口长期与他们分居，

农村有限的公共资源和土地资源无法向现存农业

劳动力及其抚养人口聚集，造成城市化发展滞后，

农业现代化进程难以推进，农村转移出来的产业工

人难以享受城市公民同等待遇，农村的老人和留守

儿童的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农村社会事业无法得到

长足发展等社会经济问题。

    2、阻碍城乡、地区之间公平协调发展

    农村转移出来的产业工人在参与城市产业劳

动中，通过创造增加值，对城市国民经济的总收入

做贡献，但是因为户籍制度的限制，他们在国民收

人分配中只得到了工资分配，他们本人和抚养人口

却被剥夺了参与城市国民收人再分配的权利。这

种制度安排，要求农村劳动力主要输出地(中西部

落后地区)及相对于城市更加落后的农村地区，在

没有获得转移劳动力的国民收入贡献(财政贡献)

  的情况下，承担起了转移劳动力和抚养人口的国民

收人再分配(所有公共服务支出)的责任。

      中国的国民收入再分配制度在城乡之间，发达

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之间处于严重的不公平状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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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二元户籍制度和人口不可自由迁徙是造成问题

的根本。改革户籍制度是城市与农村，发达地区与

不发达地区利益博弈的过程。在这一博弈过程中，

农村或不发达地区处于弱势，制度决策取决于中央

力量的干预程度和全社会对协调城乡发展和区域

发展的认识。

    总之，这种制度安排强化了城乡之间，落后地

区与发达地区的利益矛盾，城市在剥夺农村，发达

地区在侵占落后地区的利益，城市反哺农村，西部

大开发等重大战略成为难以推进。

    3、强化了社会阶层群体之间的不公平，也强化

社会对政府的不信任感

    如苏州市在苏州工业园区实行四种类别(聘用

类、购房类、纳税类、投资类)的“蓝印户口”，将人口
分为三类九等实施户籍管理。“嫌贫爱富”的户籍

制度，把人权当做商品，从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内

容上，总是以农民社会待遇为出发点，以城市利益

为落脚点。表现在:一类，要求转为城市居民的条

件是人口的文化素质，意思是只要具有较高文化水

平的人才，尽管许多岗位在城市都是不可或缺的，

但不享受其他城市劳动者一样的待遇。二类:有住

房财产的人，意思是，具有多少家庭财富的人口才

能拥有城市户口，同时意在拉动城市房地产业发

展，带动城市经济发展。三类:有多少投资，每年交

纳多少税收，即要求社会财富或要求直接交纳多少

税收，对当地经济有多大直接付出才能拥有城市户

口，直接劳动中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不计算贡献。四

类:户籍转移的计划制度，以城市现存容量为基础，
进行户籍转移计划安排，不以制度建设需要提高城

市容纳潜力，甚至进行城市容量扩张。

    4、造成社会弱势群体

    据重庆市民工调查发现，全市人均可支配收人

达到 1600元/月以上的情况下，民工月工资收人基

本维持在1000元以下;在工作时间方面，绝大多数

人每天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占总人数的92.

29%，且有11.97%的人工作时间在12小时以上;

居住方面，有51. 76%的民工其居住面积在10平

方米以下，5平方米以下的也占到总人数的15.

53%，大部分农民工与人合租或住工棚、宿舍，占总

人数的63.84%，自己买房住的也只有7. 44%;劳

动保障方面，近1/3民工没与单位签劳动合同 ，仅

有两成民工有医疗保险，四成民工生病后不进医院

诊所;户籍方面，过半民工看重城镇户口。

      据深圳市有关部门估计，深圳当前950万外来

人口，民工中只有少数人能承受得起一个人居住或

一家人居住的房租负担，大约有700万居住在城中

村。农村流动人口能承受的房屋租金压力，有不少

人集体租房子住，由于就业和生活不稳定，他们不

讲究在城市的居住条件，只要能避风躲雨就可以

了，不会奢望有空调或取暖设备、洗澡设施，也无法

计较室内有没有卫生设施等。

    三、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思考与建议
    统筹城乡户籍不应把它简单理解成农民变成

市民，也不在于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更

不是政府发起的一场户籍改革运动，关键是要抹去

横亘在农民和市民之间的收人和各种福利差距。

但是，我们以重庆市为例进行测算，如果要在2020

年前解决城市化发展中的农民工市民待遇和安居

问题，解决城市建设征用土地的农转非市民待遇问

题，需要接近1万亿元的财政投人，这仅靠户籍制

度本身的改革是不可能实现的，须从户籍制度背后

的一系列社会管理制度人手，通过缩小城乡发展的

差距才有可能。因此建立城乡统筹的户籍制度要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城乡统筹发展、城乡居民

平等享受社会成果，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以“以

人为本”和积极稳妥为基本原则，以人口城市化引

导户籍制度改革为基本方向，以城乡经济发展和公

共财政体制改革为前提，按照东中西区域层次，重

点在学生军人、已经长期转移劳动力、农村新增劳动

力及格人群逐步推进户籍制度调整和配套完善附加

在户籍制度上的各项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实施“两阶
段多步骤，’(城乡户籍二元制度和城乡户籍一元化制

度两个阶段)战略，最终在城乡居民收人、社会福利

和保障基本均衡时期消除城乡二元户籍制度。

    (一)户籍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

    1、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的原则。户籍制度改

革首先要面对的是城市要解决征地农民和农村长期

转移到城市劳动力及其抚养人口的社会福利和社会

保障问题，是要求城市在国民经济再分配公平地覆

盖这部分人口，为城乡的国民收入公平分配和城乡

地区的社会和谐支付成本。城市作为国民收人不公

平分配的利益获得者，如果不服从地区甚至国家的

整体利益，户籍制度改革是无法有效推进的。

    2、城乡统筹原则。即把户籍制度的改革置于

统筹城乡发展的大框架中来进行，让城乡居民平等

享受经济改革与发展成果。首先是要让已经进人
城市的转移劳动力成为城市居民，享受经济改革与

发展成果;其次是让经济发达地区农村人口依托当

地经济平台建设，成为城市人口，享受城市居民待

遇，一部分农村人口依托地区经济发展，提高收人

和社会福利保障水平;第三是让中西部地区人口部

分通过就业实现经济发达地区户籍转移，与发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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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人口共享城市居民待遇，让留守的农村人口占有

更多的经济社会资源，以增加收人和提高社会福利

保障水平。最终实现城乡户籍一体化。

    3、循序渐进原则。实施“两阶段多步骤”，一方

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沿海地区比较相对落

，另一方面，户籍 后依附了系列的社会福

面

后

利和社会保障制度 地区社会公共资源配置水

平高低不一，公共财政需求量大，同社会大变革必

须是一个系统平衡的过程，需要社会经济发展相互

协调，如果操之过急，采取一步到位的户籍改革，将

会导致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整体休克，因此循序渐进

是基本原则。

    4、系统配套原则。户籍制度改革中，经济发展

和就业机会是前提，财政能力和公共财政分配制度

改革是条件，户籍制度本省包括登记、迁移等七个

方面的内容，依附于户籍制度上有社会福利和社会

保障制度体系，保障户籍制度改革的制度体系包括

农村土地制度、城市用地管理制度、宅基地管理制

度、行政管理体制、城乡规划建设管理体制，以及保

障所有制度体系运行的措施，任何一个方面单独运

行，都无力推进户籍制度整体改革，因此必须采取

系统配套原则。

    5、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原则。虽说我

国城乡发展失衡主要不是市场而是政策因素所致，

城乡发展差距和户籍制度改革的确需要借助政府

之力来缩小和推行，然而，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并

不等于采取完全强制性的行政行为，而是在尊重市

场作用、尊重城乡融合与城乡互动的规律基础上，

政府适当采取倾斜的制度供给、体制创新，使长期

以来处于相对落后的农业、农村、农民得到补偿性

的发展，并在发展中弥合城乡差距，统筹城乡户籍。

    6、政策引导与农民自愿相结合原则。户籍制

度改革的当前要点是推进农村人口城市化，但是，

农村人口城市化受到多方面限制。一是，农村承包

土地地的福利功能、较发达农村地区责任地逐步转

化为土地资本，具有较大的增殖能力，部分农业人

  口的收人明显提高;二是，农村与城市的文化差距

和长期以来的城市对农村人口的心里和政策的歧

视，部分农业人口对城市生活有畏俱;三是，城市的

生活成本明显高于城市，农民收人偏低，取向农村

生活;四是，部分农业人口已经改造了住宅，不愿意

放弃多年的积累;五是，部分中年以上年龄人口面
  临退出城市就业时期，更愿意选择乡间生活。因

  此，户籍制度改革，要坚持政策引导与农民自愿相

  结合原则。

      (二)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几点建议

    一是采用城镇化的双轨模式。把转型经济中

城市的扩充机制划分为:通过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二

元体制安排来调控城市规模的模式以及以劳动力

市场机制调节城市规模的模式，因此在城乡统筹发

展的较长时期，将继续保留二元户籍制度框架。

    二是由城市劳动力市场需求决定户籍制度的

改革进程。现有的劳动力流动是个市场过程，今后

的剩余劳动力转移也必将是个市场过程，必须通过

劳动力市场的供求来决定。放开城市户籍管理的

前提必须是城市有能力吸收愿意转移的剩余劳动

力。为此，一方面应该保持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

千方百计地增加就业。同时，更重要的是，进一步

增加农村教育投资和多元化解决留守儿童的教育

问题，加快速度提高农村人口的受教育年限，提高

劳动力，特别是新增劳动力的素质，扩大城市就业

适应能力。

    三是断根的思路减少农业人口。充分利用年

轻的一代有更加高的文化素质，更能适应城市环

境，农村新生代多数已经没有承包土地，心里失落

减少等有利条件，以减少农村人口为目标，在2020

年以前，完成农村军人、学生等新生劳动力城市化

任务。

      四是以农民工的需求为重点，解决有现实需求

和能力的农民工户籍城市化问题。当前农民工中

40%左右长期就业、具有固定居住场所，有稳定的

收人，有强烈的户籍城市化需求，有购房医院，有放

弃承包土地医院，有子女教育需求，也适应了城市

生活，因此，该部分长期为城市经济贡献的农民工

及其抚养人口有权利，也有必要实现户籍城市化。

      五是户籍制度的改革在步骤上应采取先城后

  乡。改革户籍制度事实上因为地区财政的有限性，

  很难城乡一步到位。因此要先城市，后农村，分步

  到位。第一步城市调整公共财政投人体制，扩大财

  政投人，用以支持农村人口城市化;第二步，是城市

  对没有户籍转移的转移劳动力及其抚养人口的社

  会福利保障支出与公共资源分配进行向农村转移

  支付;同时，是地区调整公共财政投人体制，弥补长

  期以来农村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历史欠账和公

  共资源配置的历史欠账。第三步，才是推进城市与

  农村的社保标准与规范对接。

      六是户籍改革系统配套。在城市，一是，努力

  发展经济，提高城市就业机会;二是，充分考虑户籍

  制度以及依附于户籍制度之上的其他部门政策的

  衔接和过渡，调整公共财政体制，尽量利用城市的

  财政力量，实施稳妥的户籍制度调整，避免“休克式

  改革”。三是，按照经济发展进程确立社会保障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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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改革和公共资源配置计划。四是按照就业发展、

社会保障政策实施能力、城市公共资源配置能力和

配置进程制定户籍改革政策和计划。在农村，一

是，创新建立相应的承包土地流转政策和宅基地管

理政策，推进农村人口城市化。二是，发展农村经

济，提高农村经济水平，增加农民收人，提高农村的

社会福利保障水平，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在城乡统

筹发展中逐步消除。

    七是区域上分层推进。第一个层次，是东部发

达地区。由于转移劳动力80%左右集中在东部发

达地区，因此，制度改革首先在考虑到东部地区的

空间限制，因此重点实施已经转移多年的劳动力。

第二个层次是中西部大中城市。随着西部大开发，

中西部大中城市将是经济社会和人口聚集的主要

地带，在发展时序上进人户籍制度建设的第二区

域。第三层次，各个国家级经济区。随着经济区的

逐步形成和发展，将是接受人口的重要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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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cs and reform on unfair income distribution reality

        under China's dual census register system

XU YU一ming

Urban Detx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Chongging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ongqing 400020, China)

Abstract:In plan economy period, dual census register system is regarded as the basis of population

stratum management, as a result, a series of unfair income distribution policy is gradually formed be-

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fter

tion system has not been gradually

reform and opening to outside world, this unfair income distribu-

reformed, and so the urbancensus register system becomes a kind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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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L

;

三

of goods and the cities use the census register to obtain benefit, and, meanwhile, the cities

make income re一distribution for peasant一workers and their supporting people who work

refuse

or stay

the cities for many years. If the dual census register system problem needs to be solved once for all，

however, present public financial system and financial ability are difficult to finish the task. This pa-

per suggests that multiple steps should be taken in two phases for promoting fair income distribution

in order to realize unified census register system.

Keywords:census register system; fair income distribution; differen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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